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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西南群山中闪亮的火把

“从大小凉山到金沙江畔，从乌蒙山脉到红河两岸，妈妈的乳汁像

蜂蜜一样甘甜，故乡的炊烟湿润了我的双眼……”诗人歌唱的是祖国

美丽富饶的大西南，在丘陵连绵的云贵高原上，在莽莽苍苍的西南群

山之间、滔滔不绝的金沙江畔、滚滚奔流的红河两岸，居住着一个古

老而年轻的民族———彝族。她在历史的长河中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明，

就像西南群山中闪亮的火把，从远古的山路上绵延而来，走向祖国更

加美好的明天。

彝族有人口８　７１４　３９３人 （２０１０年六普数），在少数民族中仅次于

壮族、回族、满族、维吾尔族、苗族，居第六位。主要分布在云南、

四川、贵州、广西、重庆５个省区市，其中云南省有５００多万人，四

川省有２００多万人，贵州省有８０多万人。总体情况是大分散、小聚

居。全国有３个彝族自治州，１９个彝族自治县，６０个县市区的２６０个

民族乡有彝族居住。２０１０年彝族人口数占全国人口总数的０．６５％，与

１９６４年相比年平均增长２．２６％，人口绝对数量在增加，但总体增幅呈

下降趋势。性别结构基本平衡。

彝族人民世代繁衍和生息的云贵高原和康藏高原东南部边缘地带

有大雪山、大凉山、乌蒙山、哀牢山、无量山等山脉，高山耸立，群

!



峰竞秀，山脉蜿蜒，气势磅礴；有奔腾汹涌的大渡河、金沙江、雅砻

江、安宁河、沅江、澜沧江、南盘江等河流，江河绵延，水流奔腾，

溪涧潺潺，湖泽星布。在这高山大河之间，山环水绕之处，偶尔有一

些河谷和盆地，像一叶小舟孤独地漂泊在湖海之间。

自开天辟地，彝人有好根。彝族族源主源是西南地区土著人，在

发展过程中融入了部分其他民族。彝族在蜀汉时受封建 “罗甸国”，唐

朝有 “南诏国”、“滇国”，宋代有 “罗施鬼国”、“自杞国”等方国。由

于居住区的分隔，支系繁多，有许多自称和他称，如 “夷”、 “蛮”、

“罗罗”、“诺苏铺”、“纳苏铺”、“聂苏泼”等６０多种，其中以后三种

为自称的占总数的５０％以上。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主席提议将

“夷”改为 “彝”，把 “鼎彝”的 “彝”作为彝族的统称，象征彝族具

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与祖国大家庭各兄弟民族鼎足而立于国

中，团结一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造美好未来。

彝族古代婚姻实行民族内婚，与外民族不婚，即 “黄牛是黄牛，

水牛是水牛”；等级内婚，不同等级之间不婚，即 “山羊是山羊，绵羊

是绵羊”；家支外婚，家支内部不婚，叫 “乱亲不乱族”；姨表不婚，

叫 “姨妈姊妹”，姑舅表优先婚，叫 “亲上加亲”。家庭则以一夫一妻

制家庭为主，有极少的一夫多妻家庭。父母从幼子居住，其他儿子成

家后分出去独立门户。女儿出嫁，极少赘婿。幼子继承父母财产，负

责赡养父母。“父欠子债是娶媳成家，子欠父债是养老送终”，婚与丧

是彝族人生的两件大事。成长到十三四岁，男孩举行 “换裤子”、女孩

举行 “换裙子”的成人仪式之后，就可以融入社会，进行社交，谈情

说爱，成家立业。成长到老，劳动、家业等逐渐由下一辈人代理。彝

族丧礼十分隆重，“打牛遍坡红，打羊遍山白，打猪遍地黑”是过去隆

重丧礼的写照。而今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婚丧仪式也跟随时代潮流

有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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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西南群山中闪亮的火把　

