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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思维的发展有共同的规律，而各个民族又都有

其在特殊的历史演变中形成的、与其生态环境相调适

的、共同的民族生活所孕育的惯常的思维方式。研究各

个民族思维方式的个性，能帮助我们理解文化的多样性

以及各民族不同的文化传统，促进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

和学习，有益于各民族的现代发展。卷帙浩繁的纳西族

东巴古籍，以宗教文化的形式展示了纳西族的古代文

化，为我们研究纳西族先民的思维方式提供了丰富的资

料。本文试以东巴古籍为依据，探究纳西族先民思维方

式的主要特点。

一、惯用类比的思维特征

　 　东巴经堪称纳西族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记载了纳

西族远古社会的历史，描述了纳西族先民生产、生活、

风俗、战争等各个方面的场景，其中包含着纳西族对自

然、社会及其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认识。

而这些认识都以神话、传说、故事、祭词为载体，多采

用类比思维的方式来阐述。东巴经通过对历史形象的叙

述，对历史本质的形象的思考，借助有声有色的具体形

象和故事，通过对同类事物演化的例举，探求此物与他

物的异同，类比他物，启发人们对现实问题进行思索，

寻求答案。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总是依托同类事物

得到的，对道理的阐发和表达总是婉转、间接、形象、

生动的，是“比”出来的。

　 　东巴经中应用了大量的类比手法。譬如，生、死历

来是困扰每一个民族的形而上的问题，历久弥新，纳西

先民也不例外。但纳西先民对死的认识是理智而现实

的。东巴经通过一个生动的故事，以类比他物的手法来

阐释人的死是不可避免的。故事讲，有 个富有的女3

人，知道自己衰老了，决心外出买寿岁。她们走遍各个

方向的大小街市，都没有看见卖寿岁的，只好沮丧地往

回走，一路走一路哭。返途中，见到来时的绿树枯黄了

，海水干枯了，石头裂缝了，终于明白：雪山会融

化，江河会退落，万物都有终老之时，更何况人。于

是笑着回了家。又如，东巴经《刺母孟土》中，阐述

小辈要报答长辈的养育之恩这一道理时，用了大量的

类比表达，“白绵羊要偿报高原的养育之情，黄色的

獐子要偿报倾斜树为之栖息的恩情。大尾巴的骏马要

偿报马槽叫它吃食之恩情。大肥猪要偿报泥塘叫它滚

泥的恩情。白头花鸡雏要偿报白米供它啄食之情。小

辈的祖要报答上辈的养育之情，上辈祖要报答始祖的

养育之情” ～[1](P344 355)
。又如，“广天被繁星所累，高个

男儿被矮屋所累，脚趾有碰石所累，鞋底有石子之累

⋯⋯大户有缺粮之累。威武猎手有猎狐狸之累，当兵

有乏粮之累，失和有休妻之累，蝴蝶有高飞之累，白

桦有飞叶之累，木瓜有结果之累，祖呀，送走了三桩

穷累事，得到了三桩富事” ～[1](P135 136)
。如此生动的类比

在东巴经中比比皆是，表现了纳西族先民的思维习惯或

者说思维倾向，沉淀在纳西族的思想深处，至今仍然对

纳西族的思维方式产生着惯性影响。

二、经验主义的思维特征

　 　运用“森究鲁究”的图画文字写成的东巴古籍蕴涵

着纳西族独特的哲学思想萌芽，体现了纳西族从生活实

践中提升出来的朴素的认识思维方式。纳西族有着悠久

的历史，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经历了多次自然灾害和

社会战乱。这些生产生活实践和历史经历深深地影响着

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加之纳西族先民早期一直生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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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主流文化圈的边缘，与主流文化并无大的接触。因

