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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主任巴登尼玛教授入选中组部“万人计划”第一批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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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组织部公布“万人计划”第一批入选名单，四川省 24 人入选。中心主任巴登尼

玛教授分别入选首批教学名师类别，是我校唯一入选的教师。

为加快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统筹国际国内两种人才资源，为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人

才支撑，2012 年 8 月，中央组织部等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印发〈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

持计划〉的通知》，计划用 10 年左右时间，有计划、有重点地遴选培养一支 1万名左右

的高层次人才队伍。“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简称“国家特支计划”或“万

人计划”）包含杰出人才、领军人才和青年拔尖人才三大类，其中领军人才分为科技创

新领军人才、科技创业领军人才、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教学名师和百千万工程领军

人才五类。“万人计划”采取部门推荐或专家联名推荐等方式，面向各地各行业开展申

报推荐，并组建专家评审小组初选后，由各领域高级专家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组成“国

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评选委员会”复评。根据评选委员会评选结果，有关单位再

对拟入选人员进行公示。入选者将获得一定经费支持，并在项目立项、股权等方面给予

相应特殊政策。

四川多元文化研究中心召开本年度课题评审会议

2014 年，四川多元文化研究中心课题申报状况良好，共收到省内外的 64 份课题申

报书。中心对申报书认真进行资格审查和质量初审，然后根据申报书的选题范围将申报

课题分为“民族与民间文化组”、“多元文化与教育组”和“传统文化组”。中心于 5月

10 日召开学术委员会，对初评后选出的申报书进行了评审。学术委员会对各申报单位的

课题进行了认真评审，学术委员会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进一

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以及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六中全会和十八届三中全会

精神，本着公正严谨的态度对课题申报书进行认真评选，遴选出了拟立项的课题 27 项，

其中重点课题 4项，一般课题 20 项，自筹经费课题 3项。拟立项课题申报人单位涉及

北川羌族自治县禹羌文化研究中心、成都师范学院、川北医学院、多元文化研究中心、

乐山师范学院、泸州医学院、攀枝花学院、青海民族大学、四川航天职业技术学院、四

川师范大学、四川幼儿师范专科学校、西昌学院、西华师范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省内

外 22 个单位。中心已向四川省教育厅提交请准予批准立项的请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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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多元文化讲会第十三讲：“凉山彝族研究的回顾”

2014年 5月 12日上午九点，教育科学学院和多元文化研究中心在中心 307室举行

了多元文化讲会第十三讲。本期主讲嘉宾是凉山彝族自治州民族研究所所长马尔子译

审。他主讲的题目为《凉山彝族研究的回顾》，学院部分教师、中心研究人员、学院硕

博研究生、学校学科教学论人才部分教师、学校彝族研究会的同学参加了本次讲会。讲

会由多元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郑富兴教授主持。

马尔子译审是著名彝学专家，凉山彝族自治州民族研究所译审，《凉山民族研究》，

《凉山民族研究丛书》主编，也是中心学术委员。长期从事彝族社会历史、语言文字、

宗教信仰及习惯法研究。1995年以来 10多次应邀参加了在美国、日本、德国、荷兰、

埃及、挪威、泰国等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和学术考察活动。分别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惠

特曼大学以及北大、中央民大等进行过多次学术讲座。合著、合译《凉山彝族习惯法》

（彝汉双语），《凉山彝族驱鬼经》（彝译汉），《田野关系》（英语）等著作。

首先，他界定了“凉山彝族”的文化含义。凉山彝族不是区域的行政概念，而是文化

概念，包含了大小凉山、云南部分区域。从汉书、后汉书、华阳国志对凉山彝族记载很

少。从秦汉到民国凉山彝族实行土司制度。中央王朝随着自身的强弱不同而对其分别采

用了“剿、抚、放”三种政策。

然后，叙述了凉山彝族研究的历程。最先研究的是 1907 年的法国亨利 ·多隆

（Henrid’Ollone）。国内的彝族研究氛围民国与新中国两个阶段。民国时期有杨成志、

马长寿、林耀华等著名彝学学者。新中国后到改革开放之前，以阶级斗争为纲，与主流

意识形态一致，以单向社会演进观为指导，出现了中心-边缘的范式，过分强调凉山彝

族的落后性。这时期的调查材料在 20世纪 70年代末分为《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凉山

