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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致力于纳西学的崛起　　白庚胜　　两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一位朋友在看到我的
小文《纳西学发凡》后，决定将它投稿于该所一本相关专业杂志发表。
谁知该杂志的一位"权威"竞说什么"纳西学何有之？
"听到这一信息反馈，我心怅然，既忿然于这位权威的傲慢，同时也感慨纳西学学科建设的迟滞。
　　感愤之余，我并没有停止思考与行动。
在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调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及分党组书记后，我利用工作之余穿行于首
都北京与全国各地，尤其是昆明、丽江、迪庆等地纳西学学者及纳西族官员、实业家之间，决定组织
一套纳西学丛书。
在我的设计中，这套丛书包括30部国内外较有影响的纳西学学者的学术专集。
　　正如广大读者将从这套丛书中了解到的那样，纳西学的发展历程艰难备至。
它的起步一般可以锁定在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初。
那时的纳西学以西方学者、传教士、军事人员游历纳西族地区，并收藏东巴经典，翻译有关文献片断
，发表有关介绍文章为主要特点；从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末，纳西学粗具规模，刘半农、董卓宾、
李霖灿、陶云逵、罗常培等内地学者开始关注纳西族历史、语言、文字研究，纳西族学者杨仲鸿、方
国瑜、赵银棠亦接踵于后进行多领域的探索，无论是其田野调查、文物收藏，还是专题性的研究都成
果迭出。
在国外学者中，被誉为"西方纳西学之父"的洛克以独居纳西族地区28年的传奇经历，以丰富的纳西文
物收藏与传播，以深刻而全面的纳西文化诠释在纳西学领域渐入佳境；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60年代
中期，洛克在国际纳西学界独领风骚，并影响育成了欧、美、日等国的一批纳西学新秀。
这一时期，与之失去联系的我国纳西学界仍在踽踽前行，和志武、周汝诚、和发源等先生成为传递薪
火的骨干力量；60年代至70年代末，尽管仍有雅纳特、杰克逊等活跃于学界，但一代宗师洛克的去世
使西方纳西学跌入低谷，国内的纳西学更是遭受浩劫，纳西文化生态遭受全面破坏，这是纳西学的全
球性低迷时期；从80年代初至21世纪初年，纳西学进入全面复兴时期，《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的
翻译出版、国际纳西学学会的成立、国际东巴文化艺术学术研讨会的举办等盛事都集中出现于这一时
期。
　　对纳西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学问这一问题，我已在《纳西学发凡》一文中作过这样的表述："纳
西学，就是以纳西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
在实践上，它贯穿古今；在空间上，它横跨东西。
它既包括对纳西族的本体性研究，也包含这种研究本身。
就前者而言，有关纳西族的生存环境、存在历史、生活方式、精神信仰、组织制度、艺术创造、技术
成就等都无不纳入其视野之中j就后者而言，有关纳西族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学者与成果、历史与活动
、机构与组织都囊括于其内。
"对于这一判断，我至今认为比较科学、正确，它同时也被学术界所接受。
因此，编纂这套纳西学丛书的冲动之一，就是为了进一步为纳西学立名、正名，并全面、系统展示纳
西学的内涵。
当然，这只是就至今为止的情况而言，继续丰富、发展它的使命已经历史地落在后来学者的肩上。
　　当这套丛书即将问世之际，纳西族社会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一方面，固守万古的民族保守性已经被击破，发达的交通已突破铁甲山的阻绝、金沙江的割断，使"丽
江口袋底"的神话不再；快捷的通讯将古麽些人的后裔编织进全球现代信息网络之中，靠古老的象形文
字及口传心授维持独立的知识系统已难以为继；农民转变为市民、乡村开发成城市的社会转型风驰电
掣；以追求超额利润为目的的一库八站建设将一改玉璧金川的原生形态；每年400万的游客正在改变着
丽江的一切；不断变化的行政区划，使纳西族的生存空间从汉时的六江流域退居三江并流区，继而兰
