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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综　述

日月铸魂

阿昌族是中国云南境内最早的世居民族之一。古代汉文史籍中的

“峨昌”、“娥昌”、“莪昌”或 “阿昌”、“萼昌”等，都是不同时期对阿

昌族的称谓。新中国成立后，根据本民族的意愿，统称为阿昌族。他

们聚居在高黎贡山余脉的丘陵山地、峡谷平坝。主要居住在云南省德

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陇川县和梁河县，在芒市、盈江、腾冲、龙陵、

云龙等县市也有少量分布。贵州省贵阳市也有部分阿昌族人居住。据

统计，目前阿昌族实有人口３７０５０万人，属于我国人口较少民族之一。

在缅甸，阿昌族被称为 “迈达族”，主要分布在克钦邦的密支那和掸邦

的南欧、景栋等地，是一个跨境而居的民族。

在德宏州内，阿昌族有昌撒和傣撒之别，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缅

语支，有陇川、梁河和芒市３种方言，没有文字，由于长期和汉族、

傣族杂居，大多数阿昌族人兼通汉语和傣语，习用汉文和傣文。有丰

富的口头文学，历史上与景颇族、汉族、傣族、白族等关系密切。阿

昌族虽没有文字，但有动听的神话、传说、故事、寓言，抒情的民歌、

贴近生活的舞蹈。《遮帕麻与遮米麻》是阿昌族人民最具代表性的口头

文学巨著。阿昌族不乏能工巧匠，他们善于绘画、雕刻、刺绣、染织、

打刀、银器制作等，户撒刀具锻造技艺已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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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昌族信奉佛教，主要节日有阿露窝罗节、火把节、泼水节。阿昌族

的乐器有洞箫、葫芦萧、三月萧、竹笛、二胡、三弦、象脚鼓、芒罗

等。阿昌族主要从事农业。自古即以擅种水稻而闻名。手工业也很发

达，尤以善于打制长刀而闻名于世。

全国有三个阿昌族乡，即梁河县曩宋阿昌族乡、九保阿昌族乡和

陇川县户撒阿昌族乡。其中，梁河县曩宋阿昌族乡是全国阿昌族聚居

的主要地区，位于梁河县东北部，距县人民政府驻地遮岛１０．７千米。

地处南甸坝子上部，大盈江两岸，东经９８°１８′４５″～９８°２６′１５″，北纬

２４°５０′４８″～２４°５５′００″之间，海拔１０８０米，东接平山乡，南连小厂、九

保阿昌族乡，西靠河西乡，北邻腾冲县荷花乡，是保 （山）—瑞 （丽）

公路线上的一个重要枢纽，有梁河县 “北大门”之称，交通便利。全

乡土地面积１１１．２２平方千米。最高薄刀岭，海拔２４９０米，最低小芒

丙村，海拔１０７０米，垂直高差１４３０米，属南亚热带气候，年均温度

１７．３～１８．３℃，积温６２００～６５８４℃，日照２３０１～２４１２小时，降雨量

１３４９毫米，雨量充沛，冬季早晨有雾，有利于农作物生长，主导风向

为西南风向。山区、半山区以区壤为主，坝区以沙壤、水稻土为主。

长坡、弄别、弄丘、弄光产煤，燕子场产褐色大理石。主要河流有曩

宋河、喇叭河、南箐河。沟渠有东大沟、曩西沟、马茂沟。全乡以农

业为主，主要农作物产有水稻、小麦、豆类、薯类、花生、生姜；经

济作物有甘蔗、茶叶、油菜、花生、毛叶枣、姬松茸等，物产芒东酱

油、“小花鱼”。立足本乡区域优势，以市场为守向，积极发展有市场

价的 “名、特、优、稀”经济林树种，实施品牌战略，发展特色农业，

主要是把滇皂荚和白花油茶培育成全乡的一个新的支柱产业。梁河县九

保阿昌族乡自古以来就是交通要道，是古代腾越州的第 “九堡”，是滇

西丝绸之路通道重镇。九保阿昌族乡土地面积１５６平方千米，其中常

用耕地主要种植甘蔗、水稻、茶叶、油菜作物主要种植柑橘、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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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日月铸魂　

