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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说起西藏，很多人都会联想到藏族。不过，你知道吗？在西藏不

仅有藏族，还有在这里世居的其他少数民族，例如，门巴族和珞巴族。

其中，珞巴族更是少数民族中的少数，经常有人称之为我国 “人口最

少的少数民族”。目前，在我国实际控制线内的珞巴族人口不足

４０００人。

谈起珞巴族，首先就会联想到我国老一辈民族学家李坚尚先生曾

在 《喜马拉雅寻觅》一书中，生动记叙了珞巴族达戈兄弟年轻时与熊

搏斗的传奇经历。如今，昔日的狩猎英雄成了孤独的放牧者，珞巴人

似乎已经忘记了那个当年英姿勃发、骁勇无比的达戈。然而，达戈却

平静而祥和地接受着生活的改变。在达戈的身上有着怎样的过去？他

到底经历了多少传奇？如果你想了解昔日珞巴族猎人的故事，那么，

就和我们一起走进喜马拉雅山脉深处，共同感受珞巴族的历史和文化

变迁。

珞巴族自古就生活在喜马拉雅山南麓高山峡谷地带的珞渝地区，

那里雨水充沛、土地肥沃、河流纵横。“珞渝”意为南方，“珞巴”是

藏族对他们的称呼，意为 “南方人”。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之前，珞巴族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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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本民族的统一族称，各部落以部落名自称或彼此相称，各部落方

言差别较大，没有自己的文字。珞巴族的起源至今无人能够说清楚，

据说是由生活在这一带的古老群体中的一支或数支 “蕃”繁衍而来。

即使在藏汉文著作中，有关珞巴族的文献资料也极为缺乏，流传下来

的也只是一些美丽的神话传说。

珞巴族、门巴族和藏族都是生活在西藏的古老民族，藏族世居于

喜马拉雅山以北的雪域高原，珞巴族和门巴族则生息于喜马拉雅山南

的珞渝和门隅地区。高山大川的重重阻隔阻断不了他们的往来，从遥

远的古代起，藏族、门巴族和珞巴族就有着密切的交往，在政治、经

济和文化上有着紧密的联系。这种交往和联系，促进了藏族、门巴族

和珞巴族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他们共同为开拓和建设祖国西南边疆作

出了卓越贡献。珞巴族居住的珞渝和门巴族居住的门隅自古就是我国

的神圣领土，７世纪，珞渝和门隅地区归入吐蕃政权，珞巴族和门巴族

成为吐蕃的属民，藏族与珞巴族和门巴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联

系不断得到加强。１７世纪以后受命于清代中央王朝的西藏地方政府设

有专门管理珞渝和门隅地区的机构。１９世纪中叶，英国殖民主义势力

开始对我国门隅、珞渝和察隅地区进行蚕食和入侵，珞巴族和门巴族

开始了长达１００多年的反抗外敌渗透和入侵的斗争，为维护国家的主

权和领土完整作出了重大贡献。

珞巴族居住的大峡谷地区，被浓密的原始森林所覆盖，山高林密，

人烟稀少，珞巴族曾经过着 “不耕不织、穴处巢居、冬衣兽皮、夏衣

木叶”的游猎生活，架栈桥、过独木、爬 “天梯”、飞溜索、穿藤网，

便成为珞巴族的交通绝技。在长期狩猎、采集和农业生产活动中，珞

巴族崇信 “万物有灵、灵魂不死”，日常生活中事无巨细均问卜，认为

神灵 “乌佑”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由此形成了一套特有的生活风尚、

宗教祭祀仪式、禁忌和节庆活动。

"



综　述　

直到２０世纪中期，珞巴族社会仍长期保留着刻木结绳计数记事的

方法，从事刀耕火种兼营狩猎，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组织生产和经济生

活。私有制虽然已经发展起来，但土地大都保留着不同程度的氏族公

有的形式，各部落基本按父系氏族血缘关系聚居，父子连名制是维系

父系氏族制度的重要手段。社会内部已产生了贫富差别和家长奴隶制，

初步形成了等级制度，实行氏族外婚和等级内婚。

西藏民主改革后，我国境内珞巴族的氏族和部落结构被新型的社

会组织和政权机构所取代，珞巴族跨越了几个历史阶段进入了社会主

义社会。翻身后的珞巴族，在藏、汉等兄弟民族的帮助下，学习现代

农业技术，依靠科学种田和多种经营，走上了崭新的发展道路。珞巴

族是我国民族成分确立较晚的一个少数民族，１９６５年，根据本民族的

意愿，经国务院批准后确认珞巴族为单一民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

中的正式一员。之后，在珞巴族集聚区建立了民族乡，使珞巴族享受

到了更多的优惠政策。

随着西藏和平解放与民主改革，家长制家庭逐步解体，珞巴族传

统的长屋已不复存在。政府拨专款帮助珞巴族盖新房，在有条件的地

方统一规划，集中建设珞巴新村。从刀耕火种到观光农业，从以狩猎

为生到可持续发展，从与世隔绝到利用民族和地域特色发展旅游业，

新世纪以来，国家 “兴边富民”行动和扶持人口较少民族政策的实施，

使珞巴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由于交通条件的改善，对外

联系的扩大，现代文明正猛烈地冲击着珞巴族古老的传统文化。在现

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激烈撞击中，珞巴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深

