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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云南少数民族古籍文献调查与研究》是反映云南民族大学学科建设成果的重要平台和汇集科学
研究成果的精品库，体现了科学研究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宗旨。
随着《云南少数民族古籍文献调查与研究》的陆续出版，云南民族大学致力于为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
会发展服务及促进民族团结与进步、社会和谐与稳定的优良传统将进一步得到发扬，学校作为社会思
想库与政府智库的作用将得到进一步的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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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国文，汉族，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毕业于云南大学。
1976-1991年供职于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宗教所、哲学所、社会学所，分别任哲学所、社会学所
副所长。
1991-2009年供职于云南民族大学，曾任科研处处长、图书馆馆长、党总支书记。
长期从事民族社会、文化田野调查和理论研究。
出版《东巴文化辞典》、《东巴文化与纳西哲学》等6部专著，《先民的智慧--彝族古代哲学》、《彝
族俐侎人民俗》、《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等24部合著，在中国内地、港台地区及美国有关杂志发表
论文84篇。
1996-2001年分别赴中国台湾及日本、美国作学术交流。
获“云南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业技术人才”、“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哲学社会科学专家”、“云南民
族大学伍达观教育基金优秀教师杰出奖”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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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五，其他领域。
我们说少数民族古籍文献是记录文化的“总宝库”，是展示各民族古代文化的“宫殿”，是“百科全
书”，其中所蕴含并能提供我们探究的内容显然不只限于语言学、文字学、历史学、民族学、宗教学
和哲学。
学术探索已经并且正在揭明，其中所包含的内容还有社会学的，比如人们借助古籍考察古代民族的社
会结构、社会组织等。
民俗学的，比如考察古籍记录经济民俗中的消费民俗，包括服饰民俗，饮食民俗，居住民俗；社会民
俗中的家族、宗族民俗，生活礼仪民俗，婚姻民俗；信仰民俗中与原始宗教和其他宗教相衔接的大自
然信仰、动植物信仰、祖灵信仰、岁时节日信仰民俗等。
文学的，特别是民族民间文学，它取材古籍--包括口碑古籍和文字古籍，人们借助它而写成各民族文
学史。
艺术的，其中记录着古代音乐、舞蹈、绘画史⋯⋯科学技术的，比如借助古籍探究古代民族生产生活
工具的创造发明，利用古籍写出诸如《彝族天文学史》⋯⋯医学的，人们利用古籍，考察古代民族的
医药、医学，著成的《纳西族东巴医学史》、《彝族医药史》，发掘“蒙医学”、“藏医学”、“傣
医学”等等。
学术探索的不断发展告诉我们，少数民族古籍文献中的文化几乎涵盖着各民族古代文化的一切领域。
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文化乃至现代文化任何领域的探究，没有理由不关心民族传统古籍文献这个庞
大资源。
换句话说，各学科、领域的研究，缺少少数民族古籍文献资料基础，根本不可能发展。
　　人类的认识、知识、文化来源于对自然、对社会的实践。
探究事物，认识世界，积累经验，传承知识和文化，集中反映出人类的智慧。
人类之所以有别于动物，就在于他是主动地去适应自然，从而去把握、改造、利用、支配自然，在改
造和利用自然的过程中，改造了自己的感官，发现了自己，创造了人类自身，同时发现、发明、创造
了知识。
人类对于自己所获得知识的表达，更不同于动物，动物是对自然事物的简单感知和本能，而人对客观
世界的认识不只采取感觉的形式，而是采取思维的形式，对于所获得认识的表达，并不满足于感官对
概念的简单陈述，更不满足于用一种方式来表达，而是想方设法去创造、发现这样或那样的方法，把
所获得的一切观念、认识、知识、文化都再现出来。
世界上各古老民族都去寻找过自己的表达方法。
人类语言的发生和文字的发明创造，用语言和文字把在实践中所获得的认识记录和表达出来，是最根
本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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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云南民族大学学术文库》是反映云南民族大学学科建设成果的重要平台和汇集科学研究成果的精品
库，体现了科学研究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宗旨。
随着本套文库的陆续出版，云南民族大学致力于为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及促进民族团结与
进步、社会和谐与稳定的优良传统将进一步得到发扬，学校作为社会思想库与政府智库的作用将得到
进一步的增强。
    李国文编写的《云南少数民族古籍文献调查与研究》是该系列中的一本，全书分为丽江市宁蒗县(小
凉山地区)彝族文字古籍；文山州瑶族文字古籍等数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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