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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50多个民族中算不上是一个大民族，但是它的东巴文

化却名扬中外，引起世人的兴趣和关注，已成为当今前往丽

江旅游探秘的热点之一。 同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古代文化一样

，东巴文化也是一种宗教文化，即东巴教文化,同时也是一种

民俗活动。 纳西族历史文化的传承者---东巴 东巴意为“智者

”，是纳西族原始宗教中的经师或祭司。他们掌握古老的纳

西象形文字，熟悉东巴经书，能歌善舞，擅长绘画纺织，制

作泥塑木雕，善于占卜，主持各种宗教仪式，并墨守成规。

东巴一般世袭相传，亦有投师学艺而成。东巴教有其原始主

丁巴什罗，但无寺庙，东巴不出家，他们之间没有等级区分

，只有知识多寡、技艺高低和传延代数之多少及声誉大小之

别。大凡民间，起房盖屋，生老病死，婚丧嫁娶，逢年过节

，即受邀主持各种仪式，收取相应报酬，平时在家从事农牧

劳动。东巴文化就是东巴世代传承下来的纳西族古文化。 东

巴音乐 东巴音乐是指东巴在宗教祭祀活动中有所吟诵的一种

曲调，并伴有器乐，是东巴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

音乐流传于东巴口头，或零星保存于东巴经和东巴画中。除

了占卜经书以外，东巴经书都是要通过诵唱表现出来的。 东

巴唱腔音乐有五十种左右,吟唱以纳西民民族曲调为基础,在器

乐上主要是用板铃、板鼓、锣、钹等，节奏单一，谱点简单

。东巴教还有器乐音乐，在东巴教祭祀活动中，唱音乐和器

乐音乐相合，可以演奏出节奏鲜明、音调宏亮的和声乐章。 



东巴经典中的诗体韵文，它不仅是东巴祭司凭借神坛吟诵的

经文，也是东巴祭司和民间歌手在歌场吟唱的民歌，是劳动

人民集体创造的精神财富。各个民族的文学艺术都有自己独

特的传统风格，它是民族的审美情愫组织起来的民族文艺的

花朵。 东巴经中的韵文和民歌，是构架纳西族心理素质的传

统文化的积淀，认真研究每个民族的传统文学的表现方式，

不仅是发掘和整理民族文化遗产的需要，同时也是创造社会

主义新文化必不少的一项工程。 在研究东巴经韵文和传统民

歌特色的一些文章里，都说东经韵文中的“增趣”，是东巴

经韵文和民歌和艺术特色，也是它的的主要的艺术表现手法

。 东巴文 东巴文是一种十分原始的图画象形文字，从文字形

态发展的角度看,它比甲骨文还要原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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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后来发明了

纸，才把这些符号图象写在纸上，成为东巴文经典。由于东

巴掌握这种文字，故称东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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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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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西族

创造了两种古文字，而且至今还使用着这两种古文字，这在

世界文字发展史上的确是个奇迹。 东巴文被称之为目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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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巴舞蹈 东巴舞蹈是指东巴教的进行宗教仪式过程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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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巴舞来源于古代纳西言辞的社会生活，不少动作都

是模拟各种动物的动作来进行的，形象十分生动。 东巴舞蹈

是东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巴教经典中有专门记述东巴



舞蹈的舞谱《舞蹈教材》和《舞蹈来历》，这两部教程称为

“蹉姆”，意为舞蹈的规范或舞蹈的调式。详细记录了60多

人舞蹈的跳法。 《东巴舞蹈》具体记述了舞蹈的起源、种类

、步伐、手势、动作和功能等等,是世界上唯一的用象形文字

书写的古代舞谱。《东巴舞蹈》是研究人类原始舞蹈的起源

和早期舞谱形成的极难得的经典。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