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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云南少数民族绘画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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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云南少数民族绘画典籍种类丰富：彝族 “百乐书”是毕摩使用的一种图文并茂的签卦书，画面内

容以人为主，带有较浓郁的生活气息；瑶族的神像挂画风格和汉族门神画类似，《合婚书》插画线条简

洁，构图朴拙；壮族神像挂画造型丰满，容貌刻画细腻；傣族布萨堂画卷笔触大胆，文身图谱以动物昆

虫、植物花纹等为主，占卜书画风写实，带有明显的傣族特色；纳西族绘画色彩鲜明，人物造型生动，

既有藏传绘画的风格，又有纳西族的传统特色。

关键词：云南少数民族；绘画典籍；百乐书；神像挂画；傣文典籍；神路图

中图分类号：Ｊ１９３；Ｊ２０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６３９（２０１８）０１－０１０１－０７

ＤＯＩ：１０１４０９１／ｊｃｎｋｉｋｍｘｙｘｂ２０１８０１０１６

ＯｎｔｈｅＥｔｈｎｉｃＣｌａｓｓｉｃｓｏｆＹｕｎ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ＺＨＡＯＪｉｎｇ
（ＹｕｎｎａｎＦｉｎｅＡｒｔ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Ｋｕｎｍｉｎｇ，Ｙｕｎｎａｎ，Ｃｈｉｎａ　６５００３４）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ｖａｒｉｏｕｓｔｙｐｅｓｏｆｔｈｅｅｔｈｎｉｃｐａｉｎｔｉｎｇｃｌａｓｓｉｃｓｏｆＹｕｎｎａｎＹｉｐａｉｎｔｉｎｇｃｌａｓｓｉｃＢａｉｌｅｗａｓｕｓｅｄｂｙＢｉｍｏ，ｉｔｈａｓｍａｎｙ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ｔｈｅｐｉｃｔｕｒｅ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ｍａｎｙｐｅｏｐｌ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ｔｈｅｌｉｆｅｏｆＹｉｐｅｏｐｌｅＹａｏｐｅｏｐｌｅｖａｌｕｅｔｈｅｐａｉｎｔｉｎｇｓｏｆｇｏｄｓ，ｉｔｓｉｍｉｌａｒｗｉｔｈｔｈｅ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ｓｏｆｄｏｏｒｇｏｄｏｆＨａｎｐｅｏｐｌｅ；ｔｈｅｐｉｃｔｕｒｅｓｉｎｔｈｅｂｏｏｋｏｆＨｅｈｕｎｗｅｒｅｃｏｎｃｉｓｅＴｈｅｐａｉｎｔｉｎｇｓｏｆｇｏｄｓｏｆＺｈｕａ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ｆｕｌｌｎｅｓｓｆｒｉｖｏｌｉ
ｔｙ，ｔｈｅｆｉｇｕｒｅｉｓｖｅｒｙｖｉｖｉｄＴｈｅｓｃｒｉｐｔｕｒｅｏｆＢｕｓａｔａｎｇｏｆＤａｉｐｅｏｐｌｅ，ｏｗｎｂｒｉｇｈｔｃｏｌｏｒｓａｎｄｂｏｌｄｓｔｒｏｋｅｓ；Ｔａｔｔｏｏｍａｐ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ａｎｉｍａｌｓ，ｉｎ
ｓｅｃｔｓ，ｐｌａｎｔｓａｎｄｆｌｏｗｅｒｓ；ＴｈｅＤｉｖｉｎａｔｉｏｎｂｏｏｋ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ｏｆＤａｉｐｅｏｐｌｅ，ｄｒａｗｉｎｔｈｅｓｔｙｌｅｏｆｒｅａｌｉｓｍＴｈｅＮａｘｉ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ｃｌａｓｓｉｃｓ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ｄｏｆｓｃｒｏｌｌｐａｉｎｔ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ｐｌａｔｅｐａｉｎｔｉｎｇ，ｐｉｃｔｕｒｅｃｏｐｙｂｏｏｋａｎｄｔｈｅｐｉｃｔｕｒｅｓｏｆＤｉｖｉｎａｔｉｏｎｂｏｏｋ，ｅｔｃ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ｓｉｎＹｕｎ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ｐａｉｎｔｉｎｇｃｌａｓｓｉｃｓ；ｂａｉｌｅｂｏｏｋ；ｔｈｅｐａｉｎｔｉｎｇｓｏｆｇｏｄｓ；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ｉｃｓｏｆＤａｉｐｅｏｐｌｅ；