州立县、拖支并维、迪怒建州、行署改市、丽江县裂身为二。
从自然到社会分错杂然，到处都在发生急剧变化；由社会而主体光怪陆离，一切都在解构与重组。
这便是纳西学今天所面对的现实，这也是纳西学学科的生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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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过于苛刻，但纳西学必须回答纳西文化生死存亡的问题，决不能陶醉于古乐、古城、古文字带来
的荣耀，更不能沉迷于现代社会的犬马声色、"安乐死亡"。
　　纳西族社会的阵痛或许正是纳西学的荣幸。
阵痛，所以产生刺激，有了问题意识；阵痛，所以有新的思想诞生，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已经走过的历史岁月，纳西学已经产生《麽些研究》、《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英语一纳
西语百科辞典》、《被遗忘的王国》、《纳西族象形文字谱》、《活着的象形文字》、《纳西族史》
、《纳西族文学史》、《麽些研究论文集》、《东巴神话研究》等标志性成果，产生了巴克、洛克、
雅纳特、西田龙雄、方国瑜、李霖灿、和志武、郭大烈等大家，涌现出戈阿干、杨世光、和钟华、李
国文、王元鹿、詹承绪、王承权、刘龙初、喻遂生、杨焕典、伊藤清司、王超鹰、蔡华、杨福泉、和
少英、拉木·嘎吐萨、李近春、白西林、杨德錾、余嘉华、诹访哲郎、和发原、木丽春、杨正文、李
静生、王世英、李锡、李海伦、杨海涛、陈烈、赵心愚、白郎、和力民、习煜华、李丽芬、和宝林、
和庆元、和品正、牛耕勤、周智生、冯莉、孟彻理、生明庆二、黑泽直道、杨杰宏等学者，成立了国
际纳西学学会这样的组织，创办了《国际纳西学学会通讯》这样的杂志，出版了《纳西东巴古籍译著
全集》这样的经典，举办了国际纳西文化艺术学术研讨会这样的会议。
我们也可以由此坚信：未来的纳西学将在更广的学术视野、更细的专业分工、更大的学科综合、更细
的理论分析、更多的民族与国家参与、更先进的科技手段利用之基础上得到发展、得到推进，并产生
新的学术成果，推出新的学术代表人物，创造新的学术辉煌。
　　学术需要积累，学科也需要积累。
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骄狂自大，且让我们都来做纳西学的积累工作。
纳西学的存在证明只能是实力：实实在在的队伍，实实在在的成果，实实在在的资料，实实在在的工
作。
　　按照丽江市市委书记和自兴同志与我确定的原则，这套纳西学丛书就其作者而言，不分中外，不
别纳汉，凡在纳西文化研究中作出突出成就者均列在入选行列；就其范围来说，除文学创作以外的纳
西学论文、评论、调查报告、译文都择优辑入；就其目的来说，完全是为了对纳西文化研究进行梳理
，结构纳西学的框架，提炼纳西学的方法，唤醒纳西学学科建设的自觉，确立纳西学的主体。
　　组织出版这样一套丛书，显然需要多方面的支持，尤其需要纳西族学术界的参与。
有幸的是，我的初衷得到了同仁们的响应，更得到丽江市古城管理局及其局长和士勇的襄助。
最难忘的是得到民族出版社及其罗焰女士的帮助，得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旅游文化专业委员会刘永
生秘书长、李莉副秘书长和苏州市蔡琨先生、庞欢先生的慷慨扶持。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真理又一次得到证明。
　　我坚信，总有一天，纳西学必将成为与藏学、蒙古学等学科并驾齐驱的显学，我的后继者将不必
再为"权威们"怀疑纳西学的存在而饱受屈辱。
到那一天，纳西学将不再是一个模糊的存在，它的文字、训诂、语言、文学、哲学、历史、地理、宗
教、军事、辞书、艺术、社会、医药、天文、技术、生态、民俗等分支学科都将一一形成，并向更深
入、更细致的层次发展。
　　2006年5月13日　　于北京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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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杨正文纳西学论集》论文有《白地神川——东巴文化的圣地》、《东巴象形文字的三个阶段》
、《论东巴的发源地》、《东巴文化与东巴文学》、《洛克的东巴圣地之行》。
纳西学，就是以纳西族国研究对象的学科。
在实践上，它贯穿古今；在空间上，它横跨东西。
既包括对纳西族的本体性研究，也包含这种研究本身。
