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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永善县彝族毕摩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何涛
1
 

【摘 要】 毕摩文化是彝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本文分析了云南省昭通市永善县彝族“毕摩文化”的传承现状，

介绍了其保护举措，展望了其发展未来。目的在于全方位展示永善县彝族毕摩文化中整体发展状况，为我国民俗文

化研究提供资料，为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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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摩文化是一种原始宗教信仰方式，根据凉山彝族创世史诗《勒俄特衣》，在远古时候，天上生龙儿，地上住龙子，龙子传

九代，代代都是女。传到第十代姑娘名叫“蒲莫列衣”时，某天飞来一只神鹰，滴落鲜血在她身上；蒲莫列衣以为是恶兆，立

即派人去请毕摩。“毕摩来到主人家，念过生育经，蒲莫列衣当日即生龙子支格阿龙。”[1]由此可见，彝族先民的龙鹰图腾崇拜和

“毕摩文化”早在母系氏族时代就已经产生。 

最原始的毕摩文化仅仅是彝族人的一种原始的祷告仪式,后来因受到神学思想的影响以及彝族人统治者的需要演变为彝族

自身的宗教文化。[2]时至今日，毕摩文化已经渗透到彝族的思想文化、宗教信仰、知识文化、传统习俗等方方面面，成为彝族文

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一、永善县毕摩文化的传承状况 

永善县位于云贵高原北部，四川盆地边缘，乌蒙山脉西北面,金沙江下游,地处云、川两省六县结合部，与彝族聚居的凉山

金阳、美姑、雷波等县隔江相望。永善是一个多民族的县，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多姿多彩、特色鲜明的传统文化，它是

灿烂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这里曾是彝族聚居的地方，据四川凉山彝族传说，昭通是其祖先的居住地，彝语称“滋

滋扑窝”。[2]昭通永善在新石器时期就有人类遗迹（永善县人民政府 2012年 7月公布的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团结大毛新石器

文化遗址），是彝族（诺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也是彝族毕摩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基地。 

永善县现有彝族 1.9万人,分布于全县 15乡镇，其中马楠、伍寨为彝族乡，彝族属于永善县区域主体民族之一。 

（一）毕摩文化的“作毕仪式” 

1.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和毕摩的世传，永善境内在溪洛渡镇以北地区的彝族聚居区如佛滩、团结、桧溪等地，于清末就很

少有毕摩活动了。而永善南部地区的彝族在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比较多,大多居住于溪洛渡镇、务基、伍寨、码口等地，计有溪洛

渡镇四角的李家（阿子）、新拉卢家、务基锦屏卢家（阿鲁）、马楠桃山陈家（阿西）、五寨吴家（阿子）、码口吴家（阿子）等

                                                        
1作者简介：何涛，云南省昭通市永善县文化馆馆员，云南永善 657300。 

 



 

 2 

家支，因而举行的毕摩仪式也就较多。 

2.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永善县境内的毕摩活动仍未彻底消失，但已已经大量减少。这些少量的毕摩活动主要集中在彝族