ｄｏｎｇｂａｓｃｒｏｌｌｐａｉｎｔｉｎｇ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５０００人
以上的世居少数民族有２５个，除回族、水族、满族
３个少数民族已通用汉语外，其余２２个少数民族使
用着２６种语言 （有的民族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语

言），其中１４个民族拥有２３种文字或拼音方案 （有

的民族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字），并留下了卷帙浩

繁的民族古籍。据统计，云南散藏民间的藏文古籍、

纳西东巴文和哥巴文古籍、彝文古籍、壮文古籍、傈

僳文古籍、白文古籍、普米族韩规古籍、傣文古籍、

瑶文古籍、布依文古籍等共计有１０万余册 （卷）。［１］

在云南少数民族古籍中，绘画典籍独树一帜。

云南少数民族绘画典籍是各民族先民创造的重要文

明成果，为我们今天探究云南各民族的历史文化、

绘画艺术、宗教信仰提供了充实的材料 （见图１、
图２、图３）。



云南少数民族的绘画典籍形式多姿多彩。目

前发现和收集到的云南少数民族绘画典籍主要有

彝族的 “百乐书”；瑶族的神像挂画、合婚书；

壮族的神像挂画、神图长卷、摩经绘画；傣族的

布萨堂画卷、文身图谱、占卜经绘画；普米族韩

规的塔朗图；纳西族的卷轴画、纸牌画、画谱、

占卜经绘画等。这些绘画典籍的尺寸大小不一，

载体丰富，表现手法多种多样。从一个侧面折射

出云南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丰富性和独特性。

当前，学界对各民族民间绘画典籍的收集、整

理、研究程度参差不齐，对绘画内容的了解和释

读亦有差距。如对纳西族绘画典籍的收集、研究

起步较早，基本可以确定每一幅绘画和每一部典

籍的具体名称，但对彝、壮、瑶、傣等民族的绘

画典籍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释读、命名尚有难

度。本文由于受现有资料所限，对有的典籍绘画

实不敢妄加推断，只能做些简单的、直观性的说

明和评析。望本篇论文为引玉之砖，能获得更多

专家、学者对云南少数民族绘画典籍的关注并参

与对文化内涵深广、历史价值珍贵的云南绘画典

籍进行深入、系统、缜密的研究，为有效保护、

传承这一重要文化艺术做出应有的贡献。

一、彝族百乐书绘画

彝族是云南一个古老的民族，他们拥有自己的文

字，汉文古籍称其为 “夷经”“爨文”“罗罗文”等，

现统称老彝文。彝族先民用老彝文撰写了丰富的文献

典籍和数量众多的金石铭刻，内容涉及政治、军事、

哲学、宗教、历史、地理、语言、文字、文学、艺

术、天文、历算、医药、卫生等方面。有的彝文古籍

抄本配有插图，流传在云南南部一带毕摩使用的签卦

书———百乐书即是其中的一种 （见图４）。

“百乐”系彝语音译，意为 “签卦”，百乐书

即签卦书。这类签卦书一般是根据人的出生年、

月、日、时占卜推算人一生的福禄命运，包括子

嗣、房屋财产、身份地位、灾祸、寿岁、运势等。

百乐书一般设签线３２至６０根不等，多者达７０余
根，供求卦者使用。每一签对应一幅彩色签画和一

段老彝文注释。彝文注释与绘画内容有一定联系，

但注释内容并不局限于绘画。在编排上，有上图下

文，或左图右文，或一页文字一页绘画，图文并

茂。保存至今的百乐书成书时间大多是在清朝晚

期，流传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大部分书已经有一定

程度的损毁。这些绘画虽然历经百年风雨，但色彩

依旧明艳，基本保持着原有的风貌，再加上一旁风

格独特的老彝文映衬，让人顿时感到一种民族沧桑

