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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云南布依族传统宗教经典(摩经)译注与研究》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立项批
准号06BZJ017，结项证书号20101018。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鉴定等级为“良好”。
编著者经过长达四年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深入边远山区，收集拍摄了经书原文全部图片，并在当地
农村根据“布摩”先生的念诵与解释，对经文逐字逐句进行布依语国际音标注音、汉语直译、意译和
注释，总共破译了《摩经》达八部之多。

　　在《摩经》研究中，编著者坚持“汉藏语系一语三族”的历史语言学观点，即坚持汉藏语系包括
“汉语”和“侗泰、苗瑶、藏缅”三个语族。
汉藏语系族群在我国分布最广，人数最多。
其中侗泰语族(亦称侗台语族或壮侗语族)又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族群，布依族即汉藏语系侗
泰语族的主要民族之一。
编著者认为布依族来源于古代“东夷”、“百越(粤)”、“南粤”、“蛮夷”、“西南夷”等，既然
承认他们是原始汉藏语系族群的分支，研究布依族传统宗教经典《摩经》就不能将南、北文化截然分
开，更不能将南、北文化对立起来。
古代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水稻文化、竹文化、鸟文化、青铜文化等即为布依族传统宗教
经典《摩经》的文化之源，甚至黄河流域旱地粟作农业中的鸟文化、蛙文化、鱼文化也可以在布依族
《摩经》中得以传承。
例如，布依族《摩经》中有《祭山经》、《祭水经》，汉族则有《山海经》或《山经、海经》，这种
类型对应不是偶然的，当是汉藏语系族群先祖的文化传承。
《摩经·祭山经》认为“越人(布依族先祖)、汉人、苗人”与“龙神根源”，都来源于创造人类的祖
神——“燕鸟(玄鸟、凤凰)王神”，此即诸民族同源观与山神崇拜礼仪的记载；
“越人(侗泰语族，亦称侗台语族、壮侗语族)、汉人、苗瑶人”同为汉藏语系族群，
“龙神、燕鸟(玄鸟、凤凰)”亦同为汉藏语系族群的主要文化符号，这是中华汉藏系族群同源的《摩
经》历史文献依据。
其与《山海经》、《楚辞》、《国语》、《左传》、《尚书》、《史记·封禅书》、《礼记·祭法》
等相关记载和考古成果相吻合，说明了《摩经》中“燕鸟(玄鸟、凤凰)”图腾信仰与山神崇拜的密切
关系，道出了《摩经·祭山经》历史文化之久远。
其他如对“树文化”、“燕鸟文化”、“大竹文化”、“青铜文化”、“语言、文学、艺术”等《摩
经》文化的深入考证，亦充分地体现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文化共性与布依族文化个性特征，丰富了
祖国的文化宝库。

　　由此，编著者提出：“研究我国任何民族文化，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都不能将南北
文化截然分开，更不能将南北文化对立起来，否则民族传统文化就可能成为文化的孤岛⋯⋯我们提倡
在中华文化的大背景下研究各民族传统文化，注重文化共性与个性并存，这既能提高人们对传统文化
的认识水平，也能增强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认同感，从而增强国家、民族凝聚力。
”这一方法论和学术观点的提出是很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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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伍文义，1957年生，布依族，贵州黄果树镇石头村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二级教授，中国布
依族研究中具有较高学术声誉和学术影响的著名学者之一。
1982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政治(哲学)专业，1982年至2001年在贵州省民委民族研究所工作，历任副所
长、贵州省“六山六水”民族调查队副队长，2002年任广东佛山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兼任中国民族哲
学社会思想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民族学会理事、贵州省布依学会副会长、贵州省民族学会副会长等
职。
自20世纪80年代初参撰我国第一本《布依族简史》以后又撰写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布依族哲学
史》(国家“七五”重点项目)，主编《中国民族文化大观·布依族卷》(国家“八五”重点项目)，主
持撰写《中国布依语对比研究》(国际合作项目)等。
近年参与编写我国第一本《贵州省志·民族志·布依族志》(任分篇主编)，主持国家项目两项：“‘
莫家话’调查研究”、“云南布依族《摩经》译注与研究”，莫家话与摩经在布依族研究中均是国家
社科基金第一次立项。
主要获奖作品有：《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布依族哲学史》获1999年国家社科二等奖；《布依族摩经
文学》获2001年贵州省政府文艺一等奖；《贵州省志·民族志·布依族志》获2005年贵州省政府社科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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