而，其认识方法、思维方式、处世态度带有非常明显的

朴素的经验主义色彩。他们常常以故事、传说、神话的

方式追述先祖的经历和经验，在追述中完成对其祖辈前

仆后继探索经验的总结，来启示、思索、寻求对现实问

题的答案。

　 　东巴经中处处是经验的讲述，篇篇是先祖历史生活

的再现。剥去东巴文化的宗教外衣，撩开扑朔迷离的神

话面纱，东巴经俨然就是一部纳西族的百科全书。“树

胜利石，插胜利桩，烧上篝火”，从中看到的是纳西先

民应用石器的经验；“纳西祭树枝”反映的是先民应用

木棍从事采集和狩猎的历史；东巴古籍中有关于火的神

话，叙述的是纳西先民首先从自然中取火，失去火种后

几经波折，才学会了保存火种并长期使用的 个阶段，3

“请火是由石头来请”记载了先民用燧石或石英石打击

黄铁铜，再用火草来引火的经验。“砍来铁杉树，杉木

划成板，杉板七百块，盖在房顶上；板上压石头，不让

夏雨漏；深箐砍青竹，青竹编篾笆，围在房四周，篾上

抹黄泥，不让冬风刮进屋。”这是农耕生活经验的记

载。东巴经记述了纳西先民与自然长期依存过程中积累

起来的各方各面的生产和生活经验，既有成功的，又有

失败的。依据这些亲身体验和认识，先民还总结出一整

套与自然共存共荣的生态伦理价值观，这就是东巴经中

关于“署龙”的崇拜及其表现出的环境意识。人与自然

因人的价值要求成为一对永恒的矛盾。根据东巴经的讲

述，人与“署”（自然）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开始两兄

弟各自守着“家财”过着和平的日子。后来人类的欲望

不断膨胀，不断地侵害“署”的利益，两兄弟发生冲

突，“署”盛怒之下报复人类，使人类遭受了山体滑

坡、飞沙走石、泥石流、病虫害等自然灾害，生态失

衡，后经东巴什罗的调解，人与“署”订立伦理条约，

约定：人不得去毁坏山林，只做种树之事；不得乱砍乱

伐，乱捕野生动物；不得污染署家的泉水。人只能在家

禽、柴薪或耕地不够之时，才可以向自然适当地获取。

“署”只能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拒绝“超基本需

求”。这种生态伦理认识是纳西先民经验主义认识思维

方式的体现。他们认为只有经验过的，才是可靠的、可

信的，这使纳西族形成这样一种思维定势，即习惯从经

历过的、祖辈的感性经验出发来认识、思考问题，重视

祖辈的经验传统，善于从历史经验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

的答案。

三、辩证的思维倾向

　 　东巴古籍中展示的纳西先民眼里的世界图式，纳西

先民理解的万物的演生、演化过程，事物之间的相互关

系，都表现出纳西先民的辩证思维倾向。如纳西族史诗

《崇搬图》（创世纪），就生动地描述了天地的形成，

天地、万物的形成是一个充满变化、由各个不同环节和

阶段组成的过程。纳西先民这种朴素的认识中包含着辩

证的思想萌芽。

　 　在东巴文化中，世界是一个对立统一的世界。世界

由阴阳的交合产生，“天和地交配，产生出了姆利达吉

海”，东巴古籍《祭丁巴什罗仪式、门前迎东巴之经》

（见丽江地区东巴文化研究所复印本）辩证地解释了

金、木、水、火、土五行演变：“最初，天上发出一股

声音、地下喷出一股气体。声与气结合，出现天公和地

母。他们两个相交媾，孕育出五行。”纳西先民把动物

的雌雄交配关系泛化，以此类比万物，认为万物都存在

对立统一的阴阳关系，这无疑蕴涵着较为辩证的思想。

这些想象性的猜测，虽不具有科学性，但却表现了纳西

先民朴素的辩证思维倾向，是对世界客观辩证发展过程

直观、形象的认识和反映。在纳西先民的认识里，“事

物产生的基础是阴阳的对立，而事物的存在过程就是善

恶的对立统一”
[2](P334)

。凡是好的、真的、美的、光明的

事物就是善的，以此衍生出善的事物和现象。与此相对

立的则是恶的。世界就是善与恶的对立统一。体现了纳

西先民已具有一定的辩证思维，初步认识到事物发展、

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的对立统一。

　 　前文所述的“署”的观念也同样体现了纳西族先民

这种朴素的辩证思维倾向。远古纳西族以其朴素的辩证

思维方式，妥善处理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既超越了

人类中心主义，又避免走向环境中心主义，从而求得人

对自然环境的永续利用。

　 　东巴经中朴素而又辩证的语言表达俯拾皆是。如

“高原深山里，说是绵羊很幸福，长出羊毛又割掉，丰

足幸福不是它。说是竹子很安逸，破竹成两槽，安逸幸

福不是它。说是老虎很自在，虎卧各须占一山，自在幸

福不是它。说是夫妻很幸福，夜里夫妻不默契，早晨夫

妻又争斗，幸福不是他们俩。说是地里韭菜很幸福，晨

发夜被割，丰足幸福不是它”
[1](P149)