感和历史厚重感。同时，也被彝族人民的智慧和丰

富的想象力深深折服。整个画面生动直观，造型简

单明了，笔触简洁灵活，线条流畅粗放，从绘画场

景所反映的内容，读者大致可以猜出此卦是吉卦还

是凶卦。画面内容以人为主，有君、臣、师、工匠、

百姓和奴隶等形象，带有较浓郁的生活气息。值得

关注的是百乐书虽是彝族毕摩使用的签卦书，但书

中人物的服装、发型、头饰大多为明清时期中原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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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打扮，大部分绘画上还留有汉字标识。这些细

节从侧面反映出彝族文化和汉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二、瑶族神像挂画

瑶族主要由秦汉时期长沙蛮、武陵蛮的一部分

发展而来。至明清时期，瑶族从广东、广西等地大

量迁入云南。瑶族在历史上经过数次迁徙流动，形

成大分散、小聚居的居住格局，导致瑶族绘画发展

相对缓慢。现存于民间的绘画以神像画为主，并有

少量的装饰画。宋元以后，民间画工还创作了一些

壁画、年画、版画和用于道教仪式的水陆画。神像

画是瑶族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流

传在信奉瑶传道教及盘瓠的瑶族支系中。神像画内

容丰富，种类繁多，形式多样，涉及人物众多。有

三清像、玉皇像、圣主像、天师像、元帅像、将军

像、海幡像、太尉像等。在瑶族道师举行的仪式中，

会使用大量的神像画，神像画不仅有解释和指引科

仪的作用，还可以装饰神坛。这些神像画带有浓郁

的乡土气息，风格和汉族的门神画类似 （见图５、
图６）。其中一幅名为 “众圣宫”的神像画非常引人

注目，画面上画有４８个人物形象，每个人的面部表
情、服饰、坐骑都各不相同，在十分有限的画面上，

能把如此众多的人物表现得栩栩如生、神态各异，

充分展现了瑶族画师精湛的绘画技艺 （见图７）。

大道桥画是神像画中尺寸较长的画轴，一般长

达５ｍ左右，画面人物有近７０个，各类坐骑１０余
种，以全景的形式再现了瑶族人死后升天的过程。

画面中出现了一位三头六臂的观音菩萨形象，这与

观音菩萨在瑶族地区普遍流行相吻合。大道桥画

中，对五旗兵马的描绘带有浓郁的瑶族特色，其发

式、服饰如 《后汉书·南蛮传》等古文献所记载

的 “衣布徒铣” “或椎髻” “或剪发”，为典型的

瑶族发式 。［２］神像画的构图、设色、人物形象等皆

与道教神像画相似度极高，沿袭了唐代以来道教绘

画 “重彩勾填”的技法，画面红、黄、蓝、绿、

黑五色间用，色彩鲜艳，体现出一种崇高、热烈、

严肃的画面气息。人物造型着力于表现面部神态及

法事动态，延续传世道教绘画惯用的 “主大从小”

的处理手法，以主神为画面中心，对主神的描绘以

正面为主，而对次神的描绘则以侧面为主。构图庄

重，人物等级分明，惯用中心构图法与排列式构图

法。《合婚书》主要流传于瑶族民间。经籍采用上

图下文的形式，分栏说明五行的相生相克、合婚禁

忌等内容。每一条五行搭配都有对应的素描插画作

解释，插画一般为单色绘制，线条简洁，人物造型

抽象夸张，技法和构图较为朴拙。

三、壮族神像挂画

壮族是我国岭南一带的土著民族，由古代越

人的一支发展而来。云南的壮族，主要分布于文

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和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壮