草果经济林果；水田、草地、荒山、荒地等适宜种植甘蔗、水稻、莲

藕、油菜等作物。户撒阿昌族乡位于陇川县西北部，南北与盈江县接

壤，西南与缅甸交界，国境线长４．３５千米，距县城章凤５３千米，全

乡的总体面貌是两山一坝的狭长小盆地，坝区海拔１３８０～１４８０米。户

撒烟享有盛名，手工业也较发达，有打铁、铸犁、木匠、石匠、银匠

等，其中打铁最为著名，制造刀剑的技术较高， “户撒刀”远销国

内外。

阿昌族是能歌善舞的民族。舞蹈和山歌是阿昌族生活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阿昌族内心世界的表露和精神的再现，具有独特的文化魅力。

有歌声的地方就是阿昌人居住的地方。阿昌族一般以族居为主，同姓

一律不得结婚。阿昌族青年男女恋爱自由，结婚则由父母决定，如女

方父母不同意，则进行 “抢婚”。实行一夫一妻制。住房多为土木结

构，以穿斗瓦顶楼房居多，一户一院。在服饰方面，有梁河阿昌妇女

的高包头，陇川户撒地区的黑包头和芒市高埂田一带妇女的团包头等

三种地方装束。傣撒多信仰巴利系佛教，昌撒过去多信鬼神，也供奉

祖先。主食大米，好饮酒，嗜酸辣，常以风味小吃 “过手米线”待客。

阿昌族的传统节日是 “阿露窝罗”节。这是阿昌族先民在长期征

战、狩猎、农耕和手工劳作活动中形成的。１９９３年５月２０日，德宏傣

族景颇族自治州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了 《关于阿昌族

节日名称和时间的决定》，正式将阿昌族的 “会街”节和 “窝罗”节统

一为 “阿露窝罗”节，于每年的公历３月２０日举行，节日时间为两

天，节日标志为青龙、白象和弓箭，是阿昌族人民欢庆丰收、幸福吉

祥和开拓创新的象征。窝罗牌坊下，高高的山冈上，村子里的龙宝树

旁，阿昌族那爱笑乐观无法挥去的影子永远定格于人们的视线里。他

们爱刀、爱火、爱月亮、爱太阳，更爱滇西故土，他们是太阳的子孙，

他们更是滇西幸福的守望者。他们让阳光穿透四肢，他们让希望的光

3



辉洒向自己，他们让心中有梦，亘古在德宏生根开花结果。他们以酒

传情，以月亮为心，以太阳为神灵并顶礼膜拜，他们将心中的爱无限

地融入脚下深深的泥土中。阿露窝罗舞，那是阿昌族从历史走向兴旺

的轴心线，连着心灵和大地，代表了阿昌的生命和图腾；阿昌刀是阿

昌族精神和刚强的象征，刀里刻着太阳和月亮，是阿昌族心中永远

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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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远古余音

第一节　寻找先人远去的足迹

１．初识阿昌

只要踏上这方水土，谁都可以从风中嗅到阿昌山寨淡淡的茶香，

看到五彩缤纷的裙裾，触摸那浓绿得似乎如水般欲滴的青翠，听到那

舒缓悠扬的山歌声。山歌透着神秘，穿过久远的传说，人们总会情不

自禁地为此发出绵绵不绝的思古之悠情。因为，这里有太多太多让人

心生遐想的触发点，它的情感因素早已水乳交融，没有任何理性的方

式可以将它完全剥离。甚至，会让人全身心融入清澈的德宏山水中，

把所有世间的烦恼全部轻轻地解脱，进入天人合一的境界。心灵上的

涅槃，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不灭追求。

据史载，阿昌族起源于青藏高原北部，约在１３世纪从澜沧江流域

的云龙一带进入德宏，多定居于依山傍水的平坝或半山区，其先民属

于氐羌，史籍中汉晋时称 “嶲”，唐宋称 “峨昌”、 “莪昌”、 “阿昌”