彝族奴隶制研究》、《凉山彝族奴隶制形态》三本书来出版。改革开放后，出现了重新用

自己的语言来叙述自己的凉山彝族研究，但是其中的带有民族主义情绪色彩的倾向值得

注意和反思。

他肯定了多元文化研究中心的价值，认为中心应在多元文化的保护与理解方面有所

作为。多元文化意味着以后文化的单一化和同质化，多元文化研究应该是很重要的。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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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如何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冲击下不失去自己的特色，这是当前凉山彝族研究的重要课

题。

接着，他以回答听众提问的方式对凉山彝族研究的一些专题做了深入具体的阐述。

（1）关于彝族文化的保护与当地人的生存的关系，他认为要发展地保护。文化要保护，

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了多种选择，但是文化应该是多向度地去保护，如时间、空间、传承。

凉山的彝汉结合部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冲突说明了彝族文化正在流失。（2）关于家支

文化与毒品教育、艾滋病问题，他认为家支文化被人们过度夸大，但是真正的家支文化

已不是很多，并没有人们认为的那样强烈。家支文化只是一种工具，可以发挥正面作用，

也可以起到帮凶的作用。（3）关于彝族辍学问题。他认为，这一问题我们无能为力。政

府的许多政策如普九、9+3计划、普基等，都很好，但是当前的学校教育与生活脱离，

对地方发展没有什么好处，也不能改变学生的生活，而且凉山彝族的家长也想拥有高学

历学生。如果不能升学，那么这种教育就毫无意义，辍学在所难免了。（4）关于凉山彝

族的一些陋俗问题，如杀牛、高额礼金、撒钱等等。他认为，如果是花费自己所挣的钱，

这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是利用公共资源来做这些烧钱活动，则是必须予以揭露的。如果

一个社会，富人不会散财之道，不去做公益，而穷人不努力，而是仇富，那么这就是一

个糟糕的社会。

整个报告会持续了两个半小时，马老师广闻多识、睿智深邃、真情实感的讲座，既

让我们了解了凉山彝族文化及其研究，也体会了民族学的治学精神与研究方法。

多元文化讲会第十四讲：“藏族先民东向发展创造长江黄河上游文明与

古蜀人的渊源下落”

2014年 6月 6日星期五下午 2:30，多元文化研究中心 307室举行了多元文化讲会第

十四讲。本期主讲嘉宾为来自甘孜藏族自治州档案馆的得荣·泽仁邓珠研究馆员。他主

讲的题目为《藏族先民东向发展创造长江黄河上游文明与古蜀人的渊源下落》。学院部

分教师、硕博研究生、部分本科生，以及来自外校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和四川音乐

学院等部分博士、硕士研究生同学以及老师参加了本次讲会。讲会由多元文化研究中心

副主任郑富兴教授主持。

得荣·泽仁邓珠是中共党员，国内外知名学者、历史学家、藏学家、档案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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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中国档案学会会员、四川藏学研究会理事、副秘书长、四川省档案系列高级职称评

委会委员。先后在国际国内刊物上发表论文 160余篇，在国际学术会上交流论文 10篇，

全国学术会上交流 27篇；先后获得 24项省级以上社科优秀科研成果一、二、三、四等

奖和荣誉证书；创立藏族档案工作 3个第一：第一个在国家级档案学术刊物上发表藏族

档案学术论文，第一个连续 4次获得省级档案科研优秀成果奖，第一个获得首届全国青

年档案学术奖的唯一藏族档案工作者。主要著作有《我的心愿》、《藏族通史·吉祥宝瓶》、

《揭谜古蜀人的渊源——三星堆、金沙遗址与藏族文明》《甘孜州寺院档案管理工作手

册》

首先，泽仁邓珠老师用最简明的语言将此次讲座的主题及其逻辑线索概括为，藏族

先民从其发祥地雅砻翻越唐古拉到长江黄河的源头，创造了令人惊叹的长江黄河上游文

明，以及它的一个支系到成都平原，建立古蜀国，并创造古蜀文明。

其次，他将这一线索细化为了八个具体的问题，进行了生动而细致的阐述。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藏族的起源。他首先从相关的文献入手，对苯教的“卵生说”和