。“九山由火照亮，

凹地因有水而明亮，山巅因白雪而漂亮，坡头因白风而

漂亮，白树因有鲜花而生辉。”
[1](P356)

形象、生动的语言

闪耀着睿智的光芒。

四、借助、依托具体形象来把握

事物的抽象属性的思维特征         

　 　东巴古籍所呈现的思维过程和模式明显地表现出直

观的、形象化的非逻辑思维特征。具体形象是纳西先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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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维单元、细胞或可说基础。从东巴古籍看，先民对

事物的相类性、差异性已经有所认识，能够超越事物的

具体性形象来把握事物属性特征的普遍性意义。“但他

们对事物属性、特征的抽象认识不能用语言的形态去概

括，形成与具体事物相对立的纯观念的形态。”
[3](P240)

　 　东巴古籍记载的纳西族远古生产、生活的历史画

面，都是以形象生动的故事，借助有声有色、有血有肉

的人物和形象来展示、传载。形象地记载历史、反映历

史、传承历史，对历史现象本质的认识也依托于具体的

形象。通过对事物现象的一定抽象，又由主体加以联想

和创造，形成再造的形象来加以认识。也就是说，先民

对具体、个别事物的抽象还不能借助一般的概念，而往

往是利用象征性的、已加上认识主体的理解和再造的、

赋予一定内涵的的形象来进行再认识。如东巴古籍中的

善、恶、黑、白等概念，都是依托、结合具体形象来说

明和解释。善来自于善神，又归之于善神。善神是善所

依托的具体形象。白这种色素抽象概念，其依托的形象

是白海螺，在纳西语中二词互通，东巴经中有白海螺大

象、白海螺狮子的说法。表明纳西先民的思维过程还未

能上升到完全的抽象这一思维阶段，他们对事物的抽象

属性的认识还停留在以具体形象来解释说明概念内涵的

低级形态阶段。“这种思维的具象性，在思维发展历程

中，是由个别的思维感知形象到思维概念的中间环

节。”
[3](P240)

　 　这种思维特征在东巴经中体现得非常明显，整个古

籍没有抽象的、教条的、经院式的论证，没有概念化的

说理、理论化的推演。每一个神话故事都充满生动的形

象，每一处阐释都与形象相结合。从古籍来看，先民的

抽象思维能力还处于形成之中，抽象属性还是以具体形

象来解释、与具体形象相包含的。东巴图画文字的形象

性，就最集中、最典型地体现了这种形象思维的特征。

五、原始的系统思维特征

　 　从东巴古籍所反映的纳西族先民的认识来看，他们

已经具备原始的系统思维。这首先体现在东巴古籍展示

的世界图式上，纳西先民眼里，世界是一个由人、鬼、

神相互联系、互动互制、共处的整体，东巴文化里的

鬼、神是对客观世界的拟人化，是一种泛神化。纳西先

民已经认识到，人类不是世界的主宰，人类只是所处世

界中的一种生灵，他需要与周围的种种事物协调，人的

生存是在这个人、鬼、神共处的世界中寻求空间。东巴

经反映出远古人类在宇宙万物这个大生态系统中生存的

困惑、矛盾和与他物的协调周旋过程。本质上说，东巴

经就是记录、祈祷、调解、指导纳西先民在这一生态系

统中寻求生存和发展空间的一部古代百科全书。东巴经

反映的纳西族对宇宙、万物起源的认识，所记载的有关

天文、历法、气象、医药、时令、农业、畜牧业等方面

的知识都表现出纳西族先民的系统观念，他们试图将人

类与宇宙看做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从人与天、地、万

物的内在联系来说明万物的起源和演化。其次，远古纳

西族的署龙崇拜和环境意识也折射出纳西族先民的系统

思维。他们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相互制约的系统，自然

界哺育了人类，人类依赖于自然，因而人类要尊重自

然，自觉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有序和健康地发

展。这种思维特征深深地积淀在纳西族的思维方式中，

使纳西族能够与自然和谐共处，赢得今天的这一片绿水

青山；文化上，把自己民族文化主动融入主流文化体

系，海纳百川，兼收并蓄，提升了自己民族文化的品

质；在政治上，善于将自己民族纳入所处的整个社会政

治系统，归附中央王朝的统一治理，从而获得较好的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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