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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全书》总序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蔡国英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宁夏人民出版社历经三年时间，组织策划编写了《中华

民族全书》，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

这套《中华民族全书》主题鲜明，彰显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而不同”

的理念，执著追求：充分展示 56 个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全面探寻 56
个民族波澜起伏的历史轨迹；深刻解读 56 个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真切

反映 56 个民族生机勃勃的发展前景。 在尊重历史的基础

上，以新的视角挖掘民族文化的题材，提炼民族文化的丰厚资源，使之脉络

清晰，连贯自然，富有时代感。 本套丛书由 57 卷组成，

由各民族学者独立完成，在 56 个民族 56 卷书的基础上推出一卷《中华民族》，

既体现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原则，又全面地介绍各民族的概况、社会

文化、族际交往等。 丛书体例统一，篇章结构完整，各

分卷相对独立，保持了严谨规范的编著风格。 编者对于

重大题材进行反复论证，对于细节认真斟酌，立项严谨，编著严格，审读

严肃。 记述准确，笔墨生动，图文并茂，创意新颖。

如有关家庭礼仪、取名习俗、婚姻习俗、节庆习俗等社会文化的介绍，让

读者在趣读中增长知识，引发想象。总之，这是一套反映中华56 个民族历

史文化知识的普及性读物。

历史是一面镜子，文化是精神、是脊梁。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通过大量

阅读和深刻领悟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对于进一步激发爱国热情，坚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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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念，献身爱国事业，增强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凝聚力，对国家的长治久

安，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有意义的。希望这套丛书能

够给读者呈现出 56 个民族丰富多彩、波澜壮阔的美丽画卷，为第 22 届全

国图书交易博览会献礼。

是为序。

2012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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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中国是一个民族成分多元的国家，56 个民族用异彩纷呈的文化装点着祖

国大地。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中华民族文化，既包括了汉族文化，

也含有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没有少数民族独特的创造和巨大的贡献，

中华民族就不会发展壮大。珞巴族生活的地区相对闭塞，长期以来，政治、

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呈现出独特的发展特征，虽然较为滞后，但对伟大祖国

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珞巴族逐渐形成一种追求

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保卫祖国边疆、大力推动祖国建设的美德。

在喜马拉雅山东段南侧，有一片广袤的区域———珞渝地区。“珞渝”是

藏语音译，意为西藏的“南方之地”，是珞巴族的故乡。珞渝地区总面积约 4

万平方千米，群山、河流星罗棋布。垂直气候带呈现出来的奇异的自然景观

和地理环境，养育了这一方独特的人文景观。珞巴族用非常贴切的谚语来形

容这种气候：“隔沟如隔世、一山有四季。”气候的多样性必然会孕育丰富的

自然资源，珞渝及周边地区想当然地成为动植物繁衍生长的理想家园，因而

这里成为富含资源的自然宝库。

珞巴族主要分布在西藏自治区东南部，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南侧，雅鲁藏

布江的珞渝地区及米林、隆子、墨脱、察隅等县，另有少数散居在拉萨、林

芝、山南等地。由于我国的珞巴族绝大部分生活在被印度非法占领的广大地

区，所以对其总人口尚不能进行精确统计，据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

计，我国境内的珞巴族共计 3340 人，其中绝大多数生活在西藏自治区。

“珞巴”意为“南方人”，是藏族对居住在珞渝及附近广大地区的人们的

惯称，因其居住的地域而得名。在珞巴族内部，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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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以不同的部落名称相称，如：博嘎尔、德根、米辛巴、米古巴、达额母、

希蒙、坚波、崩尼、崩如等，由于大部分部落都生活在非法的“麦克马洪线”