彝族社会靠家支制度和习惯法维系。家是同一血缘的祖先作为姓

氏名称的一个庞大的家族组织，一家之下又分为不同的支，一支之下

又由若干个家庭组成。在过去的彝族地区，家支林立，无所不在，每

一个家支都有头人。彝族一般是聚族而居，一个家族居住在一个村寨

里。也有几个家族居住在一个村寨或一个家族居住在不同的村寨的情

况。产生矛盾纠纷，调解人就是在彝族社会中公道正派、能说会道、

熟悉彝族习惯法的 “德古”。毕摩在彝族传统社会中拥有崇高的地位，

神圣不可侵犯。彝族有 “兹来毕不起”的谚语。毕摩主持各种祭祀、

仪式，进行日常的预测，为病人禳解、治疗，观测天文，制定历法，

编撰历史文献、医疗书籍，传承传统文艺，是彝族文化、科技的主要

传承人，也是彝族信仰的引导人。

彝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彝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

分为北部、中部、东部、南部、东南部和西部六大方言。语法结构为

主、宾、谓结构。彝族传统教育以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为主，以学校

教育为辅。有 《玛牧特依》、《尔比尔吉》等教育经籍。现在彝族地区

已经全部实行国民教育。

艳丽云霞缭绕着多情彝山。无论是五彩凉山，七彩云南，还是多

彩贵州，彝族文艺多姿多彩，生动活泼。彝族有丰富的彝文典籍，

这些珍贵的典籍被称为 “牛皮档案”。著名的有 《西南彝志》、《彝族

源流》等。《爨文丛刻》被认为是 “彝学走向世界的标志”。 《阿诗

玛》名扬海内外，被译成３０多种外语。《撮泰吉》、《海菜腔》、《铃

铛舞》、漆器髹漆艺术等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彝族传统

绘画以毕摩画为主。彝族传统工艺十分精致，以三色漆器和豆腐马

鞍为代表。

彝族平常饮食较为简单。节日则杀猪、宰羊，十分隆重。待客十

分豪爽，酒肉相加，倾其所有。所谓 “一顿不拿做十顿，过不了日子；

#



十顿不拿做一顿，待不了客人”。即便一客来家，都要 “四脚落

地”———就是要杀牛、杀羊或杀猪，即使是再贫穷，也要杀两只鸡，

凑足四只脚。彝族服饰艳丽多彩，各种款式与彝语六大方言区大致相

合，分为凉山型、乌蒙山型、红河型、楚雄型、滇西型、滇东南型六

大类型。云南省永仁县每年正月、楚雄市三台乡每年三月都有举行大

型 “赛装节”的传统，届时，彝族姑娘们都要到场比赛谁的服饰做得

更美、做得更好，那真是视觉的盛宴、审美的华筵，让人心灵振荡，

灵魂升华。

西南群山中闪亮的火把

西南地区地势复杂，气候多样，彝族的建筑形式也根据具体地理

情况的不同，呈现各种特色。古代，彝族君长建九重宫殿而居，土目

建七重堂，一般官吏住五重堂，百姓居三重堂。现代，凉山民居多为

瓦板房、闪片房；云南民居多为三房一照壁、土掌房 （也称一颗印）；

各地都有干栏式木房。当代，则有了砖瓦房、小洋楼等。

“耕者有食粮，牧者有牛羊”是彝族经济生活的写照。彝族经济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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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和畜牧业为主，以手工业和工商业为补充。彝族的手工业主要在