文古籍，种类广、数量多，有记录摩教仪式、经

文、教义的 《摩布洛陀》《摩荷泰》《麻仙》《德

傣掸登俄》，有反映朴素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叙事

长诗、古歌，如 《盘古歌》 《卜伯》 《摩则杜》，

亦不乏展现绘画艺术的 《鸡卜经》及宗教绘画

“莱摩”。壮族信奉原始的摩教，崇拜祖先，崇尚

自然，为满足宗教需要，摩教 祭司 “博摩”（男

祭司）和 “乜满”（女祭司）绘制了一系列配合

摩经使用的宗教画，并传承至今，壮族神像挂画

就是其中主要的一类。挂画载体多为土纸，以神

像画为主，神像造型丰满，容貌刻画细腻。这类

绘画兼具艺术性和实用性，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和功利性，隐含借 “神”避邪的世俗观念。神图

长卷是壮族摩教特有的宗教神图画卷，由祭司传

承使用。其特点是绘于壮家自制的土麻布上，通

过这种纹理粗糙的布纹映衬，使绘画别有一番特

色。画面中绘有布洛陀、召领、日神、月神、雷

神、水神以及战争、祭祀、交媾、劳作等内容。

举行丧葬仪式、祭扫仪式时，祭司都要悬挂神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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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卷，他们认为有神灵的保佑，方能实现仪式目

的。摩经绘画以预测吉凶祸福的签卜类绘画典籍

数量较多，其中 《鸡卜经》最具代表性。鸡卜，

亦名鸡骨卜，是一种广泛流传于古越人及其后裔

壮族的占卜法，书中多以彩绘人物作图解，构图

简单直观 （见图８）。

四、傣族典籍绘画

傣族源于古代百越民族，自称 “傣” “傣泐”

“傣纳” “傣雅” “傣绷”等。主要分布在云南德

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等河谷

平坝区。傣文典籍卷帙浩繁，按载体材料可分为贝

叶古籍和纸质古籍两种，形制不一，有梵夹装、经

折装、线装多种形式。内容丰富，除数量众多的佛

经外，还有各种祭祀占卜、文学艺术、历史地理、

天文历法等方面的著述，在傣族历史文化各领域研

究中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布萨堂画卷为线订册页

装，是一座布萨堂的建造图谱。按照中国南传佛教

组织管理体系，一般中心佛寺以上的佛寺才附设一

座布萨堂。画卷内用傣文介绍了经堂的选址、样

式、布局、装饰，画卷内外还绘制了佛本生故事，

展示了众多僧侣修行的图片。背景以几何形线条衬

托，如菱形、竖线、曲线等，笔触大胆、随意，感

官不拘于一个空间，有一定的层次感和立体感。与

中国传统绘画风格截然不同，有浓郁的异域风情。

画面既跳跃，又不失整体性，带给人一种特殊的艺

术体验 （见图９）。

　　文身图谱是供文身师传承、参考使用的传世图
谱书。涵盖咒语、经文、文身、护身符等内容，可

分为纯文字咒符、文字和图案组合而成的咒符两

类。这类图谱，以几何图案、人形图案、动物昆

虫、植物花纹、生产工具等为主。文身图谱主要依

靠人体活态、文身师头脑记忆和口耳相传的方式来

传承，是傣族传统书籍类型之一。除具有一般书籍

的功能和特点外，还具有图文并茂、版本多样和实

用性强等特征，具有丰富的学术价值。占卜书是傣

族人民根据人的生辰八字和属相等，利用星相、天

干地支等相互关系通过一定程序的计算来推断此人

的命运、住宅、婚恋、财产、寿命等各方面情况的

书籍。此类书带有明显的傣族特色，画面中的男女

着傣族服饰，有竹楼、椰树、大象等民族特色浓郁

的实物，绘画画风偏向写实风格。

五、纳西族典籍绘画

纳西族绘画典籍数量多，按其载体可分为卷轴

画、纸牌画、画谱和占卜经绘画等类别。神路图是卷

轴画中最原始、最有代表性的巨作，也是纳西族绘画

中艺术水平较高的画作，享有 “古代宗教绘画第一长

卷”的美誉。神路图一般长１０ｍ，最长可达２０ｍ，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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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ｃｍ左右，整个画卷分为地狱、人类世界、自然天
国、天国四个部分，虽然历经百年沧桑，画面色彩依