刻的变化。

昔日的珞巴山寨已然远去，大多数珞巴人都已经迁到山下河谷地

带，狩猎生活已经成为历史记忆，唯有老猎人达戈家墙上一张被尘封

的弓箭似乎还在向我们诉说着珞巴人的过去。当前，很多珞巴传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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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濒临失传的困境，挖掘整理传统文化已刻不容缓。珞巴族传统服饰

和珞巴族始祖传说已被纳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何在提高

生产生活水平的同时，传承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已经成为少数民

族，尤其是像珞巴族这样一个人口较少民族必须应对的严峻挑战。

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相信珞巴族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



第一章

世界屋脊上的“南方人”

“珞渝”意为南方， “珞巴”是藏族对他们的称呼，意为 “南方

人”。因为珞渝地区山高谷深、交通闭塞，充满神秘色彩，长期以来很

少进入外界的视野。珞巴族先民早在吐蕃王朝统一青藏各部以前，就

生活在东喜马拉雅山脉以南广大的群山峡谷乃至临近印度平原的丘陵

地带，是开发东喜马拉雅山脉南坡的主要原住民。

第一节　族源和传说

一、珞渝的主人

珞渝，又写作洛渝、珞瑜、珞隅等，均系藏文ｌｈｏ—ｙｕｌ的译音，

是我国珞巴族的主要聚居地。 《西藏志》中有 “珞渝乃野人，名老卡

止，嘴刽数缺，涂以五色，性喜盐。……不耕不织，穴室巢居，猎牲

为食。藏内有犯死罪者，人解送过江，群老卡止分而啖之”。这里的

“珞渝”指的是北依喜马拉雅山脉，与藏区相望；西邻西巴霞曲河，与

门隅相连；东以丹龙曲河为界，与察隅相接；南抵布拉马普特拉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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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与印度毗邻，总面积约７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宣统年间的 《西南

野人山归流记》中讲道：“野人山 （珞渝）历为西藏流放之所。凡罪犯

流军至此，由白马冈首长按罪轻重分配各地，囚于树上，或穴地为牢。

守法者由土人供济囚粮，若有窃逃不法等事，被土人拿获，剥皮挫骨，

售与喇嘛，作为符具……每１２年，达赖喇嘛至波密及白马冈讲经一

次，如达赖有事，差一大喇嘛代之，如一宣抚史也。”

墨脱地貌　 （庞涛摄）

习惯上，人们根据距离藏区的远近，将珞渝分为上珞渝和下珞渝，

墨脱属于上珞渝，墨脱以南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广大地区称为下珞渝。

珞巴族的祖先是珞渝地区最早的开发者，早在新石器时代，他们就繁

衍生息在这里。珞巴族有自己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虽然

没有文字，但有多种方言。珞巴族先民同藏族先民一道，共同创造了

喜马拉雅山区的远古文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我国的民族和考古工

作者在上珞渝的墨脱地区发现了大批磨制石器，有石斧、石凿、石纺

&



第一章　世界屋脊上的 “南方人”　

轮等２０件，属于新石器时代的遗留物。考古资料表明早在四千年前，

珞巴族的祖先们就已经落户于珞渝地区，他们是当之无愧的珞渝的

主人。

因为珞巴族地处深山峡谷，很少为外界所知，加上没有本民族的

文字，漫长的民族发展足迹没有被记录下来。除去远古神话传说外，

我们只能从藏文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中去搜寻有关珞巴族古代历史发

展的踪迹。如 《红史》、《德乌教史》、《贤者喜宴》、《门隅教史》以及

《唐蕃会盟碑》和 《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等。藏文史籍 《红史》等记

载，早在松赞干布 （６１７～６５０年）时代， “南自珞与门……等均置于

吐蕃统治之下”。此后藏和珞巴两族人民的交往不断发展，西藏的生产

生活方式以及行政管理体制对珞巴族地区产生重大影响。８２３年在拉萨

大昭寺前所立的 “唐蕃会盟碑”不仅是藏汉友好亲密关系的历史见证，

也是迄今为止最早发现的门巴族和珞巴族同藏族关系的文字记录。在

１３世纪以后的藏文文献中，对藏族、门巴族、珞巴族之间交往和联系

的记述屡屡见诸史籍。如藏文史记 《贤者喜宴》在讲述藏族先民从猴

变人时的生活情形时写道：“……食不种之谷，以树叶为衣，好似动物

住在森林里，如同 ‘珞’和 ‘门’人遍布藏区。”１７世纪中叶以后的藏

文档案资料，则重点记载了西藏历代地方政权在门巴、珞巴地区推行

封建农奴制，行使管辖权的史实。

现在，我国实际控制线内能够普查的珞巴族人口不足４０００人，是

我国５５个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少的一个民族。分布在我国实际控制线内

的珞巴族主要以米林、墨脱、察隅、隆子、朗县等地最为集中。国家

在尊重历史传统和本民族意愿的基础上，于１９６５年正式批准 “珞巴”