等。户撒地区自称 “蒙撒”、“傣撒”、“蒙撒掸”或 “衬撒”、梁河地区

则自称为 “汉撒”和 “哈藏”、“阿昌”。

5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在历史的长河中，阿昌族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经历了不断

衍化、迁徙、离散和聚合的复杂过程。对阿昌族的来源，虽有各种传

说，但渊源同属我国古代的氐羌族群确是不争的事实。《尚书· 牧誓》

就有 “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的记载，蔡沈 《注》说：

“庸、濮在江汉之南，羌在西蜀。”即今四川、青海西部。 《后汉书·

西羌传》说秦献公初即位时想恢复秦穆公的业绩，带兵攻狄，羌人首

领由于害怕被其攻灭而带领大部族成员迁离青海河曲 （今青海省贵德

西河曲地带），到了 “河首”（今青海积石山一带），其后裔的一部分进

入四川西部的越嶲 （今西昌）一带，成为 “越氐羌”，他们中的一部分

继续南迁进入云南西部。迁徙的结果是许多部落和支系组成了阿昌族

群体。羌人南迁的历史比这更悠久，而且是多次的，这或许是规模较

大并载入史册的一次。

这些部落集团后来被划分为氐羌和濮两大谱系，阿昌族的先民属

于氐羌部落。东汉以后，大量的羌人南迁进入西南地区。南迁的羌人

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分化组合，秦、汉以后，终于组成彝语支的彝族、

白族、纳西族、哈尼族、傈僳族、拉祜族、阿昌族七个少数民族。

据地方志书的记载，峨昌人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就已出现在

高黎贡山的龙川江和小江一带，并广泛分布于澜沧江河谷的广阔地带。

至唐代，则已遍及腾冲北部，盈江西部及铁壁关、虎踞关一带地区。

元、明以来则大量进入德宏、镇康及缅北的掸邦等广阔地区。阿昌族

由于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对其历史，族人也仅凭口头传说来寻觅阿公

阿祖的踪迹。至于汉文记载，唐代以前处于 “载籍无稽，事迹无考”

的模糊状态。明朝征服云南后，把 “在官之典册，在野之简编，全付

之一炬”，致使许多真实的历史，被掩埋进历史的尘埃之中。虽遗留下

东鳞西爪的记录，又因景颇族 （指载瓦、浪速、茶山支系）和阿昌族

有近亲渊源关系，清代以前的记录不易分辨，从而使古代阿昌族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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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远古余音　

貌变得扑朔迷离起来。南甸宣抚司曾保存汗牛充栋的不少老傣文典籍

经书，可惜其大部分已在 “文革”中失散。《南甸司刀龚氏世系宗谱》

中仅见 “早已定号为土著”八个字。傣语有 “昌过法，腊过岭”，其意

也仅说阿昌族是定居德宏较早的民族。据 《后汉书·西羌传》载：“西

羌之本出自三苗，羌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

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

《禹贡》所谓析支者也。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鄯善、车师诸国。”

按照这条史料，当时的氐羌族群早已广泛活动于陕西、甘肃、青海、

西藏东部和四川西部的广阔地带；西北已接近新疆，东南已达雅砻江

下游的西昌一带。史载，夏禹本是羌人，商朝建立后，曾多次对羌人

进行征伐。到了春秋战国时代，氐羌族群中又出现了新的动荡。在公

元前７世纪，秦穆公曾发动了一次规模很大的兼并战争。《后汉书·西

羌传》又载：“秦献初立 （公元前３８３年），欲复穆公之迹 （穆公霸有

西戎，公今欲复之），兵临渭首，灭狄环戎。忍父季昂畏秦之威，将其

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十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

