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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两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一位朋友在看到我的小文《纳西学发凡）后，决定将它投
稿于该所一本相关专业杂志发表。谁知该杂志的一位“权威”竞说什么“纳西学何有之？”听到这一
信息反馈，我心怅然，既忿然于这位权威之傲慢，同时也感慨纳西学学科建设之迟滞。　　感愤之余
，我并没有停止思考与行动。在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调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及分党组书记
后，我利用工作之余穿行于首都北京与全国各地，尤其是昆明、丽江、迪庆等地纳西学学者及纳西族
官员、实业家之间，决定组织一套纳西学丛书。在我的设计中，这套丛书包括30部国内外较有影响的
纳西学学者的学术专集。　　正如广大读者将从这套丛书中了解到的那样，纳西学的发展历程艰难备
至。它的起步一般可以锁定在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初。那时的纳西学以西方学者、传教士、
军事人员游历纳西族地区，并收藏东巴经典，翻译有关文献片断，发表有关介绍文章为主要特点；
从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柬，纳西学粗具规模，刘半农、董作宾、李霖灿、陶云逵、罗常培等内地学
者开始关注纳西族历史、语言、文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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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习煜华纳西学论集》内容为：纳西学，就是以纳西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在实践上，它贯穿古今；
在空间上，它横跨东西。既包括对纳西族的本体性研究，也包含这种研究本身。它起步于19世纪60年
代至20世纪50年代初，源于西方学者、传教士、军事人员对纳西族地区的游历⋯⋯
本论集论文有：《纳西族殉情现象背景分析》、《纳西族妇女与民问占卜》、《丽江纳西人的宗教信
仰》、《藏传佛教在丽江的流传》、《眼睛在纳西文化中的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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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习煜华，女，1949年生人，纳西族，研究员。1981年毕业于云南民族学院（今云南民族大学）汉语言
文学专业。并在东巴文化研究院工作至今。1984年一1986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专业进修。她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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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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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三”组成的地理位置看，三个民族相依居住在中国西南部的横断山脉之中，山脉呈南北走向
，北高南低。著名的金沙江流域和澜沧江流域发源于藏族居住的青藏高原，流经纳西族主要居住区丽
江和白族主要居住区鹤庆、剑川、大理等地，分别向东和南流去。藏族在海拔最高的北面，纳西族在
居中的位置，白族在海拔较低的南面，三个民族居住区域呈高、中、低状态。　　由于所处地理位置
的差异，采用的生产方式也不相同，居住在海拔较高处的藏族主要采用畜牧业的生产方式，豢养犏牛
、牦牛和马，也种植高寒作物，如青稞、燕麦等；处于中间地段的纳西族采用农耕和畜牧相结合的生
产方式，主要从事农耕，也养黄牛和马；居住在海拔较低处的白族则主要采用农耕的生产方式，种植
水稻，也养水牛、马和猪。　　三种生产方式之间的共性由传说中的“马吃蔓菁”加以表现。而马是
交通不便的山区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居住在崇山峻岭中或坝区的人，生活离不开马匹，马是农耕和畜
牧都适于豢养的牲畜。蔓菁是不同海拔地区都可以种植的块根植物，既可当饲料喂牲畜，又可供人们
食用，还能储藏到冬天作为干粮。马和蔓菁都适合于在不同海拔的地方饲养和种植。　　从历史沿革
和政治军事方面看，纳西族居住地在汉朝时称为定笮县，属越郡。唐朝时，吐蕃曾控制纳西族地区，
在丽江境内塔城设立神川都尉府，以此牵制南诏。纳西族曾建立越析政权，后来被南诏所吞并，此后
，白族政权推翻了南诏建立了大理国，纳西族仍属于大理国统治。三个民族的政权在唐朝或以后的一
段时间发生军事接触的时候，纳西族作为人口较少的民族，虽投有力量与其他民族相抗衡，却采取灵
活的外交或军事策略，自立于数个民族之中求得发展，历经千年的风雨而生存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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