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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壮傣民族文化秘境

——中国·云南·文山

• 1a、文山的地理、民族、人口

• （1）a、中国地图上的云南

• （2）a、云南地图上的文山（壮族、傣族人口）

• （3）a、文山八县图（壮族、傣族人口分布）



（1）a、中国地图上的云南



（2）a、云南地图上的文山



（（33））aa、文山州八县地图、文山州八县地图



2a2a、文山州是壮傣民族发祥地之一、文山州是壮傣民族发祥地之一

（（11））aa、新石器、史前岩画（、新石器、史前岩画（40004000年前）年前）

（（22））aa、句町铜鼓、兵器（、句町铜鼓、兵器（20002000年前）年前）



（（11））aa、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



（（22））aa、青铜器、青铜器

时代时代



3a3a、神秘且强大的句町古国待研究、神秘且强大的句町古国待研究



4a4a、今句町古国故地土著民族、今句町古国故地土著民族————
壮傣民族壮傣民族1212个支系个支系

（（11）、壮族濮侬）、壮族濮侬55个小支系（个小支系（侬仰、侬赌、侬道、侬侬仰、侬赌、侬道、侬

傣、侬鸠傣、侬鸠））

（（22）、壮族沙支系有）、壮族沙支系有22个小支系（个小支系（布依、布越布依、布越））

（（33）、壮族土支系有）、壮族土支系有33个小支系（个小支系（濮傣濮傣::搭头土搭头土〔〔含偏头含偏头

土土〕〕、平头土、尖头土、平头土、尖头土））

（（44）、濮傣）、濮傣22个小支系（个小支系（旱傣、水傣旱傣、水傣））

（（55）、濮傣（）、濮傣（花土僚归搭头土花土僚归搭头土））

（（66）、）、壮、傣各支系的自称和数10数
（7）、云南文山壮、傣自古是开垦稻田种水稻维生

（8）、云南文山壮、傣自古种水稻维生



（（11））aa、壮族濮侬支系（侬仰、侬赌、侬道、侬、壮族濮侬支系（侬仰、侬赌、侬道、侬 傣、侬鸠）傣、侬鸠）



（（22））aa、壮族沙支系（布依、布越）、壮族沙支系（布依、布越）



（（33））aa、壮族土支系（搭头土、平头土、尖头土、偏头土、花土老）、壮族土支系（搭头土、平头土、尖头土、偏头土、花土老）



（4）a、濮傣（花土僚、偏头土僚）



（（55））aa、濮傣（旱傣、水傣）、濮傣（旱傣、水傣）



（6）a、壮、傣各支系的自称和数10数



（7）a、云南文山壮、傣民族自古开垦稻田种水稻维系生存



（8）a、云南文山壮、傣民族自古种水稻维系生存



5a5a、壮傣民族传统文化获得保护的神秘土地、壮傣民族传统文化获得保护的神秘土地

————文山文山

•• 数千年来，文山州东面和西面的汉文化严数千年来，文山州东面和西面的汉文化严

重地冲击着壮傣民族传统文化，而文山这重地冲击着壮傣民族传统文化，而文山这

块秘境仍然保留着自己丰富的传统文化。块秘境仍然保留着自己丰富的传统文化。

视频：视频：

（（11）、稻草人舞）、稻草人舞

（（22）、青蛙舞）、青蛙舞

（（33）、铜鼓舞）、铜鼓舞



（1）a、稻草人舞



（2）a、青蛙舞



（3）a、铜鼓舞



6a6a、文山的壮傣民族崇拜、文山的壮傣民族崇拜

原始宗教原始宗教————““ 摩教摩教””

• 文山州的壮傣民族承传着古老的“摩教”， 使

壮傣社会千百年来得以和谐发展



6a6a、原始宗教、原始宗教————““ 摩教摩教””