以南 （印度占领区），无法做全面调查。

珞巴族是一个有着古老悠久的历史文化的民族，由于珞巴族历史上没有

自己的文字，因此几乎没有本民族的历史文献。据考古研究的资料判断，珞

巴族的祖先很可能是从喜马拉雅山北侧逐步向南迁徙的，但是这些发现仍不

足以勾勒出珞巴族族源及其发展的历史脉络，因此对其族源和历史的回溯目

前只能从口头流传的民间传说中寻找线索。珞巴族各部落中都流传着其祖先

由北向南迁徙的传说，综合珞巴族的神话传说、藏族的文献记载和近年来的

考古发现，大部分学者认为珞巴族是珞渝地区古老的土著居民与西藏东南部

数支古老群体融合而逐渐形成的。大概在青藏高原父系氏族社会形成之时，

有若干以狩猎为生的部落群体，翻越喜马拉雅山脉向珞渝地区迁徙，融入了

珞渝地区原有的土著群体，开始了南北群体的大融合，他们的后代子孙，可

能就是珞巴族的祖先。

珞巴族聚集的地区虽然较为闭塞，但仍与周边其他民族，尤其是藏族有

较多的往来。远在公元 7 世纪吐蕃王朝的松赞干布时期，珞渝地区就归吐蕃

王朝管辖。到了 15 世纪，藏族人不断进入珞渝地区，两个民族间的交流更为

频繁，藏传佛教成为两个民族交流的重要纽带。明末清初，格鲁派势力在西

藏兴起，五世达赖喇嘛受清王朝册封，逐渐掌握了西藏的地方政权，对珞渝、

门隅地区的统治也大大加强。约在 18 世纪，西藏地方政府将拉鲁庄园赐给八

世达赖喇嘛的父亲掌管，后来又将珞渝、米林一带赐给其家族，这种管理大

约延续到了 19 世纪中叶。19 世纪中叶，西藏地方政府把珞渝地区封赐给波

密土王作世袭领地。19 世纪 80 年代以后的约半个世纪内，波密土王管理广

大下珞渝地区的门巴族、珞巴族两族的事务。1928 年，西藏地方政府打败了

波密土王的割据势力，把墨脱交由色拉寺管理，色拉寺决定撤销噶朗央宗，

将其管辖范围划归地东宗，恢复达岗错建制。此后直至 1959 年前，西藏地方

政府对珞渝地区的管理都由寺庙、官家、贵族代表组成的“聂卡松”代行。

随着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全球扩张，殖民主义的侵略势力伸入中国。西

藏东南部的珞渝、门隅和察隅，是从印度进入藏区的必经之路，因而成为英

国侵略者的目标。英国殖民者侵略本性暴露后，珞巴族人民开始了反抗侵略

者的斗争，用弓箭、大刀对抗洋枪洋炮，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20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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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40 年代后，刚摆脱英国殖民的印度政府继承英国的殖民主义，趁中国内战

无暇顾及中印边界问题之际，强行非法占领“麦克马洪线”以南含珞渝、门

隅地区在内的广大中国领土，这些非法侵占行为激起了珞巴族各部落的愤慨，

他们用原始的工具与侵略者殊死斗争，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20 世纪五六十

年代，是珞巴族各部落与印度侵略者之间斗争的高峰期。

珞巴族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是目前中国境内使用范围最小，

使用人数最少的语言。内部方言、土语复杂，无文字，直到 1959 年民主改革

以前，珞巴族各部落仍处于刻木结绳记事的原始阶段，数字观念也比较差。

由于常年生活在深山峡谷中，交通不便，因此珞巴族与外部联系甚少，甚至

在本民族内部的各部落之间联系也极为困难，这种封闭的环境，使得珞巴语

内部也呈现多样性。珞巴族大致有三种不同的语言：义都语，流行于察隅一

带；崩尼—博嘎尔语 （现改称博嘎尔语），流行于雅鲁藏布江与门隅之间的广

大地区；苏龙语，流行于西巴霞曲以西至门隅一带。

珞巴族历史悠久，在长期的社会生产实践之中，形成了独具民族特色的

民间文学。由于珞巴族本身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由集体共同创造的民间文

化只能靠口头和行为方式代代相传。作品内容广泛，包括神话、氏族传说、

历史故事、谚语、谜语、祭祀祷词等内容，形式简洁明快，通俗易懂，与日

常生活紧密联系。这些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形式集中总结了珞巴族世世代代

生产生活中的经验，是民族文化和历史的整合，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珞巴族生活的地方物产丰富，为其采集和狩猎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场所，