聚居地区，如务基、马楠、码口、伍寨、茂林等。 

3. 随着毕摩文化的逐渐消失，永善县境内彝族的丧葬、祭祀活动便普遍依从汉族的道教仪式。但非常难得的是，在务基

的捏池、白胜等地，由于当地彝族民众与四川凉山雷波县彝族联姻。这两个地方的彝族民众可以到雷波县境内请毕摩来举行丧

葬仪式，因此保留了比较完整的彝族丧葬习俗。 

（二）毕摩文化的经书传承 

1. 在新中国成立后，毕摩文化被视为和非法活动而禁止，因此大量毕摩经书被查抄焚毁，永善县境内的自藏经书所剩无

几。例如：码口阿子家有很多毕摩亦有很多经书。但这些经书有的因为家支无人而流于他支，有的是因为自然灾害造成损毁，

更多的是人为销毁。人为销毁的主要集中于解放时期。据码口阿子毕摩总掌堂师回忆，临近解放时期尚有五套比较完整的毕摩

经书，它们的最终结局是：①第一套由吴府周家承传，吴府周属幺房一支，负责管理家族档案和经书，所以他保管的经书最为

完整，能够装满两桶木制扁桶。这些经书内容包括：武术、医学、医药、十月历及演算、风水、测日、家谱、族谱、毕摩谱、

丧葬经、祭祀经、各类记事、传说、母系氏族时的母女连名谱、做三年大法事的经书等。但在解放时，这套经书被工作组和农

协会强迫烧毁。②第二套由吴银周承家传承，土地改革时被农协会烧毁。③第三套是吴正德家承传的，解放时被其家藏了或者

烧毁了不清楚，至今下落不明。④第四套由吴位军家传承，传到吴位军时恰逢他家里房子垮塌，他把经书和菩萨一起背去岩湾

岩洞存放，后来下落不明。⑤第五套由吴正顺家传承，吴正顺参加抗日战争并经台儿庄战役血战，造成神经失常而将其经书焚

毁。 

2. 自 1950年代至今，由于专家借阅未归还和保存不善，毕摩经书流失严重。例如：伍寨阿子家也曾经有很多毕摩经书，

后来也不断散失。 

①1958年，云南省一位研究毕摩文化的专家到伍寨考察，并收购了两马驮毕摩经书带走。②90年代后期，昭通地区民委一

名王姓干部前去伍寨考察民族文化，亦带走不少。再如：①马楠阿西毕摩去世后，其经书大部分被四川雷波亲戚借走，只留有

极少部分保存。②务基锦屏阿鲁家由于毕摩失传，其经书也流失。 

3.永善县至今仍保留部分毕摩经书。①至 2014年，伍寨大树脚吴光秀（阿子世传毕摩）家尚保存有经书百余册。②伍寨村

吴朝品（阿子世传毕摩）亦承传有部分经书。③90 年代经民族宗教局送往四川省凉山州美姑县进行过毕摩培训过的阿体保留有

极少部分世传经书，其所用经书皆为自己手抄。④马楠新起毕摩吴华平保留有部分经书。⑤溪洛渡新拉卢氏经书因解放后毕摩

活动被禁止，其经书被末代毕摩封存，被封存后的经书没有人敢随便启封，至今仍被封存，故不知具体册数和内容。⑥溪洛渡

新春苏尼侯德宣去世后，尚有经书四册由其子保存。 

二、永善县毕摩文化的保护举措 

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政府非常重视彝族毕摩文化的保护，积极扶持毕摩文化传承，主动开展对毕摩文化

的有效保护。采取了两项重要举措： 

（一）资质保证：“毕摩培训” 

“毕摩”是毕摩文化的缔造者，更是毕摩仪式的组织者、主持者和执行者，其身份固定及资质认定能为毕摩文化的传承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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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有效的智力支持和人员最重要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毕摩被视为“牛鬼蛇神”受到严重打击，彝族传统的“作毕”活动被视为迷信活动而禁止。即使少

数人（如伍寨的吴朝品、吴光秀等）成为“毕摩文化”传人，但由于缺少活动条件，无法保留传统技艺，也很难继续往下一代

传袭，只能保存毕摩经书和普通毕摩技能。 

在改革开放以后，毕摩培训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①1993 年由永善县民族事务委员会选送务基卢阿体等到四川省凉山州美

姑县进行毕摩培训。②2009 年昭通市毕摩培训在永善县举办；昭通市共有 20 名毕摩进行了为期 20 天的培训；永善县卢阿体、

吴华平、吴光跃等参加了培训。③至 2014 年,永善县境内的毕摩有务基锦屏的卢阿体、马楠兴隆的吴华平、伍寨大树脚的吴光

跃、吴光秀等。④卢阿体、吴华平、吴光跃 2009年 10月获昭通市民宗局颁发的“毕摩资格证书”。 

（二）毕摩经书的有效保存 

毕摩经书是毕摩文化的主要载体，是由历代毕摩们口耳相传手抄而成，也是毕摩仪式活动的必需工具。[3]毕摩经书不仅承

载着毕摩文化的宗教信仰，还记载着彝族社会的文明历史进程。政府越来越重视彝族民族文化的挖掘和整理，2008 年至今，永

善县民族宗教局通过多方搜集、整理毕摩经书 250册，现收藏于“中国彝族文化研究中心彝族文化研究室”（永善）。 

三、永善县毕摩文化的发展未来 

文化的发展必须是鲜活的，有现场感，能植根于日常生活的，我们要通过过多种途径来传承和发展毕摩文化，具体包括以

下方面： 

（一）利用现代技术手段保存“无形”的毕摩文化技艺 

在彝族社会的毕摩文化传统中，除了毕摩经书之外，其它毕摩活动技艺主要依靠口耳相传；历经多年之后，毕摩文化技艺

可能会发生扭曲甚至消失。有关部门应积极争取彝族社会的毕摩们的配合，及时将毕摩文化的知识技能记录成纸质材料或电子

材料，利用现代资料方式来保存“无形”的毕摩文化技艺。 

（二） 通过彝语学习来实现毕摩文化的认同 

彝语是传统毕摩文化的载体，而毕摩文化的祖先崇拜观念则强化着彝族社会的认同。若没有彝族母语的承载功能，毕摩文

化也将难以长久流传。应该通过让彝族青少年通过彝语语学习来实现毕摩文化的有效传承。 

（三） 对彝族人民开展毕摩文化的普及教育毕摩文化是彝族社会民族传统的核心内容， 

为了让彝族文化传统能够在现代中国社会得以传承和发展，就必须对彝族人民进行本民族传统宗教文化知识的普及教育，

如通过出版相关图书、拍摄相关影片、开展相关文化活动等方式来增强彝族民众对毕摩文化的深入理解，从而使得毕摩文化传

承和发展具有深厚的民族基础。 

结语 

通过探讨云南省永善县彝族毕摩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我们对少数民族本土宗教文化具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从民俗学角度扩

展来看，本文试图传递三个层面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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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妥善解决好少数民族本土宗教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问题，能够为民俗学研究提供更加丰富的参考资料。 

（二） 积极推动少数民族本土宗教文化发展，才能凸显人类社会的多样性特征，从而为我们探求人类社会发展方向提供

更加多元的选择。 

（三） 解决少数民族本土宗教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问题，不能仅仅停留在保存资料和整理材料层面；而应当在现代场景中

考虑少数民族本土宗教文化的发展问题。或许，特色旅游产业发展是一种可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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