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嶲羌是也；或为白马

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这就是秦献公在公元前

４世纪，又再次发动大规模兼并战争。史载这次战争，引发了氐羌族群

的大规模迁徙。羌人首领 “忍父季昂”害怕被秦国攻灭，就带领他的

部落迁离 “赐支”，到了 “河首”，其后裔的一部分进入四川西部的越

嶲一带，称为 “越嶲羌”。他们中的一部分经盐源继续南迁进入云南丽

江、永胜境内的金沙江流域暂居。后发生秦令太守张若 “取笮 （西昌）

及其江南地”，将金沙江对岸的大姚、姚安一带获取，导致南迁的越嶲

羌族群继续迁徙进入云南的宁蒗、永胜、华坪一带。到唐朝，滞留在

这一带的氐羌人还以 “寻传”人名称载于史籍。这是阿昌族先民以独

立的名称第一次出现于古代汉文典籍。《蛮书》卷四、卷三说：“寻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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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阁罗凤所讨定也”；阁罗凤 “西开寻传，南通骠国”。又 《南诏德

化碑》：“西开寻传，禄郫出丽水之金。”丽水，即今伊洛瓦底江；禄

郫，丽水支流，今泸水县境内之小江，经片马、沽浪、岗房边境西北

向注入梅恩开江。由此可知，寻传，系指地域，因寻传蛮居住于此而

得名。唐代寻传蛮分布地域，自澜沧江以西，至迄缅甸克钦邦境内梅

恩开江及迈立开江一带。一部分氐羌苗裔迁入云龙后，随着历史的渐

进，衍化为今天的阿昌族。

２．迁徙沧桑

寻找先人远去的足迹，总让人有些振奋并产生无穷的惊喜和敬畏。

一个边地民族的兴衰，原来是与迁徙的路线紧密相关的。

对于阿昌族，早在 《后汉书·西南夷哀牢国列传》就有记录。阿

昌人，早在古代就开始离开我国西北的甘青高原，分两路逐步向西南

迁移；西路直接向西南，经现在的昌都一带至高黎贡山西侧；东路侧

沿雅砻江河谷南下，至今四川的盐边、盐源及云南省的华坪、永胜一

带后，又向西进入澜沧江河谷的兰坪、云龙一带，再跨越怒江而至高

黎贡山西侧与西路会合，并继续向西前进。在元代，阿昌族不仅有了

统一的 “阿昌”族称，并且当时居住的地理位置分布与现在阿昌族聚

居的位置分布基本一致。

阿昌族系云南西部的古老民族。阿昌族是许多部落和若干支系组

成的远古部落。景颇族中的 “载瓦”、“浪峨”、“勒期”几个支系，直

到明代中期他们还是阿昌民族中的一部分。阿昌人中有 “浪峨”支系，

他们是南诏国王室家族的成员，是南诏国的创始者。读阿昌的历史，

就像在火塘下谈天、品酒，在仙境中听行吟艺人弹奏的一首诗词歌赋，

在一棵古老的大青树下纳凉。

阿昌族在迁徙中充满沧桑，书写尽古老的灿烂和文明。

迁徙让阿昌族在磨砺中变化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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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历史的变迁，西南地区的民族部落又不断进一步分化。到唐

代初期，出现了许多不同名称的部落，其中较大的有僰、叟、摩沙、

爨等。到了唐代，叟、爨等部落进一步衍化，分化为许多部落，阿昌

族先民就是其中的一个，大体上流居于今澜沧江上游以西至缅甸克钦

邦境内伊洛瓦底江上游以东的辽阔地带。自东汉末年以降，至唐宋，

云龙及其附近地区即作为阿昌族先民社会文化之中心。周去非 《岭外

代答》载：“南方诸蛮马皆出大理国，闻南诏越赕之西产善马，日驰数

百里，世称越赕骢者，蛮人做马之类也。”这里所说的 “越赕骢”，也

就是我们常称的 “骡子”，其饲养者，均系阿昌族先民。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一部分阿昌族人由云龙迁入并定居于陇川

