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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学者、朋友们：大家好！
由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和西盟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首届中国佤族文化学术研讨会”今
天开幕了，我谨代表“首届中国佤族文化学术研讨会”组委会，向莅临本届研讨会的各位嘉宾表示热
烈的欢迎。
本届学术研讨会的举办，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支持，参会的学者分别来自北京、上海、广东、
广西、福建、山东、新疆、四川、云南等省、市、自治区，我们还特别邀请了我校的教育合作交流伙
伴——泰国清莱皇家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院长松巴教授，云南大学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日本丽泽大学的欠端实教授等知名学者，国家及省内多家新闻媒体的知名记者也应邀参会。
本届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是神话与宗教民俗。
与会的学者，大多是活跃于当今中国民族学界、民俗学界、神话学界、民间文学界的知名教授、学者
。
研讨会期间，大家将就共同关心的学术问题进行广泛的交流与探讨，以提升佤族文化研究的水平。
你们的莅临，将保证此次学术研讨会“高质、多元、突破、创新”目标的实现，你们的学术研究成果
，必将对佤族文化的挖掘、传承、保护、弘扬和佤族地区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文化提升产生积极
的推动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分布较广，发展层次和水平参差不齐。
要创建多民族的和谐社会，对形态各异、特色鲜明的少数民族文化研究尤显急迫和突出。
佤族是中国众多少数民族中的一员，佤族文化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朵奇葩。
佤族又是一个跨境民族，除中国外，还分布在缅甸、泰国、老挝等国家，全球佤族约100万人，中国境
内有35万。
佤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厚重的民族，是一个始终注重保持自己独特的民族传统文化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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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进入21世纪以来，各个学科都在对20世纪的学术状况进行回顾和反思，不断探寻新的学术思路和研究
方法。
在佤族文化研究中，我们要学习、借鉴老一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把理论创新作为追求的首
要目标。
我们相信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会给我们带来新的学术信息、新的学术理念、新的研究方法，必将把
佤族文化研究带入新的境界，开创新的研究局面。
    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作为一所边疆民族地区的地方高校，通过举办这样高规格的学术研讨会，搭
建学术交流平台，在吸引学术界对佤族文化研究进一步关注的同时，也将有利于我校的学术研究寻找
新的视点和方向，发挥区位优势，以民族文化研究为龙头，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加强教师队伍建
设，提升学术水平，形成办学特色。
对西盟佤族自治县乃至整个佤族地区来说，要继续谱写挖掘、保护、研究、弘扬佤族优秀民族文化的
新篇章，在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寻找适合本民族经济文化跨越式发展新途径的历程中，更加坚
定民族文化兴县、民族文化强县的认识和信心。
    此次佤族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思茅师专和西盟佤族自治县两地举行，具有特殊意义。
茶城学府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位于有“中国茶城”之称的普洱市。
普洱是滇西南的文化中心，生活着佤、傣、彝、哈尼、拉祜等14个世居少数民族，蕴藏着丰富的民族
文化宝藏。
西盟佤族自治县是佤族文化的中心区，保存着原始、生态、古朴、厚重的佤族文化样貌，可以让研究
者得到真实的体验和感受。
我们将为与会学者提供学术考察的对象和场所。
即将开始的佤族文化实地考察，会让与会学者亲身感受到佤族浓郁的民族风情和神秘的原始文化魅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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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思文库》总序佤族文化：民族文化中的一朵奇葩——“首届中国佤族文化
学术研讨会”开幕词(代序)佤族与东南亚“U”形古文化带——以神话系统的比较为中心古典神话与
活形态神话之比较——从古典神话论佤族现代活形态神话佤族神话形态的典型意义“遗产旅游”与“
家园遗产”：一种后现代的讨论浅论《司岗里》神话在佤族文学中的重要位置世界各民族的几则人从
洞出神话——兼论《司岗里》的独特价值《司岗里》神话传说在佤族文化中的地位佤族史诗《司岗里
》历史价值试探佤族《司岗里》神话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司岗里》的叙事结构分析从“司岗里”神话
看佤族的生态意识《司岗里》的传承初探“司岗里”含义新探从神话传说看佤族的火神崇拜佤族的历
史及宗教——以汉文史籍为中心佤族鬼魂信仰与鬼话形态佤族猎头习俗及猎头神话研究——与台湾原
住民、东南亚伊班人相比较解读佤族“猎头祭鬼”习俗对佤族猎头习俗的历史认知与释读——兼论佤
族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问题对佤族猎头习俗演变及革除的调查与反思魔巴与佤族传统祭仪西盟佤族“
魔巴”现状探析试论佤族祖先崇拜的特点佤族农耕祭仪及其功能佤族传统宗教及其疾病观佤族宗教造
型艺术中的生态符号研究佤族的巫舞浅谈佤族禁忌习俗对生育健康的影响少数民族习惯法与艾滋病的