为民族名称，成为我国的一个单一民族。在印度实际控制区内，官方

对珞巴族的称呼为 “阿迪人”。

现在生活在西藏林芝地区的米林、察隅、朗县和山南地区隆子县

’



的珞巴族并不是祖居于此，他们主要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至６０年代初，

特别是１９６２年中印边界冲突后，随解放军从印控区的珞渝迁过来的。

珞巴族人口最集中的地方是米林县，约１３００余人，其中，南伊珞巴民

族乡是珞巴族最大的聚居地。此外，在另一原始聚居地上珞渝居住的

珞巴族，大约在２００多年前，随着门巴族的大量迁入，迁居到白玛岗

（现在的墨脱县）的下部和珞渝的其他地区，现在在墨脱县居住的珞巴

族不足１０００人，其中以达木珞巴民族乡最为集中，人口有５９３人。

二、远古的神话传说

珞巴族有语言而没有自己的文字，在藏汉文著作中，有关珞巴族

的资料也极为缺乏，因此只能从珞巴族各部落的传说中去探寻他们的

根源。关于珞巴族的族源有许多远古的神话传说，集中反映了在远古

时期 （史前时期），珞巴族从西藏不同区域迁徙到现在的珞渝地区，成

为珞渝最早开发该地的原住民之一。随其居住地域不同，珞巴族分为

２０多个部落，各部落都有起源的传说。从传说中可以探知，珞巴族大

概由青藏高原东南部一带的古老群体中的一支或数支繁衍而来①。

在珞巴族神话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泛的要数长篇神话 《阿巴

达尼》。《阿巴达尼》由若干篇神话故事组成，已经搜集到具有独立情

节的就有３０多篇。这既是一部族源神话，也是一部祖先神话和英雄神

话，内容极其丰富，几乎遍及珞巴族各部落。神话中塑造了一位民族

祖先、英雄大神阿巴达尼，全部神话故事都是围绕阿巴达尼的活动展

开。关于珞巴族的起源在博嘎尔部落的 《阿巴达尼与阿巴达珞》中曾

有这样的传说：最初天是光光的，地是秃秃的，天地间什么东西都没

有。天和地结婚后，大地母生了许多孩子，像太阳、月亮、树木花草、

(

① 《珞巴族简史》编写组，《珞巴族简史》修订本编写组 ．珞巴族简史 ．民族出版社，

２００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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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兽虫鱼都是天父地母所生的孩子，天地有了生气。可是，没有人怎

么行呢？过了不久，大地母便生下了两个儿子，哥哥叫阿巴达尼，弟

弟叫阿巴达珞，他俩是人世间最早的人。兄弟俩渐渐长大了，阿巴达

尼聪明、伶俐，喜欢在山林里活动，他的子孙就是现在的珞巴族；阿

巴达珞憨厚、耿直，知识渊博，占地广阔，喜欢在田地中劳作，他的

子孙就是现在的藏族。兄弟俩虽然性格不同，但本领都很高强，遭到

了魔鬼的嫉恨。一次，“宁崩鬼”设计使达珞掉入地府，想加害达珞，

达尼为救弟弟，只身闯入宁崩的巢穴，与嗜血成性的 “宁崩鬼”恶战，

将达珞从魔窟中救了出来。兄弟俩还同凶恶的老雕搏斗，射杀了伤害

人类和禽畜的雕魔。神话故事生动而形象地反映了远古时代珞巴族生

产力的发展水平、民族的创造性智慧和与大自然作斗争的不屈不挠的

精神，也反映了珞巴族和藏族之间悠久的历史往来。

这篇神话故事接下来讲道：最初，兄弟俩住在工布地方，二人曾

共同生活，相互帮助。当他俩长大成人后，要分开过了。他们决定各

自种一株树，看最先长出的树叶指向什么方向，便迁往那里居住。阿

巴达尼种的树长出的叶子指向了珞渝地区，阿巴达珞的树叶指向了藏

区。珞渝多林木，藏区多田地，兄弟俩都十分满意，高高兴兴地迁往

树叶所指的方向去了。珞巴族和藏族祖先是亲兄弟的传说，就这样世

世代代流传下来①。神话故事表明，珞巴族、门巴族和藏族本是高原古

人类长期演化、发展而来，他们是西藏高原最古老的居民，共同开发

和建设了这片神奇的土地。

关于珞巴族和藏族居住地的选定，苏龙部落的另一则神话中是这

样讲的：天上和人间的一切都是太阳女神冬尼亚依所生。最初，冬尼

亚依带领孩子们住在天上。后来，太阳女神揭开苍天，把藏族和珞巴

)

① 西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编辑组编 ．珞巴族社会历史调查 （一）．西藏人民出版
社，１９８７：１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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