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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族学与民族史学术上的“藏彝走廊”，是费孝通先生于1980年前后提出的一个历史一民族区域概念
，主要指今四川、云南、西藏三省（区）毗邻地区由一系列北南走向的山系与河流所构成的高山峡谷
区域，亦即地理学上的横断山脉地区。
在横断山脉地区主要有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六条由北而南的大河纵贯其间
，故习惯上又称这片区域为“六江流域”。
但它并非六江流域的全部，而主要指几条江的上游。
具体而言，这一区域，包括藏东高山峡谷区、川西北高原区、滇西北横断山高山峡谷区以及部分滇西
高原区。
就行政区域而言，藏彝走廊主要包括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
和攀枝花市，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和丽江市，西藏的昌都地区等地。
在这片区域中，现今居住着藏缅语族中的藏、彝、羌、傈僳、白、纳西、普米、独龙、怒、哈尼、景
颇、拉祜等民族，而以藏缅语族的藏语支和彝语支的民族居多，故从民族学而言称之为“藏彝走廊”
。
但在此一区域的南部，同时还居住着壮侗语族中的傣族和壮族、苗瑶语族中的苗族，乃至汉族、回族
以及孟高棉语族中的一些族体。
同时，这条走廊自古以来就是藏缅语族诸民族先民南下和壮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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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选题试图通过“藏彝走廊”这样一个历史形成的民族区域内的信仰和民俗乐舞选点考察与研究，探
索其相关乐舞在不同文化层面中的生存状态，阐述其与所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之问的相互关系。
　　研究方法采用民族音乐学的田野考察，将所获第一手材料作为基础，综合相关社会科学诸学科理
论与方法，结合区域性研究视野，充分认识地理因素与乐舞文化的互动关系。
　　通过本选题的研究笔者认识到，信仰、民俗、仪式、乐舞不可分离的现象当为“藏彝走廊”乐舞
文化的一个基本特色。
信仰和民俗表现为仪式行为，仪式必然的伴随着乐舞，而乐舞得以作为仪式的一部分并以此来表达信
仰或民俗文化。
这样，乐舞已不是单纯的“音乐舞蹈艺术”，而是扮演了重要社会功能角色的一种艺术文化现象，乐
舞形态与乐舞概念、乐舞行为，共同构成了仪式性民族乐舞文化综合整体。
这种以“乐舞形态”为内核的仪式性民族乐舞文化综合整体，贯穿于整个“藏彝走廊”文化，故而即
可将这些选点考察与研究的民族乐舞对象，视为其中的代表或典型，其相关调查材料的梳理和论证，
亦可为当下相关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出具体的实证性材料和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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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北向南大体划出一条走廊。
把这条走廊中一向存在的语言和历史上的疑难问题，一旦串联起来，有点像下围棋，一子相连，全盘
皆活。
这条走廊正处于彝藏之间，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贵园
地。
”（I）这种“宏观的、全面的、整体的观念”不仅对于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具有指导意义
，就是对于以民族学（人类学）等为母体学科的民族音乐学，以及本书对相关民族“乐舞”的具体研
究而言，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2.“藏彝走廊”中的语言问题关于语支的划分目前学术界尚有很多争论，本文在此取《中国大百科全
书·民族卷》所下定义。
其中，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分布在中国西南、西北、中南等地区。
在国外，“主要分布在缅甸、不丹、锡金（今属印度）、尼泊尔、印度、泰国等国境内。
”目前，藏缅语族语言初步分为藏语支、彝语支、羌语支、景颇语支、缅语支。
其中藏语支包括四类：“一是中国境内的藏语、嘉戎语、门巴语；二是尼泊尔境内的塔克巴、藏拉、
木尔米诸语言；三是尼泊尔境内的布南、卡瑙里、固戎、巴兴、伐尤诸语言；四是北阿萨姆诸语言，
如阿博尔语、达夫拉语、阿嘎语等。
”彝语支在“境内主要包括彝、哈尼、纳西、拉祜、基诺和傈僳等语言。
在境外分布于缅甸、泰国、老挝、越南等国境内。
”学界对“藏彝走廊”的研究也论证了这一点，从古羌人南下迁徙的情况来看，“氐羌族群沿藏彝民
族走廊自北而南迁徙，大体经由三条主要区域通道。
第一条经由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的上游，进入滇西北即‘三江’并流地带，再沿怒江和澜沧江流域
逐渐南下到滇西各地，少部分发展到滇南地区。
这条通道区域还包括西藏东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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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民族音乐学家伍国栋教授。
三年前，对于严格的学科意义上的民族音乐学来说我完全是个“新兵”，三年的学习过程，是导师将
我一步步引进了这一学术殿堂。
导师在学术上的严谨作风与渊博学识，既让我受益匪浅，也让我敬佩不已。
2006年盛夏，在酷暑及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导师前往四川攀枝花迤沙拉村采访村民艺人，陪同左右的
我深为导师严谨的学术作风所折服。
我自幼学习钢琴直到本科毕业，先在乐团任职，后在大学任教，工作数年后，又进哲学系攻读硕士。
尽管其问对于“田野”中的音乐也有所涉及。
但真正进入民族音乐学这门学科则是在南京艺术学院攻读博士时才开始。
“先天不足”使得我不得不花费许多时间对于民族音乐学的诸理论做较为详细的梳理学习。
当然，本人也一直以为，“学院式”的学习，最重要的还是“理论与方法”。
这也是我在文中颇费笔墨来探讨我认为很重要的理论问题的原因。
作为“书桌”和“田野”所共同构建的学科，我从中领略了古人所云“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道理
。
对我而言，“田野”不仅意味着学科方法的重要环节，也意味着对人生、对世界的领会。
一方面，作为外乡的观察者，我们辗转于各类绚丽多彩的民间民俗音乐文化事象之间；另一方面，也
是通过乐舞文化而及的世界对于自身的自我认识。
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田野”或可被理解为一种人生体验、一种人生方式。
于是，在高山河谷间，在田埂村舍旁，在万里无疆的西部高原，踽踽而行的我领悟着学科的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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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藏彝走廊的乐舞文化研究》是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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