防治——以佤族、拉祜族为例佤族传统生态观的当代解读弃老型故事及佤族异文研究论佤族文化与周
边各民族文化取材于山祈福于山——从民俗生活看佤族的自然观试析佤族的铜鼓与木鼓及其在民族文
化中的作用佤族木鼓象征与功能的文化解读木鼓的象征与功能木鼓的功能研究浅论佤族木鼓的社会功
能和艺术价值关于打造佤族文化品牌的断想浅谈西盟佤族宗教信仰现象及其价值取向和社会意义浅谈
西盟佤族神话与宗教习俗在旅游产业发展中的运用解析佤族人名中“岩”与“娜”的起源附录　佤族
文化：一个民族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灵魂穿透——“首届中国佤族文化学术研讨会”闭幕词　研究佤
族文化的一次学术盛会——“首届中国佤族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佤山印象后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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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佤族活形态神话中，我们同样看到了类似的创世说和人类的诞生过程。
佤族神话中“木依吉”创造了天和太阳、月亮、星星，“伦”创造了大地、山川，巨人达能创造了人
，人从石洞里出来，这与古希腊神话中用地母的骨头（石头）创造人的故事十分相似。
其次，动物在神话中的作用在两类神话中是相同的，并且对神话中动物的挑选也基本相同。
在神话中，动物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不同时间段的神话，对某些动物的情有独钟是一致的。
在神话时代，“人可以变成动物，动物也可以变成人，他们互相学习，一起建立了地球上一系列的生
活模式。
”我们这里举两种动物来加以说明。
牛，几乎普遍存在于每一个民族的神话里，牛凶猛而又慈祥，公牛是力量的化身，母牛是母亲女神，
牛综合了神话的两个基本主题：繁殖力和破坏性，因此，牛在神话里备受青睐。
在古典神话中，牛是必不可少的角色。
如中国古代神话中神农就长着牛头。
佤族神话中，牛更是明星，她是人类的母亲和救星，是今天佤族崇拜的图腾，传说人就是由人类始祖
达惹嘎和母牛交配而产生的。
因此，牛被佤族视为圣物。
另一个动物明星是蛇，“在许多不同民族的神话中，蛇是一个很有共性的主题。
蛇的必不可少源自其神奇的超生存能力，因为蛇通常不仅仅拥有绞噬或毒杀其他生命的能力，而且还
有蜕皮（死去）重生的奇异本领。
”印度神话中，蛇帮助众神创造了世界；在中国，龙其实就是蛇的化身，女娲就是人身蛇尾的女神，
佤族神话中，蛇是凶恶的动物，但是人和动物的能量是从蛇口中吐出的。
“大蛇张开嘴卟卟卟地吐出一摊东西，老佛祖就把所有的动物叫来，把大蛇吐出来的东西分给他们，
人分得了指甲、牛分得了蹄子和角，虎豹分得了爪子，螃蟹分得了夹子⋯⋯”这是人类把对蛇的看法
通过神话体现出来。
第三，滔天洪水和宇宙山是神话的永恒主题。
古典神话中，洪水的灾难是必不可少的，这与早期人类居住在江河湖畔有关，可是生活在高山的山地
民族佤族，依然将洪水作为神话的主题之一。
希伯来的方舟传说是最具代表性的。
洪水之灾必然要有船和山以躲避洪水，古典神话中希腊的奥林匹斯山，印度的墨麓山，中国的昆仑山
，就是宇宙山。
佤族神话里依然有洪水故事，洪水将一切淹没，只有人类始祖达惹嘎和一条小母牛乘坐猪食槽而得以
生存下来。
另一传说洪水之中，只有公明山（佤族神话中的宇宙山，今缅甸境内）还露出一点山头，正是这山头
拯救了人类。
其实，我们从佤族神话中，看到活形态神话与古典神话有着许多相似的内容，这也是神话发展的规律
性所致，说明人类社会进程不论先后次序如何，人们对自然和自我的认识应是共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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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为了进一步挖掘、整理、研究和弘扬佤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推动国内外学术对佤族文化的进一步关注
，让佤族文化走出佤山，走向全国及至世界，在云南大学李子贤教授的倡议和策划下，由思茅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和西盟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首届中国佤族文化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8月8
日至14日在思茅和西盟分段举行。
本届研讨会有八十余名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提交论文六十余篇。
此次研讨会不仅在许多方面体现出当前佤族文化研究的新进展、新突破，还为佤族文化的进一步研究
提供了许多新思路、新课题、新方法，为佤族文化研究的拓展、提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文化·宗教·民俗——首届中国佤族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就是这次研讨会成果的集中体现。
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长杜巍教授十分关心论文集的出版工作，对论文集的编辑、出版做了总体策
划并给予具体指导。
社会科学系丁春荣副教授、李娅玲副教授、杨洪副教授、罗承松讲师对论文的审定、修改做了大量工
作。
白应华教授对论文集做了统稿。
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们对有的文章文字进行了适当的删节，还望作者见谅。
编者的经验不足、水平有限，论文集中难免存在疏漏和缺憾，恳请学界同仁、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最后，在论文集即将付梓出版之际，谨向所有关心、支持我们工作的领导、专家学者、云南大学出版
社表示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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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化宗教民俗(首届中国佤族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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