它起步于19世纪60年代初，源于西方学者、传教士、军事人员对纳西族地区的游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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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正文，纳西族，1943年7月出生于香格里拉县白地东巴世家。
从小耳濡目染，受东巴文化的熏陶和教育，对东巴教和东巴文化有浓厚的兴趣和感情。
毕业于云南大学中文系，先后从事过文工队创作、中学教师、群众艺术馆研究员、地方志编辑等工作
，历任教研组长、调研部主任、州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迪庆方志》主编、《迪庆州志》副主编等
职。
任迪庆纳西学会会长。
1994年被评为新闻出版系列副编审。
出版东巴文化专著《最后的原始崇拜——白地东巴文化》，发表东巴研究论文数十篇。
创办圣灵东巴文化学校、汝卡东巴学校，培养东巴文化传人，硕果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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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杨正文治学经历一、史学研究白地神川——东巴文化的圣地东巴象形文字的三个历史阶段论东巴教的
发源地纳西族东巴文化古都——白地二、文化研究白地东巴文化概述东巴文化与东巴文学李霖灿与白
地东巴文化洛克的东巴圣地之行出版《圣地东巴古籍译注选集》势在必行三、文字研究对几本研究东
巴象形文字著作的评述东巴象形文字的应用四、经书研究白地神川的东巴经书《黑白战争》新解东巴
故事与史书评说《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纳西族卷》白地部分书题五、民俗研究东巴山郎法事一
览白地纳西族祭天习俗纳西古俗：最后的葬礼浅释白地东巴的“巴格卜”东巴圣地纳亥人的文化生活
东巴圣地纳西民间音乐初探六、人物评述白地东巴祖师考白地的东巴经师白地最后的东巴经师树银甲
与圣地东巴传承七、研究辨析研究东巴文化的误区阿明玉勒的藏身洞在哪里“五佛冠”应为“五神冠
”“帐篷”是怎样变成“房子”的“神路图”应作“魂路图”阿明学经与东巴传承苯教祖师与东巴教
圣祖不是同一角色“洛克三游虎跳峡”质疑附录：杨正文著述（1978—2003）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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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白地神川——东巴文化的圣地　　一、白地神川　　白地峡谷，东西长约50公里，南北宽约20公
里，方圆不过100平方公里之地，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在自然、地理、文化、
宗教等等方面也足以与世界各地的名胜古迹相媲美。
人们来到白地，不仅可以陶醉于奇丽的白水台景色，领略古都的东巴文化和多彩的民俗民情，还可以
欣赏到其他许多优美景色，品尝到独特的饮食，更因它的文化遗迹而流连忘返。
　　白地峡谷为西东走向的峡谷，西高东低，背靠天宝山山脉，金沙江由南向北流去。
白水河发源于天宝山脚下，将白地峡谷一劈两半，其东岸为陡峭的许韦山（即“香柏峰”），山腰坐
落着“阿明灵洞”；其西岸为倾斜狭长的丘陵山坡（地质学上叫“洪积台地”），山坡上层层梯田，
点缀着十多个村落。
传说这座山坡古时候是一片原始森林，还有到处流淌的溪水。
纳西先民最初都居住在许韦山下的山坡上，在那里开垦荒地，筑屋而居，至今这里还有遗迹可寻。
后来，纳西先民渐渐越过白水河，伐倒巨树，理顺溪流，开出一片又一片良田，并将村落建在不能耕
种的高埠上，由此不难看出纳西先民保护耕地、保护生态的良苦用心和卓越成效。
据有关专家分析，白地峡谷的纳西族为当地的原始居民，距今至少已有7000多年的历史。
现在的村落格局，大约形成于汉朝末年，或者更早。
白地峡谷孕育东巴文化，并成为东巴圣地，亦至少有5000多年了。
　　约在明朝之时，传说中阿明山郎在白地传播东巴教之时，白地峡谷（包括洪积台地之外的地方）
大约只有五六个村落，纳西族人口有5000余人。
人们在这片洪积台地上修筑起一条贯通各村、约长十多公里的水渠（纳西语称“堆满坎”），渠水引
自白水台左后侧的白水河上游，灌溉着1万余亩的良田，培育着白地地区的文明。