佛教的“猕猴变人说”进行了简要的描述，接着就以科学的态度对上述两种说法进行了

深刻的辨析，提炼出其中所蕴含的唯物论和生物进化论的宝贵思想财富。

第二个问题是藏族部落氏族的产生。他从部落氏族产生的原因到进一步划分为色、

木、东、董四个主要的姓氏，并对其它的观点和部落氏族得以形成的血缘家庭和地域范

围两个基础进行了论述。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藏族先民的一部分支系向东发展。其中首先对藏族起源于印度和

藏族来源与羌族两种说法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认为藏族起源于雪域高原，具体地点就

是现在的西藏山南的乃东县，是雪域高原的土著民族，不是外来的。然后对藏族先民向

四方发展的原因，和各自的发展的历程，其中对董氏部落进入长江黄河上游的江河源地

区的发展进行了具体的阐述，董氏部落在适宜的自然环境条件下势力得到迅速的扩展，

并最终实现了伟大的长途迁徙，一支向北到达当时的西域，一支沿着黄河流域到达现在

的河南等地，一支沿着长江流域到达西南各地区，并在成都平原建立了古蜀国，发展了

辉煌灿烂的古蜀文明。接着对藏文化中上阿里三围、中卫藏四冀、下多康六岗三个地域

概念做了详细的解释。

第四个问题是董氏部族与长江黄河上游文明之间的关系。泽仁邓珠老师以丰富的考

古发现为依据，对江河源一带出土的石器和墓葬、位于黄河中上游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

化、马场文化以及齐家文化等、一直到河南境内的阳朔文化进行了反复的对比分析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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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从而得出董氏部族与黄河文明有着密切关系的科学结论。接着又对董氏部族在西南

发展，即对金沙江、澜沧江、岷江、大渡河等江河流域的考古发现，以及成都平原的金

沙文化、广汉的三星堆文化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察和分析对比，遵循对同一时期，同一

类型文化进行研究原则，对其结论进行了真实可信的论证，并开创性地提出了整个中国

文明，除了中原文明之外还有长江黄河上游文明，而这就是雪域文明，也就是藏族文明，

同时长江下游也有一些文明。

第五个问题是古羌人和远古藏人之间的关系。泽仁邓珠老师通过对考古资料、文献

记载以及文化现象的考察和分析，认为藏和羌是同一个种族，是汉族史学家对活动在不

同地域的和不同历史时间的同一种族成员的不同称呼，实际上都是指远古的藏人。接着

又从词源学的角度对“羌”字的产生和演变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同时与“藏”和“蕃”

等字进行了对比分析，从而为研究结论提供进一步的佐证。

第六个问题是古蜀人的渊源和古蜀文明。首先他提出距今五千年左右从西部江河源

迁徙到成都平原，发现并开发西南大地，创造辉煌的长江上游文明的古蜀人就是藏族董

氏部族中的“色琼扎”和“色琼哲”两大部落的观点。然后从远古藏人的文明特征为切

入点，对不同地域的石器文明、陶器文明、骨器文明、金属器文明、农耕文明和游牧文

明以及冶炼文明进行了比较，并对藏族文明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认为卫藏、

雅砻河谷是藏族文明的发祥地，江河源是藏族文明向北、向东、向西南发展的集散地，

川西平原是藏族文明向西南发展的辉煌时期，并通过丰富的史料和考古发现证明了远古

藏族文明对中原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同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认为藏族文明和中原文明应