旧鲜明、艳丽，人物造型生动、个性鲜明，既有藏传

绘画的风格，又有纳西族的传统特色 （见图１０）。

　　神路图画面色彩之所以能保持原貌，与东巴
绘画特殊的颜料是分不开的。东巴画颜料以矿

物、植物、动物为原材料，画出的画不仅可以长

期保存不褪色，还有防虫的作用，这为东巴画的

保存和传世提供了可能。神路图主要描述了死者

亡灵要经过地狱、人间、自然界、天堂等各阶段

的具体场面。画面所描绘的鬼、神、人形象多达

３６０多个，各类奇禽怪兽有７０余种。这些形象的
描绘除了受东巴教的观念影响之外，还吸收了多

种宗教思想。如鬼界所反映的惩罚亡灵之刑法既

有纳西族的传统伦理思想和习俗，又融入了汉传

佛教的十殿阎王和十八层地狱之说，以及藏传佛

教地狱观所反映的内容。［３］神路图中还有印度婆

罗门教的神灵形象和观念，如丽江东巴文化研究

院收藏的一部神路图中有长着 ３３颗头的白象和
３３座神房。据美国人类学家、植物学家约瑟夫·
洛克考证，这实际上源于婆罗门教，反映了印度

教所信奉的空界首席大神、雷电神、战神因陀罗

和他所居住的宫殿。但这类内容没有出现在藏

族、蒙古族宗教及其他东方宗教的绘画和典籍

中，却见于缅甸一些反映宇宙论的典籍中。神路

图在纳西族传统文化、绘画艺术和文化交流史等

方面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一）卷轴画

卷轴画是东巴绘画艺术迈入发达阶段趋于精

熟的标志。每幅卷轴画主要画一尊大神和战神。

主要大神有萨依威德、依谷窝格、东巴什罗，战

神有郎究敬究、卡冉、格控、瑞格、扭扭优麻

等。卷轴画主要用于东巴教仪式中，挂于神台上

方。绘画中，主神居中，四周有战神、神明东

巴、鹏、龙、狮、白牦牛、红虎及各种东巴教的

吉祥符号，内容非常丰富。由于不同地区民间艺

术风格的差异和东巴画师对绘画形象的不同理

解，即使是同一尊神，其画面的格调、表现手法

和该神的姿态也呈多种多样，没有固定的模式。

卷轴画构图紧凑、层次分明、笔法工整、色彩艳

丽而多变，格调庄严，画面讲究对称、均衡。卷

轴画中还有一些装饰性的动物画卷，如青龙与黄

龙、绿龙等，这类卷轴画在祭祀时，挂在神坛前

方，显示神兽守卫着神坛，彰显威严的气势与肃

穆的场面 （见图１１）。

卷轴画在纳西族传统艺术风格的基础上，吸

５０１第１期　　　　　　　　　　　　　　赵　婧：论云南少数民族绘画典籍



收融合了汉传佛教、道教和藏传佛教的画风画

艺，特别是受元、明以来藏传佛教唐卡的影响较

为明显。因此，卷轴画对研究东巴文化的形成及

其与汉、藏文化的交流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与重

要的学术价值。

（二）纸牌画

纸牌画是把各种神像画于特制的硬纸牌上，用

于宗教仪式中的一类东巴画。主要有神像纸牌画、

五方战神纸牌画、五方神明纸牌画、拉姆女神纸牌

画、五幅冠、动物纸牌画、占卜纸牌画、八宝纸牌

画、卢神沈神纸牌画等。纸牌画的特点在于轻便、

易于携带，一旦制作成型，便可数次使用。遇到突

发事件，如妇女难产、人畜突发疾病时，需东巴赶

到现场马上做小仪式，木牌画难以适应人们求急求

快的心理，随着造纸术的发明与传播，纸牌画应运

而生。

纸牌画的绘画手法非常精细，即便在一张小小

的纸牌上，也把人物、动物的细节做了细致地勾

勒，使整套纸牌画有一种小巧精致之感。色彩使用

跨度极大，有以亮色———黄色、红色、绿色为主色

的，如中央民族大学收藏的拉姆女神纸牌画等

（见图１２）；也有以棕色、黑色、暗红、蓝色等为
主色的，如丽江市玉龙县图书馆收藏的东方神明纸

牌画等。各类纸牌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风格，带

给读者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感。

（三）画谱

画谱，纳西语称 “课苯”，意为 “木牌画画

谱”，供东巴初学绘画之用，亦为东巴在仪式准