二二bb、壮族原生宗教、壮族原生宗教————摩教的形成摩教的形成

1、壮族摩教产生于远古先民的三界观（天地水）

2、先民崇拜的“勐荣”“勐星”阴阳两界观

3、先民的“万物有灵”、“多神崇拜”的原始宗教信仰

4、壮人追求“人神共娱”的和谐的大千世界

5、有与鬼神沟通的“乜摩”和“博摩”继世传承

6、有摩教经书的传承

7、壮族摩教的继世承传者壮族摩教的继世承传者

8、继世承传丰富的摩教典籍继世承传丰富的摩教典籍

9、有摩教法器摩教法器

10、特殊的祭祀供品（传统美食）祭祀供品（传统美食）

11、摩教伴随着壮族社会经历了五个阶段摩教伴随着壮族社会经历了五个阶段

12、壮族生活离不开摩教壮族生活离不开摩教



1b、壮族摩教产生于远古先民的三界观（天地水）



2b、“勐荣”“ 勐星”阴阳两界观



2b、乜摩与阴界神灵沟通



3b、“万物有灵”、“多神崇拜”（原始宗教信仰）



3b1、铜鼓也有灵



4b、追求“人神共娱”的和谐的大千世界



5b、与鬼神沟通的“乜摩”和“博摩”继世传承



（1）b、与神灵沟通的乜摩



（2）b、与神灵沟通的乜摩



（3）b、博摩的产生



6b6b、壮族摩教的承传者、壮族摩教的承传者

•• （（11）、乜摩、乜满、乜档、娅满、娅档、娅塞、）、乜摩、乜满、乜档、娅满、娅档、娅塞、

乜塞乜塞

•• （（22）、博摩、濮摩、佬摩）、博摩、濮摩、佬摩



（（11））bb、乜摩、乜满、乜档、娅满、娅档、娅塞、乜塞、乜摩、乜满、乜档、娅满、娅档、娅塞、乜塞



（（22））bb、博摩、濮摩、佬摩、博摩、濮摩、佬摩



7b、摩教经书的传承



8b8b、摩教典籍、摩教典籍

• （1）、“师多巴”（骨刻历算器）

• （2）、“师多再”（鸡卜经）

• （3）、“师洛彩”（鸡蛋卜）

• (4)、“ 师摩”（摩经）

• （5）、“师万湳”（秘经）

• （6）、“邦版”、“邦众”（神图）



8b8b、摩教典籍、摩教典籍



8B1、摩教书籍



9b9b、摩教法器、摩教法器

• （1）、铜鼓

• （2）、水牛角卦（股甲）

• （3）、刀、剑（八、刃）

• （4）、剪刀、秤砣、卦签

• （5）、扇子

• （6）、鸡蛋

• （7）、稻穗

• （8）、茅草



（（11））bb、摩教法器（乜摩使用）、摩教法器（乜摩使用）



（（22））bb、摩教法器（博摩使用）、摩教法器（博摩使用）



10b10b、祭祀供品、祭祀供品

• （1、）战俘（远古）

• （2、）牛（水牛或黄牛）、羊、猪、狗（仅祭吃

狗的神）

• （3、）鸡、鸭、鸟（鹅）

• （4、）米饭、糯米粑类、有色糯米饭

• （5、）米酒



（（11））bb、祭祀供品（糯食类）、祭祀供品（糯食类）



（（22））bb、祭祀供品（畜禽类）、祭祀供品（畜禽类）



11b11b、摩教伴随着壮族社会经历了五个阶段、摩教伴随着壮族社会经历了五个阶段

（1）、“乜弘”制mei31ho ŋ44母系氏族社会（原始社

会）——中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早期

（2）、“博弘”制po31ho ŋ44父系氏族社会（原始社

会）——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器时代早期

（3）、“博版”制po31ban44 氏族联盟（奴隶制初期）—
—青铜器时代

（4）、“宙町”制ʨou33din35 部族国家“句町古国”（奴隶

制时期）——青铜器时代

（5）、“宙那”制ʨou33na44部族联盟（封建社会）——



12b12b、壮族生活离不开摩教、壮族生活离不开摩教

（1）、人生礼仪

（2）、传统节日

（3）、消灾祈福



（1）b、人生礼仪



（1）b1、博摩在丧葬仪式上送摩经



（2）b、传统节日



（3）b、消灾祈福



三c、壮族摩教的社会功能及优秀传统优秀传统

• 1、凝聚族人

• 2、规范人伦道德

• 3、营造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



1c、凝聚族人



2c、规范人伦道德



3c、营造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



3c1、摩教的社会功能



四d、壮族摩教是世界上最原始的宗教

1、稻作民族为掌控自然，借助摩教

2、壮族摩教是世界上最原始的原生宗教之一



1d、稻作民族为掌控自然，借助摩教



2d、摩教是世界上最原始的原生宗教之一



五五ee、、壮族摩教在全球化时代的障碍壮族摩教在全球化时代的障碍

• 壮族原始宗教的核心思想是传承稻作文明。

• 壮族一年四季的宗教活动围绕稻作生产来开展。

• 壮傣的发展史，是稻作文明史。

• 壮傣民族先民在一万年前就发明水稻人工种植技术。

• 壮傣民族是对人类有贡献的民族，是伟大的民族。

• 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仅

靠种植水稻维系生存的壮傣民族已经变成弱势群体，变

成贫困群体。壮族崇拜的摩教已经成为壮族人民进入全

球化时代的障碍。



王明富出生在云南省文山州壮族濮侬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