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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文化自信建构 
—— 以阿昌族创世史诗的文化内涵为例 

◆孙晓川  黄  苹 

（徳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是继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之后的“第四个自信，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中不断取得突破的必然结果。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中

及其重要组成部分，深入挖掘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有利于促进各民族共

同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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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挖掘少数民族优秀文化内涵，为文化自信提供精神源泉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中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和一个政党对自身禀
赋、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是对其文化生命力保持坚
定的决心和信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 5 月 19 日的哲学社
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更是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本、
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
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
演一场历史悲剧”。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培育和提升文化
自信的丰厚土壤，其中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为我国文化自信的建设提供了力量源泉。 

阿昌族是中国云南省特有民族，生活在地理位置相对封闭的
西南边境区域，也正因为此，其民族传统文化得到了较完整的保
存。创世史诗《遮帕嘛与遮咪嘛》是阿昌族具有代表性的宝贵民
族遗产之一，内涵丰富，结构宏大，具有规范性、经典性的特点，
内含着向上、进步的人生观、道德观和审美观，对当下社会发生
着积极影响，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义文化自信提供了不竭的精神
源泉。 

二 创世史诗中的阿昌族优秀传统文化 
（一）仁爱助人，崇尚和谐的道德观 
创世史诗内容丰富，包括造天织地、人类起源、补天治水、

降妖伏魔和重整天地五个部分，其本身蕴含着丰富的历史、社会、
生产生活等方面的知识，具有鲜明的寓教于乐，劝善惩恶的道德
教育功能。天公地母创世的过程没有那么浪漫轻松，一举一动都
是血与汗的付出，阐释着劳动的高尚和奉献的悲壮，教导人们要
勤劳不要懒惰，要奉献不要自私；在创世史诗中出现的各种动物
都被赋予了人的性格特征，表现出人的性格弱点和发光点，在面
对困难时的不同表现，换来了世间不同的生活待遇，教导人们要
懂得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道理，提倡团结和睦，善良助人的良好
风尚。 

创世史诗《遮帕嘛与遮咪嘛》中，遮帕嘛回家拯救黎民百姓
于水火，这样就赋予遮帕嘛这个人物形象更多的社会性和功利
性，宣扬的是一种为家为国可以舍弃儿女情长的伦理道德观念；
创世史诗中的腊訇，它创造了一个不落的太阳造成了旱灾，遮帕
嘛除“恶”的方式并不是发动战争，而是先斗“法”而后斗“梦”，
最后巧妙地利用腊訇自身贪食的弱点用毒蘑菇诱杀了他，全篇没
有战争，没有生灵涂炭的惨烈场面，反映着阿昌族崇尚教化和仁
义来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的价值导向，同时也是阿昌族乐善好
施、以和为贵民族性格形成的精神基础。 

（二）崇尚无私奉献的人生观 
人生观是人们在实践中形成的对于人生目的和意义的根本

看法，解决的是“人为什么活着”的根本问题，人的人生观一旦
确定，将决定着人们行为选择的价值取向和对待生活的态度。所
谓实践具体表现为自我、他人、民族、国家以及自然之间的实践
关系，因此受到时代背景、社会背景和阶级状况和社会地位的影
响，“特定人生观是人类关于个体和人类、个体自由和人类进步、
人生价值与社会发展关系问题的具体解答，它构成了人们克服困
难、追求自我实现、创造人生价值的根本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 

①。 
《遮帕嘛与遮咪嘛》“造天织地”一节中，遮帕嘛与遮咪嘛

用自己的血与肉为人类创造生存的环境，在他们身上不仅具有无
私奉献的高尚品格而且还具有无人能比的力量和威力，集合了
“数学的崇高”和“力学的崇高”。 干旱、洪水等自然现象对人
类世界具有强大的破坏作用，人们的社会实践的过程就是一个认
识自然、征服自然的过程，人们对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神话人
物顶礼膜拜，英雄们超强的力量和无畏的壮举让人叹服，在心理
上产生喜悦奋进的美感享受，同时，为他人、为集体无私奉献处
处显现着对除魔过程的描写则让人感受到正义、和谐、伟大的崇
高之美。史诗中也处处赞扬和倡导乐观坚定的态度，勤勤恳恳劳
动和创造，为他人和集体无私奉献，主张将个人与社会紧紧联系
在一起才能获得幸福实现人生意义的价值观，强烈地反映出创世
史诗崇高的价值导向。 

（三）追求真善美的审美观 
封孝伦在《人类生命系统中的美学》认为：“人是生命的个

体，人具有生物生命、精神生命和社会生命，人是三重生命的统
一体。”后来在《审美的根底在人的生命》一文中补充认为，人
有三重生命，因而人的审美也具有上述三个维度，客观世界的美
也就具有了三重品格。就人的生物生命而言，审美首先有生物生
命的维度，首先是表现在满足人们对生物生命品格的凸显性特征
的审美，比如喜欢多彩的颜色，个体美的描写和标准，注重感官
感受就属于这个维度。 

阿昌族先民与自然的关系中有服从、顺从、屈从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又有了解自然、探索自然、认知自然进而改造自然、战
胜自然的动机和目的。比如对天公遮帕嘛寻找天母遮咪嘛艰辛过
程的描写中，写道：“山果野梨充饥，鲜花雀蛋做粮，树洞里面
藏身，大树枝桠当床。”在《降妖除魔》部分第三折《智伏腊訇》
中，史诗提到鸡枞的美味和毒菌“鬼见愁”的毒性，这些说明阿
昌族先民已经对自然界生物有一定了解，意识到大自然是可以加
以改造为我所用的。这是阿昌族先民对善的追求。 

美、审美情趣产生于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中，也鲜活地
反映在本民族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实践过程中，阿昌族人民在
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活动中，形成了以健康为美，以人与自然的
和谐关系为美的标准和内容，追求真善美相统一的审美情趣和价
值导向。 

少数民族神话、歌谣、舞蹈、宗教、服饰等都是文化外化的
具体表现。文化中所蕴含的价值观，通过文化载体以隐秘的、抽
象的形式贯穿其中，如若不进行深入剖析、挖掘、梳理，很难发
现其内部所隐含的深刻价值观念。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必须
紧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发展道路进行创新，才能适应
社会的发展方向。充分利用少数族优秀文化这一丰厚资源，在坚
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价值导向作用
中构建文化自信，是民族地区文化自信建设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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