该来说它是同源和分流的关系。接下来通过对“蜀”这一字的溯源，关于蜀国的解释以

及藏族的“色琼扎”和“色琼哲”两大部落的活动地域，认为蜀字的本身就是藏语的音

译字，也就是色，而蜀国就是对这两大部落的称呼。接着又从蜀人的葬俗为例，以丧葬

的各种特征为根据，严密地论证了以上的观点。

第七个问题是古蜀文化的起源。泽仁邓珠老师通过丰富而翔实的考古资料，引证了

藏族文化和古蜀文化之间的相互渊源关系，具体从青铜器和冶炼技术、房屋建筑、石器

以及金器进行了比较，并从藏族的崇拜鸟的文化、面具文化、人物造型等方面进行了生

动而客观的阐述。通过对同时期的同一个类型的先人们创造的远古的文明的对比，得出

古蜀文化就是藏族先民创造的文化的结论。

第八个问题是关于古蜀人及其文明的去向和下落。他认为古蜀人在秦汉的强大攻势

下，不得不向成都平原之外的地区扩散，一部分到了今天阿坝、甘孜、德钦等地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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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到了云南、缅甸等地，一部分到人迹罕至的西南山区，演变为今天的西南各民族，

如纳西族、傣族、彝族、佤族、白族等，而以上都是在对西南各民族的青铜器、丧葬法、

歌舞、念诵的经文中进行了详细考证后总结而来的观点。古蜀文明虽然受到了毁灭性的

的打击，但在其它西南地区仍有不同程度的传承，例如长江、怒江和澜沧江流域的青铜

文化，他认为值得注意的是，成都平原的很多地名，是与古蜀文明建立联系的一个重要

线索，通过对“成都”（万人聚集的地方）、“邛崃山”（大鹏的山）、“广汉”（最早的水

渠）以及“雅安”（五头牦牛）等地名的辨析和对比，认为都是藏语的音译字。

最后，泽仁邓珠老师以他对多元文化的三个观点对此次讲座做了精彩的总结。他认

为：第一，我们对所有的文化都必须坚持平等的原则；第二，不同民族文化的繁荣和发

展，这个世界才会丰富多彩，人类文化才会有勃勃生机；第三，藏民族以较少的人口创

造了令世人瞩目的灿烂文化，而这一文化长远发展的两个重要基石就是信仰文化和生态

环境，失去它们的文化将逐步走向消亡。接着他告诫同学们热爱民族文化，积极学习和

弘扬民族文化，而这就是在保护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因为我们国家是多民族统一的社

会主义大家庭，这一家庭里所有成员都弘扬、保护和传承了自己独特的文化，那么这个

家庭的文化才是具有生命力的、才是完整的，才会成为真正的文化大国。最后，泽仁邓

珠老师对藏文化的发展提出了殷切的期望，藏文化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是我们的命根，

是我们的灵魂，是我们的动力，所以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我们每一个藏人要理直气壮

地从多方面，多层面，多角度去弘扬自己的文化，这是符合国家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

的，是完全符合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

讲座结束，泽仁邓珠老师与在场的同学和老师进行了热情的交流，并祝愿多元文化

研究中心在促进中华民族多元文化建设的伟大进程中做出更多的贡献。

泽仁邓珠老师的讲座充分展现了学术研究的想象力，“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在大

量翔实的文献、文物资料的基础上，运用文化类型比较的方法，进行了严谨的论证，给

在座师生做了一场生动的科研方法课，同时也为我们指出，科学研究不仅需要问题意识、

大量材料与方法论，更需要研究兴趣，这也是他能终身坚持这一研究的根本动力。

中心副主任郑富兴教授代表中心向泽仁邓珠老师表示感谢，并希望他能有更多的机

会到中心进行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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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四川省社科联、四川省教育厅

送：四川师范大学校领导、四川师范大学各处室、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四川省教师教育

研究中心

四川师范大学多元文化研究中心 2014 年 6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