制作生产工具、生活用具方面。彝区以十二兽纪日为集市贸易日期，

传统的是六天为一个场期，轮流赶集，进行商业贸易。

彝族有自有的医药卫生知识，明代就有 《双柏百药书》、 《医药

书》等彝文典籍。现代根据彝文医药书方子制造出的 “云南白药”，

是彝族医药的代表。彝族有独特的宇宙观和天文、历法。《宇宙人文

论》、《宇宙生化论》中记录了许多对天象的观测知识以及历法的运

算方法。彝族认为万物生于气和水。万事万物之间是一分为三、合

三为一，五生十成、十生五成的关系。彝族历法把１年分为１０个月、

５个季，１个季为２个月，１个月分３６天，１年满３６０天后，剩下的

５～６天是过年、祭祖日。彝族还发明了用驴和马杂交而生出骡子。

发明了用葫芦、火药、铅砂、铁弹等装配的 “手榴弹”———葫芦

飞雷。

传统节日是农事之芽，现代节日是文化之花。彝族历法是十月太

阳历，十月初一开始过大年，六月二十四日前后是火把节。这两个节

日分别是彝族冬季和夏季最隆重的节日。此外，几乎每一个月都有节

日，如赛装节、插花节、三月会、跳公节、赛马节、斗牛节、赶花街、

拉麻节、尝新节等，月月节会，处处歌舞。谈情说爱，比武竞技，访

亲会友，传经授艺。节日是一个盛大的历史文化舞台，民族文化的传

承和弘扬都在节日中完成。彝族在年节或其他日子，选择期辰专门祭

祀天地，献山祭龙。十月年、正月春节和火把节时，主要祭祀天地和

祖先。除夕夜先让狗吃年饭，初一要为羊过年，二月祭龙，三月献山，

立冬过颂牛节等，还有祭祀土地、山水、日月星辰的活动，都体现了

彝族敬畏自然，爱惜生态，珍视生命，与自然界和谐相处的生态伦理。

所以，彝族有浓厚的 “天人合一”思想，认为 “天上一颗星，地上一

个人”，每一个彝人，都能在天空中找到一颗对应的命星，像火把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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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烁在祖国的天空。

西南群山中千千万万擎着火把的彝人，正是天空中闪闪亮亮的星

斗降落在大地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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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一步跃千年

第一节　道慕尼之裔

彝族是祖国大家庭中人口较多的一个少数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

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千百年来与西南各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开发

了祖国的西南地区，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西南考古与彝族的族源

关于彝族的起源，专家学者们有东来说、南来说、西来说、北来

说、土著说、多元说等不同的观点。而彝族自己的神话、史诗中则说

是 “道慕尼之裔，笃慕的子孙”。

东来说认为，彝族来自战国时期的楚国，居住在洞庭湖流域，是

楚将庄蹻进军云南时迁来的。南来说认为，彝族是古代越人或古僚人

的后裔，是从我国西南边界甚至西南各邻国发展起来的。西来说一是

认为彝族来自欧洲，与雅利安人同源，或与高加索人种有关；二是认

为彝族来自西藏，或者来自西藏与缅甸交界的地区。北来说认为，彝

族为古羌人的后代，是从我国西北甘青高原南迁来的，古羌人也称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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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或西羌。土著说认为，彝族就是西南地区的土著居民，其远祖可以