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之前，珞巴族的社会还停留在以刀耕火种为主的农业和

以手工业、狩猎、采集、畜牧为辅的原始生产状态。至今在一些经济发展较

滞后的部落中，采集和狩猎仍是最主要的生产方式。新中国成立后，珞巴族

地区实现了社会改革，生产力水平日益提高，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等生产

方式迅速发展起来。

珞巴族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孕育了其多样的原始宗教信仰。原始

社会时期，珞巴族的生产力十分低下，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差，于是人们

就产生了对自然的依赖和恐惧感。人们细致入微地观察大自然，并赋予它们

以主观意识，从而产生了各种信仰形式以及相关的仪式活动和禁忌。珞巴族

原始宗教信仰建立在万物有灵和灵魂不死的基础上，因此便有了多种的崇拜

形式，如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鬼魂崇拜等，另外还出现了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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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仪式活动的巫师。珞巴族的原始宗教信仰，具有本民族的特点，它反映

了珞巴族的自然环境和生产特点，反映了其居住的地域特征和生活方式。珞

巴族的节日与其生产活动和原始宗教有密切的联系。除了与藏族人杂居在一

起的少部分珞巴族人与藏族人一道过藏历年外，各地的珞巴族人都有自己的

年节。例如“旭独龙”节、“调更谷乳木”节等。

珞巴族的婚俗文化产生的年代久远，有着极为鲜明的特色。珞巴族基本

上是一夫一妻的小家庭，严禁姑表婚，盛行姨表婚，历史上曾盛行买卖婚，

珞巴族的婚姻特点是氏族外婚和等级内婚相结合。珞巴族人地处偏远，与外

界交流较少，这使得他们还保存着较为古老的丧葬习俗。珞巴族人的葬俗有

土葬、水葬和树葬三种，土葬居多。

1951 年西藏和平解放，西藏境内的珞巴族人民也得以翻身，拥有了和

其他民族同等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1965 年，国务院正式批准珞巴族

为我国单一的少数民族。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珞巴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珞巴

族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并对其给予了特别的照顾，1988 年分别在西藏林

芝地区的墨脱县和米林县设立达木珞巴民族乡与南伊珞巴民族乡，又于

2010 年 11 月增设隆子县斗玉珞巴民族乡。改革开放以来，珞巴族社会进入

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政治、经济、文化事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珞巴族人

民过上了好日子。

弘扬珞巴族的民族文化，不仅是关系到珞巴族繁荣与进步的事业，更是

关系到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重大课题。鉴于此，本书秉承尊重历史的原则，

广泛比较和借鉴国内关于珞巴族的各类历史典籍和著作，力求平等客观全面

地还原珞巴族的民族文化。 《中国 56 个民族文化丛书》 之一的 《中国·珞巴

族》 卷，以“文化生态学”的理念，力求充分展示珞巴族丰富多彩的文化内

涵，全面探寻珞巴族波澜起伏的历史轨迹，深刻解读珞巴族自强不息的精神

气质，真切反映珞巴族生机勃勃的发展前景，积极推动珞巴族走向未来的团

结进步，着力加强珞巴族面向世界的交流沟通能力。

《中国·珞巴族》 将思想性、民族性、科学性、时代性贯穿其中，尽可能

做到既具权威性、知识性，又具趣味性、可读性；遵循丛书从“社会发展史”

到“文化生态学”的编写理念，以新的视角有效发掘出珞巴族文化的深层题

材，以此提炼丰厚的民族文化资源，进一步增强珞巴族文化发展的自信心与

创造力。 《中国珞巴族》 卷的编写尽可能吸取了最新的相关研究成果，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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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概况、物质文化、民间文化、社会文化、信仰文化、文化传承、族际交往、

文化人物、对祖国的贡献等方面，最大限度地向读者展示珞巴族丰厚的传统

文化资源，展示珞巴族文化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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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珞巴族概况

