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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云南丽江纳西族东巴文化 
◆和秋丽 

（云南省丽江玉龙县图书馆  云南玉龙  674100） 

 
摘要：东巴是云南丽江纳西族对传统宗教神职人员的称呼，意译为智者，

是纳西族最高级的知识分子，他们多数集歌、舞、经、书、史、画、医

为一身，是江纳西族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云南丽江纳西族东巴文化
是一种宗教文化，是由丽江纳西族东巴世代传承下来的纳西族古文化。

云南丽江纳西族东巴文化包括东巴象形文字，东巴经、东巴画、东巴舞

蹈、东巴音乐、医学、历史、天文学、哲学。本文笔者主要从纳西族的
文字、宗教、舞蹈进行研究，从而更进一步的讨论了云南丽江纳西族东

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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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西族，自称“纳”，“纳西”，“纳汝”。晋、唐史籍称“摩
沙”或“摩些”。分布在云南丽江、中甸、维西、宁蒗及四川盐
源、盐边、木里等地。语言属汉藏语系或藏缅语族彝语支。纳西
族主要聚居地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和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玉龙县
为国内惟一的纳西族自治县。这里的自然景观以及与自然环境和
谐统一的丽江古城，吸引着日益增多的国内外游客，独特而丰富
的云南丽江纳西族东巴文化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所谓东巴文化就是指的一个庞大而完整的文化体系。生活在
云南省丽江地区的纳西族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民族，他们
不仅拥有自己纳西族文字，还有具有纳西族特色的宗教和舞蹈。
他们也善于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而且还创造了自身独特的
民族文化——东巴文化。 

一、纳西族的文字 
（一）东巴象形文字 
象形文字书写的东巴经东巴文字统称为纳西古代社会的百

科全书。它涉及纳西族的历史、政治、天文、地理、文学、艺术、
宗教、医药、人类学，还有生产生活方面的许许多多知识等方方
面面，当然也有很多神话故事。据不完全统计，东巴象形文字共
有一千七百多个，它集书画于一体，线条流畅，笔法简练，色彩
鲜艳，而且至今很多东巴仍然在使用这些文字。 

（二）东巴文 
东巴文，一种原始的图画象形文字。从文字形态发展的角度

来看，它比甲骨文更原始，属于文字起源的早期形态，最早是写、
画在木头和石头上的符号图像，后来有了纸，才把这些符号图象
写在纸上。由于只有东巴才掌握这种文字，故称为东巴文。东巴
文是世界上唯一存活着的象形文字，是人类社会文字起源和发展
的“活化石”。由于人类造字尊重意识，或者叫做仿造，基本上
都是大同小异的，文字无非就是记录语言的一种工具。人在观察
事物的时候，把它记录下来了，开始的时候就是有图画。东巴文
里面有很多的图画字，一幅图画就是一个故事，也是一个约定俗
成固定的一个内容，大家一看这个画就知道它是指什么事情。东
巴文与纳西族所处的环境是有关系的，所以他在造字的时候看到
什么就画下了什么，逐步用图画从繁到简，就把它减少了，形成
约定俗成的一种笔画，固定的形式，它属于这样造字的范围，所
以东巴文它是通过图画到文字发展起来的。比如，纳西族生活在
山区里头，一出门就是大山，所以纳西人造字的时候，就是只有
一个“山”；纳西族只有一个门，造字的时候看到的只有一个门。 

（三）格八文 
随着纳西族社会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在明末清

初，丽江的一些东巴，又创造了格巴文。格巴是弟子的意思，格
巴文的意思是东巴什罗后代弟子创造的文字，格巴文是对东巴文
的改造和发展。 

丽江东巴文化学者兰伟：“象形文字从它的造字以及整个发
展的情况来看，它是从图画逐步发展演变成现在的东巴文字，所
以现在的东巴文本身就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每一个东巴文字都
是很美的一幅画。” 

二、纳西族的宗教 
东巴教是在纳西族古老原始信仰基础上吸纳借鉴藏族本教、

汉族道教的一些宗教内容及仪轨而形成的纳纳西族的宗教。东巴
教经典以象形文字记录。东巴经典《圣祖丁巴什罗传》载：丁巴
什罗的故乡是有白天白地，白山白海的地方。这个传说无疑指今
中甸三坝乡白地村白水台的风景特征。据考证，纳西族是氐羌人
支系牦牛羌南迁演变而形成的。东巴文是南迁到中甸白地一带后
才产生并在“白地发扬而光大”，因此各地学者一致认为白地是
东巴教发祥地。白地还是东巴教圣地 ，东巴经师遵守这样一个
规则：“没有到过白地的东巴，不算真东巴”。因此，在迄今为止
二百五十年内不断有周边各地的东巴教徒前来朝圣、学经、练艺。
各地教徒到白地更主要是为朝圣。 

东巴经所载东巴教第一圣祖丁巴什罗到白地后创造东巴经
文（即东巴象形文字）及东巴教。另外被誉为另一个东巴教圣祖
的阿明什罗是土生土长的白地人，至今其后人尚居住白地。在白
地，有关东巴教门生故旧发源地的有三处。 

三、纳西族的舞蹈 
纳西族是一个能歌善舞著称的民族。舞蹈是纳西族生活的重

要组成部分，他们有很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民间舞蹈。东巴
舞就是纳西族的古典舞蹈，是东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东巴舞蹈 
唐代和元代的志书就有“男女皆披羊皮，俗好饮酒歌舞”，

及“男女动数百，各执其手，团旋歌舞以为乐”的记载。广泛在
民间流传和新发掘整理的舞蹈，有原始舞蹈、东巴古典舞蹈、组
舞和新歌舞等几类。 

东巴舞蹈素材的来源主要从民间，因为从民间舞蹈里面把它
吸收过来了以后，用在它祭祠的时候来跳，又加上有东巴教神韵
的一些风格后，就变为东巴的舞蹈，它又有非常浓郁的民间性，
本来东巴也是在民间，因为它没有脱离他家庭，生产、生活一切
跟民间的劳动者是一样的，所以有很浓的民间性。在用象形文字
写的两本有关舞蹈的典籍《蹉模》中记录了几乎失传的六十个舞
蹈的几百种跳法。 

（二）原始舞 
原始舞蹈是主要是麦达蹉、热热蹉，它体现了诗、歌、舞三

者合一。其特点是边唱边舞，以唱促舞，以舞助唱，唱完舞止；
不受限制，男女皆可参加。 

（三）古典舞 
古典舞是东巴祭司根据不同仪式，按照道场规则所跳的一种

宗教舞蹈。东巴舞从形式上，似乎多是跳神驱鬼之类的动作，大
部分内容表现古代纳西人同大自然的抗争。 它的舞蹈根据祭天、
祭风、送葬等祭祀的内容有区别。 

（四）动物舞 
在东巴舞中，有很多舞蹈都是模仿动物的动作而形成的。据

《吕氏春秋》记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歌以歌八
厥”。而《勒巴舞》最显著的特点也是拿着牛尾巴跳的，它分别
模仿大象、鹰、猴、蛙及虎，并使之形成了一套连贯的舞蹈动作。
《牦牛戏老虎》是根据纳西民间的一个典故改编而成的动物舞，
舞蹈分为颂经、牦牛戏老虎等几个部分。总之，丽江纳西族东巴
文化是一个庞大而完整的文化体系。它涉及丽江纳西族的历史、
政治、天文、地理、文学、艺术、宗教、医药、人类学，还有生
产生活方面的许许多多知识与许许多多的神话故事。我们研究和
继承丽江纳西族东巴文化，对保留和提升丽江纳西族的传统文化
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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