备过程中临场制作木牌的蓝本或参考范本。画谱

按内容来分可分为通用的综合性画谱和单一画

谱。画谱内容涉及广泛，有祭署、祭风、禳垛

鬼、超度能者、超度东巴什罗等。有色彩艳丽的

着色画谱，也有单纯的素描画谱，内容丰富，画

法既规范又不失个性，技艺高超。凡举行大型祭

祀仪式时，都需要制作大量的木牌画，涉及神癨

鬼怪、奇禽、灵兽的种类多达上千种，东巴们为

了完整保留和传承这种仪式，不让东巴祭祀活动

失传、误传而绘制了画谱。画谱是木牌画艺术发

展的产物，也是东巴祭祀活动不断发展完善的表

现 （见图１３）。

（四）占卜经绘画

占卜经是纳西族先民在占卜吉凶祸福活动中使

用的经书。这类经书种类繁多，传承至今的有羊骨

卜、鸡骨卜、手指卜、巴格卜等数十种占卜。但有

绘画的占卜经数量不多，占卜经中的绘画一般与经

文配合使用，占卜时须由东巴解释。占卜经中的色

彩以红、黄、蓝为主，有的只用红色稍作点缀，整

个画面色彩暗淡，画风抽象，给人一种古朴、神秘

的感觉 （见图１４）。

纳西族绘画典籍与东巴文化密不可分。如木

牌画、纸牌画、卷轴画主要用于各种不同的东巴

教仪式中；纸牌画用于应急的东巴小仪式中；神

路图用于传统的丧葬仪式中。同时，纳西族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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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籍与东巴经也有着紧密的联系。例如 “署”这

个形象，在东巴举行的众多祭祀中祭署仪式占有

相当重要的地位。东巴经中，署是自然神，它的

性质居于人类、神灵、鬼魔之间。它有神性，可

以上天入地，属于水神，掌管大自然；它有人

性，与人类是同父异母的关系，有与人类友好相

处的一面，也有与人类争斗的一面；它有魔性，

与恶神狼狈为奸，时常兴风作浪，与人类为敌。

署的种类繁多，形象善变，不同种类就有不同的

绘画形象。有人身蛇尾、蛙身蛇尾、兽身蛇尾等

形象。［４］东巴经中关于署的记录，为署形象的创

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东巴文化是纳西族绘画典

籍产生、发展的土壤，东巴文化在文化价值观、

整体观、宗教观、艺术观等方面影响、渗透到绘

画典籍中，使得这部分绘画带有东巴教的文化风

格、艺术特质。

六、云南少数民族绘画典籍的价值

云南少数民族绘画典籍承载着丰富的民族历史

文化内涵，展示了云南少数民族众多的绘画风格。

无论是画风质朴的百乐书、神像挂画，还是绘画技

艺精湛的卷轴画、画谱，都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审

美视角，带给我们一种特殊的美的体验，引导我们

进一步探寻它的文化内涵，艺术特性。云南少数民

族绘画典籍亦是一片待开发的沃土，它对于保护各

民族文化遗产，弘扬各民族优秀文化，增进民族团

结，促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等方面具有重

要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各级党委、政府的

领导下，经过几代古籍工作者筚路蓝缕的努力，云

南少数民族典籍在抢救保护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

绩。但是，仍面临许多挑战。少数民族典籍多散存

于民间，由于保管不善和传承人去世等诸多原因，

许多古籍处于濒危状态，抢救保护迫在眉睫。希望

有更多的专家学者关心、关注云南少数民族绘画典

籍，为保护好、传承好它尽一份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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