珞巴族是居住在西藏南部的古老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主

要分布在西藏自治区东南部，喜玛拉雅山脉东段南侧，雅鲁藏布江的珞渝地

区及米林、隆子、墨脱、察隅等县，另有少数散居在拉萨、林芝、山南等地。

他们勤劳、勇敢、热爱自由，长期以来，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

开发藏东南地区等作出了重要贡献。

据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我国境内的珞巴族共计 3340 人，

其中绝大多数生活在西藏自治区：林芝地区有 2778 人，其中米林县 1134 人，

墨脱县 1580 人，察隅县 64 人，米林县珞巴族占珞巴族总人口的 34%。①

“珞巴”意为“南方人”，是藏族对居住在珞渝及附近广大地区的人们的

惯称，因其居住的地域而得名。“珞”在藏语中还有“不开化的人”之意，

故另有解释认为因珞巴族长期生活在丛林地带，信仰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

而称其为“珞巴”有一些负面含义。在珞巴族内部，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

称谓，而是以不同的部落名称相称，如：博嘎尔、德根、米辛巴、米古巴、

达额母、希蒙、坚波、崩尼、崩如等 20 多个，由于大部分部落都生活在非法

的“麦克马洪线”以南 （印度占领区），无法做全面调查。近一个世纪以来，

英、印等国学者也对珞巴族进行了一些研究，称其为“阿巴达尼人”或者

“阿迪人”，意为阿巴达尼的子孙或大山人。

珞巴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内部方言、土语复杂，部落间有较大的语

言差别。由于常年生活在深山峡谷之中，交通极为不便，与外部联系极困

①由于我国的珞巴族绝大部分生活在被印度非法占领的广大地区，所以对其总人口尚不能进行精

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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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但各部之间的联系也极为困难，各部落之间处于相对独立封闭的状态之

下，这种地理环境、生存环境和发展环境，极大地影响着珞巴族社会文化的

发展，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说，这种对整个珞巴族社会文化的发展带来制约的

自然环境，使得珞巴族在民族文化上始终保持着纯朴、古老的充满原始理性

的特点。

在部落的分布上，自东向西依次为：靠近东部察隅的丹龙曲河流域住着

义都部落，向西为巴达姆部落，历史上称作白玛岗地区 （即现在的墨脱县地

带）。自北向南散布着的是米辛巴、米古巴、达额姆、希蒙等部落。其中：米

辛巴、米古巴两部落在现在的墨脱县境内。在白玛岗以南的雅鲁藏布江两岸

及其底抗河流域住着的是阿因、伯西、卡姆卡、潘其、波摩、坚波、卡可等

部落，在马尼岗、梅楚卡及其以南地区住着博嘎尔、博日、凌波等部落，在

凌波部落以南直至传统边界线住着的是民荣部落，民荣部落以西为加隆部落。

在博嘎尔部落的西南和西巴霞曲河流域东北地区是德根部落，在德根部落的

西北部一带至山南隆子县境内，杂居着巴依、玛雅、纳等部落，再往南部和

西南部是崩如、崩尼、迦龙、登尼等部落。在靠近西部门隅地区还有鲁苏、

达姆美、布根等一些小部落。这些大大小小的 30 多个部落，散居在群山深谷

之中。由于交通极度不便，相互之间极难沟通交流，形成 30 余种不同的方

言，构成独特的珞巴文化。

在喜马拉雅山东段南侧，有一片广袤的区域———珞渝地区。“珞渝”是

藏语音译，意为西藏的“南方之地”，是珞巴族的故乡，与之北缘毗连的墨

脱、林芝、米林、隆子等县也有珞巴族居住。珞渝地区北依喜马拉雅山脉，

与藏区相望；西衔西巴霞曲河，与门隅相连；东以丹龙曲河为界，与察隅接

壤；南抵布拉玛普德拉河流域北缘，与印度毗邻，总面积约 4 万平方千米，

珞巴族各部落

博
嘎
尔

德

根

米
辛
巴

米
古
巴

达
额
姆

希

蒙

坚

波

民

荣

崩

尼

崩

如

巴

依

玛

雅
纳

迦

龙

登

尼

博

日

凌

波

…
…

表1：珞巴族各部落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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