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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这里，美是阴柔的美，一切都是阴性的、女性的、母性的，山是母山，湖是母湖，神是女神，一家
之长是女主人，家族的未来属于女孩，男人们只好靠边站。这一切使习惯于“男尊女卑”封建思想的
外来客很难想像。这到底是怎样一个世界？现在，就让我们跟随笔者的脚步，去看看那里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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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　　只是今天看了央视某纪录片“天府之国蒙古人寻踪”产生疑问。
　　
　　这部片充满了“散落在川滇边界的蒙古人”对自身蒙古族身份的坚定认同和对北方草原的无限向
往，充满了“成吉思汗子孙”的无尚自豪和对“圣祖成吉思汗”的深深缅怀，临结束了也不忘煽情一
把，却只字不提摩梭人长久以来的“纳西族”身份。
　　
　　我只是好奇，明明是操纳西语东部方言的泸沽湖摩梭人和永宁摩梭人，怎么就变成了蒙古语先民
的后代？纳西语明明是藏缅语族的一支，而说藏缅语的民族是古羌人的后代，跟阿尔泰语系的蒙古语
有半毛钱的关系？语言换用也不会这么彻底吧——既然这些“后代”至今还在怀念草原怀念他们的先
祖，可永宁纳语里哪有半个蒙古语词汇？
　　
　　还是倾向于摩梭人是纳西族的一支——我以为应该是普遍承认了——“很久很久以前”一起沿着
藏彝走廊往南迁徙，一路同其他藏缅语的民族融合，最后分散到金沙江两岸，语言和生活习俗开始逐
渐差异。这也是这本书跟《纳西族史》的说法。
　　
　　说什么蒙古人，我是不信的；说当地摩梭人同元时起留在五所的蒙古族有融合，那还稍微有说服
力一点。
2、哎 有相对论 还什么未解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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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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