清朝末年，白地峡谷中心林村村水甲村的部分居民，集资、出力共同修筑了另一条长约5公里的水渠
，渠水引自格许韦（上柏峰）脚下的山泉，沿白水河北岸山坡蜿蜒而下，灌溉山坡下方300亩良田。
这条水渠于1958年全面整修，大部分水引自白水台左下侧之白水河，渠长十余公里，可灌溉1300余亩
土地。
有了这两条水渠，白地峡谷可以确保不受旱灾或水灾。
至今可以清楚地看到，“堆满坎”大沟宛如游龙，弯弯曲曲穿行在万顷良田之中’，两侧的梯田依其
水流排列有序，好似舞龙的长须和气浪。
每当夏秋谷麦成熟时，金黄的波浪更是美不胜收，令人心旷神怡，禁不住要赞叹几声。
　　人们把这块纳西族惟一的宗教——东巴教圣洁之地音译成“白地”，具有双重意思。
一层是纳西语本意，即为“繁茂之地”；另一层意思是汉语“白色之地”，恰如其分地点明了白水台
景色，又由白水台代表整个东巴圣地。
　　白水台在白地峡谷西端雪山脚下，北、西、南三面靠山，向东俯瞰整个白地峡谷。
白水台又称华泉台地，属于裸露地表的喀斯特地貌，是由地下水中的碳酸氢钙还原成白色粉末碳酸钙
堆积而成的，在白水台形成了独特地貌，其中心地带大约有200亩。
　　相传很古很古的时候，白水台上曾有过雄伟壮丽的佛殿庙宇，西藏苯教先哲甲布本格曾在这里传
播教法。
因白水台的英名渐渐盖过了西藏地方的名山大川，苯教上师便下令拆毁庙宇，召回甲布本格。
又不知过了多少年代，纳西族先哲阿普山冬从西藏学习苯教经典回来，留在白水台设坛传教，并开创
纳西族东巴教，白水台成为东巴教发源地，阿普山冬后来便成了半人半神的东巴教第一圣祖东巴什罗
，亦称“丁巴什罗”。
东巴教崇尚白色，认为白色是善、光明和人类的化身，《东巴经》中处处记载有白天、白日、白月、
白星、白辰、白水、白谷、白树、白石、白牛、白马、白羊、白鸡等内容，就连天神也是从一只白蛋
中孵化而出的。
这与白水台的关系是不言自明的。
纳西先民在创造东巴文化之初，白水台成为纳西人民世代顶礼膜拜的圣洁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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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还创造了一则优美的神话，说的是天神中有米利东、米利色两位兄弟，为了教化纳西先民，作法
点化出这座白水台，有田有地，有水有沟，指示人们照此开垦土地，又教给人们许多生产、生活知识
，因此东巴们将他俩列为天神之首，连降魔伏妖无所不能的圣祖东巴什罗，也只能屈居第五。
今日之满山遍野的梯田，层层叠叠，依山而成，酷似白水台“仙人遗田”中之一组组梯田，令人赞叹
不已，可知这二位天神之英明，万世可鉴。
而世世代代的纳西人民于每年阴历二月初八盛装祭天，逐渐形成传统节日“二月八”。
由此可知，白水台之宗教地位，雄踞纳西族聚居地各名山大川之首。
　　二、历史渊源　　白地纳西族是由土著民族和由北向南迁徙而来的麽些族群融合而成的，在白地
已有至少5000年的历史。
　　约在唐朝南诏时期，三坝已成为纳西族的聚居地。
到明朝万历年间，丽江木氏土司强盛起来，发兵攻人吐蕃之地，三坝即为木氏所有。
木氏土司为进一步侵占并掠夺中甸其他地方，不断加派兵卒，并让他们长期在此居住下来，逐渐成为
当地居民。
至成化年间，加派民夫来三坝地区开采金矿银矿，又有不少丽江一带的纳西、白、汉、回等民族前来
三坝居住。
此外，尚有少数手艺人，如皮匠、鞋匠等，也陆续定居在这一带。
经过漫长的融合，这些外来人口逐渐演化为纳西族。
　　著名东巴文化学者李霖灿先生于五十多年前考察纳西族迁徙路线时，根据史料及亲身考察结果，
画出了古代纳西族的迁徙路线图。
在这条迁徙路线中，白地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之前是文字初创阶段，之后是东巴文化从发展到变
异的阶段，它本身处于东巴文化成熟、发展并达到高峰的阶段。
　　古代纳西族有四大支系，即西、牙、胡、俄（木里、永宁时期），后来发展成墨、和、树，（习
）、杨（白地时期），最后成为束（习）、叶、买、和（丽江时期）。
三坝地区，包括现已分离出去的洛吉乡，至今这四姓仍相替不衰。
洛吉一带以习姓居多，至白地则成为树姓；东坝行政村以姓墨者居多，“墨”与“买”音近；而白地
以姓杨者居中多，“杨”者，“叶”也。
白地还有一支自称为“汝卡人”的支系，其后代多从“和”姓。
“和”姓中还有一小支自称“拉格”的，意为以虎为死人魂魄之坐骑（即“图腾”），又称为“柳氏
族”，即人们所称的“汝卡人”。
　　如以祭天群作为纳西氏族分支，则又可分为普笃、古徐、古哉、古珊、汝卡五个分支。
　　现以白地行政村水甲自然村的族源为例，可证明白地纳西族的来历、分支情况。
　　水甲村，位于白地峡谷中段，以地处中心、村大及历史悠久而著称于白地。
其中，杨氏家族已传38代，约一千多年历史。