追溯到生活于一百七十多万年前的云南元谋一带的元谋猿人，近祖可

以追溯到生活于五六十万年前的与北京山顶洞人同一时期的贵州黔西

的观音洞人等。多元说认为，彝族是以西南土著居民为主体，融合了

部分氐羌民族和其他民族的共同体。随着考古发现和学术研究的深入，

以土著为主体融合了其他一些民族成分的多元说和土著说被大多数人

所接受。

西南地区多处发现了古猿化石。在云南开远地区，１９５６年、１９５７

年发现了大约在１２００万年前生活在这里的开远古猿牙齿化石。在云南

禄丰地区，１９７５年发现了１４００万～８００万年前的禄丰古猿头骨、上下

颌骨和牙齿化石。１９８６年在云南元谋地区发现了８００万～７００万年前

的古猿头骨、牙齿、颌骨化石。１９９２年在云南保山地区发现了

８００万～４００万年前的保山古猿颌骨化石。

西南地区的古人类化石的发现也反映出进入旧石器时期这一地区

古人类生活的情况。云南元谋发现了大约一百七十多万年前的元谋人

化石及使用过的石器，贵州黔西发现了五六十万年前的观音洞人化石

和使用过的石器，云南昭通也发现了处于旧石器中期的昭通人的器物，

云南富源的大河发现了４．４万～３．６万年前的大河文化遗址，云南昆明

和蒙自分别发现了距今３万～１．８万年前的昆明人与蒙自人化石和文化

遗留。贵州毕节的青场、何观屯等地也发现了古人类活动的遗迹。

进入新石器时期，滇、川、黔、桂的广大彝族地区都有人类文化

遗迹的发现。贵州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的中水还发现了能够用彝

文识读的大约３５００年前的刻画符号以及碳化稻谷。在红河哈尼族彝族

自治州弥勒县的金子洞坡和高甸村发现了崖画。这些都标志着这一带

的人类已经进入文明社会。

在六七千年前，古羌人活动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并以其强大的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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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一步跃千年　

力和较为先进的文明逐步向东部扩张，在遭遇了商朝的强力抵抗之后，

一部分古羌人南下，这部分羌人与居住在西南地区的古夷人逐渐融合

在了一起。

二、彝族关于人类和民族形成的传说

对于天地是如何产生的？人类是如何出现的？彝族又是如何产生

的？彝族有自己的创世歌谣来解答这个问题。在 《阿欧米麻邓》（开天

辟地）中唱述道：

“从前没有天，从前没有地。从前刚有天，从前刚有地。

人是像猴子，脸是猴子脸，牙是耙子牙。吃的是什么？吃的

是野果。喝的是什么？喝的是露水。穿的是什么？穿的是树

叶。什么当披毡？白云当披毡。什么当马骑？狂风当马骑。

人老不会死，老人有七场坝。有时天气阴，七天晴一次。有

时不见太阳出，七天才见太阳光。天晴了，所有老年人，抬

到场上晒太阳；天阴了，所有老年人，抬到屋里避风雨。从

前刚有天，从前刚有地，地上陷落九股水，洞里出了九股水。

太阳月亮十二个，一天同时出，树木全被晒，只剩黄心榄。

是草全被晒，只剩马刺草。是水全被晒，只剩昌苦侯。是人

全被晒，只剩曹阿也。”

这首歌谣虽然名为开天辟地，但唱的主要是刚刚有天地之时，人

类像猴子一样生存的状态，还有对干旱影响人类生存的记忆。

被戏剧大师曹禺称为 “戏曲的源头”、被日本学者中原律子等称为

“人之初、戏之始、舞之源”的发现于贵州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板

底乡的彝族古戏 《撮泰吉》，被收入第一批中国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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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它的名称就有 “变人戏”的内涵。在 《撮泰吉》中，有反映当地

彝族横向寻根是从云南迁徙过来、纵向寻根是从猿猴演变而来、现实

寻根是从人类两性交媾而来的内容，对 “变人”的哲学、历史内涵作

了深刻的演述。《撮泰吉》中透露出来的彝族祖先从云南迁徙到四面八

方，和人类从猿猴演变而来的思考，在滇、川、黔、桂、渝等省区市

的彝族中有广泛的历史记忆，可见云南元谋猿人与彝族先民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这样的思考也有一定的科学道理。

古老的图腾

同样，彝族创世史诗 《查

姆》中更是作了细致的描述，

“人类最早的一代，他们的名字

叫 ‘拉爹’ （独眼）；他们只有

一只眼，独眼生在脑门心。‘拉

爹’下一代，名字叫 ‘拉拖’

（直眼）；他们有两只直眼睛，

两只直眼睛朝上生。‘拉拖’下

一代，名字叫 ‘拉文’（横眼）；

他们有两只横眼睛，两眼平平

朝前生。 ‘拉文’是我们的祖

先，最早的 ‘拉文’是两兄妹，

他俩名叫阿卜独姆，阿卜独姆

俩是他们的子孙。”

这里所说的阿卜独姆，就

是彝文史志中经常提到的彝族

先祖阿普笃慕，即笃慕，有的史志书籍上也作道慕尼。根据彝文古籍

和彝族水西阿哲家族的谱牒，彝族共祖希米遮时期，相当于历史上的

西周时期，从希米遮下传３１代到笃慕，笃慕时期相当于历史上的东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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