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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古人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博学之”，“慎思之”，说的是在治学穷理中，“学”
与“思”相辅相成，二者不可偏废的道理。
“学”一般指了解事实、获得相关的知识，“思”则是从事实和知识中获得全面深刻的道理。
“学”是“学其事”，“思”是探究其“所以然”。
“学”是“思”的前提和基础。
“思”是“学”的必然要求和深化。
学有所思，思有所学，才会有收获、有所得、有所用。
大凡有创新、有价值、有影响的学术成果，无一不是研究者经过由“学其事”到“穷其理”的过程，
是“学”与“思”的成果。
我校的学术丛书名之日“学思文库”，就蕴涵此义。
也许，我们很难完全做到这一点，但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和矢志不渝追求的目标。
我们希望通过“学思文库”的出版．倡导严谨求实的良好学风。
近年来，学校确立“质量立校、科研强校”的发展思路，通过加大科研经费投入和资助力度，确定科
研重点和主攻方向，整合资源，打造学术团队等一系列措施，为教师从事学术研究搭建了良好的平台
。
“学思文库”为我校教师展示学术才华、推出学术成果提供了园地。
我们有理由相信，“学思文库”丛书的编辑出版，对推动学校科研工作的发展，提升教师队伍的实力
，扩大学校的影响和知名度，将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学思文库”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倡导学术文化的原创性和多样性；我们想要展现
给读者的，是那些能彰显学术研究的个性和理性的见解和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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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佤族文化研究丛书（共3册）》包括《魂归人间》、《木鼓回归》和《佤族审美文化》3册，主
要内容包括关于丧葬的一般概述，普洱地区少数民族丧葬文化，普洱地区少数民族丧葬文化的社会功
能，普洱地区主工世居少数民族丧葬文化的个性特质研究等五章。
佤族文化特质综论，万物有灵，魔巴制度，华夏倾向，文化引力，司岗里文化研究八章。
佤族服饰与审美，佤族音乐与审美，佤族舞蹈与审美，佤族木雕与审美，佤族绘画与审美等八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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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书名:《木鼓回归》《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思文库》总序序言第一章　佤族文化特质综论一、司岗
里神话和木鼓文化——歌谣里传承的文化特质（一）司岗里——歌声中唱出的神话民族（二）木鼓—
—用鼓点诠释出民族的世界观（三）歌谣在佤族文化中的特殊意义二、佤族剽牛——原始宗教祭祀仪
式的典型方式三、红与黑——佤族的审美情趣（一）“雕题黑齿”——红与黑的审美情趣（二）圆环
饰物——一个民族对美的诠释四、魔巴制度——佤族传统文化体系的核心支柱（一）魔巴制度是佤族
的基本社会制度（二）魔巴是佤族特有的一种宗教文化现象（三）魔巴文化具有极强的文化适应性（
四）魔巴制度是佤族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关键第二章　万物有灵一、虎豹祭（一）万物有灵的原始信
仰（二）顺势巫术的运用（三）人神交流二、旱作巫术三、祭祀与崇拜（一）牛崇拜（二）木鼓崇拜
（三）小结第三章　魔巴制度一、魔巴制度——文化的支柱（一）魔巴的社会属性（二）魔巴的社会
职能（三）魔巴的文化功能二、走下神坛的魔巴（一）西盟佤族魔巴的经济状况（二）西盟佤族魔巴
的政治状况（三）西盟佤族魔巴的社会状况（四）西盟佤族魔巴的受教育状况（五）西盟佤族魔巴对
传统文化掌握的状况（六）现代宗教和新思想对西盟佤族魔巴的影响第四章　木鼓回归一、神圣的木
鼓（一）木鼓是守护女神梅伊格洛（二）木鼓是人神沟通的使者二、世俗的木鼓三、木鼓与传统文化
的传承第五章　长发飘舞一、生命之歌（一）佤族民歌（二）佤族器乐二、佤族舞蹈（一）木鼓舞（
二）甩发舞（三）剽牛舞（四）加林舞（五）舂米舞（六）甩肩舞第六章　华夏倾向第七章　文化引
力第八章　司岗里文化研究主要参考文献后记书名：《佤族审美文化》《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思
文库》总序序引言一、佤族服饰与审美（一）佤族服装与饰物（二）佤族服饰的地域特点（三）佤族
服饰的文化内涵（四）其他饰品（五）佤族与黑色（六）修饰与装饰（七）银饰的造型、纹样、图案
推敲（八）佤族服饰的美学特征（九）结语二、佤族音乐与审美（一）佤族民歌（二）佤族器乐（三
）佤乐王岩丙（四）佤族音乐的美学特征三、佤族舞蹈与审美（一）木鼓舞（二）甩发舞（三）剽牛
舞书名：《魂归人间》《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思文库》总序序第一章 关于丧葬的一般概述一、丧
葬的产生源于灵魂不灭的认识观念，其实质乃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局限所决定的二、丧葬在发展演变
过程中深深打上了阶级统治的烙印三、丧葬习俗和丧葬文化折射和反映了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
产生活方式的状况四、丧葬文化的民族性与多样性五、丧葬的功利性与丧葬文化中折射出的鲜明的趋
利色彩六、丧葬习俗的稳定性、传承性与变异性第二章 普洱地区少数民族丧葬文化一、奇异独特和丰
富多彩的丧葬习俗二、丧葬习俗与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关联性三、普
洱地区少数民族丧葬习俗的相互渗透与影响（四、普洱地区少数民族丧葬文化中的宗教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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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佤族文化特质综论文化特质是一种文化的核心内容和提倡的传统，是一种文化有别于其他文
化的自我特性和固有特征。
佤族文化是中国多元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自己鲜明的文化特质。
著名学者李子贤教授在美国学者克娄伯和我国著名学者凌纯声先生研究的基础上，指出了佤族文化特
质有26种之多。
由此可见。
佤族文化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要揭示佤族文化及其历史，研究它的文化特质是关键。
本章对佤族文化中的司岗里、木鼓、魔巴、剽牛、黑齿、穿耳等文化特质在佤族文化和历史中的地位
、作用、意义以及对佤族当今社会的影响进行研究探讨。
一、司岗里神话和木鼓文化：歌谣里传承的文化特质没有文字的佤族，其文化的传承主要靠语言来讲
述，因而口头艺术在佤族文化中特别重要并大受欢迎。
口头艺术中，旋律优美、朗朗上口的歌谣在其中是主角。
许多我们认为已经消失和正在濒临消失的东西，正是靠歌谣得以还原。
美国人类学家弗雷德丽·德拉居娜说：“歌谣和故事是为了归还”，“就好像它们是在被已经死了很
久的老人讲述和表演一样”。
正是歌声，提供了我们关于无文字民族：佤族的文化信息，它为我们提供了一把打开这种神秘文化之
门的钥匙。
佤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一曲《阿佤人民唱新歌》使这个民族蜚声海内外；个性鲜明、刚劲有力
的《甩发舞》，强力彰显了佤族歌舞民族的风采。
“音乐用旋律和节奏赋予基本的人类观念以具体形式，使它们变得容易记忆并具有吸引力”，因此，
音乐成为无文字民族传承民族文化的最佳形式，“歌曲和其他口头艺术形式一样，经常表达一个群体
的价值、信仰和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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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佤族文化研究丛书(共3册)》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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