水甲村古老之姓氏有三，即杨（叶）、和及拉格三姓。
拉格一支后多数姓和。
杨氏人口最多，和氏次之，拉格最少。
民国初年，杨氏有46户，和氏15户，拉格10户，号称“水甲60户”，其规模居白地峡谷十个纳西村之
冠。
杨氏，其先祖为四川俄亚地方人，乃李先生所称有文字的那支南迁支系。
先祖名牙布牙拉，属于因地名而成户名者。
传第七代为尤戈家，又传七世而分为阿明、更吉、吉寿、子托、洛戈及恩水韦五个家族，其中阿明家
即为纳西族东巴教第二圣祖之家。
阿明家传八世又分出尤祖余、勾厂、然日三个家族；又由尤祖余家分出阿古丹、阿古嘎两个家族。
阿古丹即杨正文先生家系，已传五世，前四世均为东巴世家。
至今，杨氏家族已占水甲120户人家的2／3以上。
上述各代、各家支，绝大多数传至当今，仍然香火不绝，并有四代以上的东巴世系。
　　和家除先民外，一部分为后世木氏土司家奴隶（白族居多），被支派到三坝开银矿，后逐渐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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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西族之一员，遂改为和姓。
拉格一族，系从吕迪（木里）迁来，其祖先名韦布周，曾任吕迪“木瓜”。
　　根据各种文献资料，三坝一带的纳西族族源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远古时代氐羌部落之
一部，他们为当地原住民；　　第二，由四川西南部无量河流域南迁之游牧部落，此部落在无量河下
游创造象形文字；　　第三，木氏进占中甸（吐蕃属地）后遣卒戍边所留遗民；　　第四，被木氏强
迫来三坝开金银等矿并留下来之民夫；　　第五，古代经由丽江迁来之氐羌叶部；　　第六，一部分
从外地（如丽江）来此定居的生意人、手艺人。
　　其中，以第一、第二两部分人居多，尤以原住民占绝大多数。
　　纳西族为白地世居之古老民族，至今仍为三坝纳西族民族乡的主体民族。
　　三、历史地位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核心，它以迄今为止仍有旺盛生命力的象形文字
和仍然活跃在民间的宗教活动、宗教经典、宗教艺术等在世界文化宝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近百年来，埋藏在纳西族民间的东巴文化陆续被中外学者发现、发掘、整理、翻译、发表、出版、研
究，并已成为当今世界文化研究的热门课题。
　　西方学者早在19世纪中叶便开始注意到在中国的西南边陲沿金沙江（过去有人称为“扬子江”）
流域居住着一个十分弱小的民族——纳西族。
他们早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就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象形文字，并把这种象形文字保存下来。
近半个世纪以来，不断有英国、俄罗斯、瑞典、荷兰、挪威、意大利、法国、丹麦、加拿大、日本等
国学者前来进行田野考察、翻译经书和研究等工作，发表了许多文章，出版了许多专著，取得了令人
瞩目的学术成就，产生了一批著名学者，如洛克（美）、顾彼得（俄）、雅纳特（前西德）、列金托
夫（俄）、杰克逊（英）、卡瓦尔内（挪威）、孟彻理（美）、伊藤清司（日）、诹方哲郎（日）等
。
随着研究的深入，东巴文化的故乡亦成为旅游热点，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外游客前来观光、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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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杨正文纳西学论集》介绍了有关纳西族的生存环境、存在历史、生活方式、精神信仰、组织制
度、艺术创造、技术成就、纳西族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学者与成果、历史与活动、机构与组织等内容
。
收录了除文学创作以外的纳西学论文、评论、调查报告、译文；其目的是为了对纳西文化研究进行梳
理，结构纳西学的框架，提炼纳西学的方法，唤醒纳西学学科建设的自觉，确立纳西学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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