江流域，经过与傣族文化的交融，成为农耕民族，并最先掌握了冶铁

技术，为打制锻造铁器和刀剑打下了基础。其史上著名的南诏剑就是

阿昌先民一手锻造的。据清王凤文 《云龙记往》载，云龙 “俄昌”人，

自其首领早慨始传至元末，已有３５代。早慨制定 “铁印券”，规定酋

长以长子继承，开始了世袭制。早慨以后十余世， “俄昌”人日益强

盛，与金齿、僰国皆通商。约１０世纪，受大理王段氏封诰。当时外来

商人教会阿昌人种田，农业逐步发展。元、明设云龙州，大量白族、

汉族人民相继迁入，这里的 “俄昌”人，部分西迁至腾冲一带，部分

融合于白族、汉族中。明洪武十六年 （１３８３年）左纳率部归顺明朝。

明朝廷在云南实行 “慕盐商各边中开”的措施，刺激了洱海周围的大

批白族大姓、富商慕名涌入云龙开发盐井。洪武年间，阿昌族总酋长

的女婿段保篡夺了阿昌政权成为首领。明洪武十年 （１３７７年），因段

保击战有功，明太祖敕赐白族人段保为云龙州掌印土知州，阿昌族降

为被统治民族，并向西南迁至德宏境内，渐失本土。

３．尘封的岁月

尘封的历史里，阿昌族历经了不断演化、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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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氏是解读阿昌族历史的秘密砝码和金钥匙之一，并根植于灵魂

深处，通过姓氏的盘点梳理，人们对阿昌族的历史及来龙去脉会更加

清晰明了。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阿昌族在滇西找到了自己理想的故园，阿

昌族终于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安身之所，秘境梦圆，梦想成真，实现

了一代又一代阿昌人追寻的梦想，前进的脚步在此停留，和各族人民

一道成为德宏故土的创造者和守卫者，以自己的智慧和勤劳，开发和

捍卫了祖国西南边疆。阿昌族在德宏的历史当在３世纪前或更早的时

间，至少已有２０００多年。

汉文献关于阿昌族先民在德宏的活动踪迹颇多，并记载有阿昌族

是古代 “寻传蛮”的后裔的历史。７６２年，唐南诏王阁罗凤亲率大军

“西开寻传”，“刊木通道，造舟为梁”，直达伊洛瓦底江流域，唐南诏

管理寻传地区的摩零都督城，就在与今德宏州户撒、腊撒相距不远的

八莫后山一代。从历史记载看，元朝以后，阿昌族的中心已经逐渐转

移到今德宏州和邻近的腾冲县。如 《元史·地理志》记载，金齿地区

有 “峨昌”居住。金齿 “在大理西南，澜沧江界其东，与缅甸地接其

西”，具体包含今保山、德宏的大片范围，说明一部分峨昌人已向大理

西南迁徙，经保山进入德宏，以后部分阿昌族又向南迁徙，最后来到

德宏地区定居下来。据考证，阿昌族从云龙等地西迁德宏及滇西，最

早可追溯至宋代，但这种迁徙有先有后，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最后

的定居点主要是梁河和户撒地区。后来，随着麓川王国的崛起，这些

地方傣族占了统治地位，而阿昌族的活动范围被局限在梁河坝区边缘

的二台山地带和气候寒凉的户、腊撒地区。

１０世纪前后，西南边疆出现了两个强大的傣族部落，直接影响了

阿昌族的发展。一个是南诏时期，永昌、银生、丽水等地的南面出现

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它就是由吉蔑人，即高棉人建立的真腊国。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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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强大的真腊，暹罗北部的傣族部落，缅甸南掸邦的掸族部落，以

及西双版纳境内的 “勐泐国”等先后联合组成部落联盟，即传说中的

“庸那迦国”。另一个是由永昌、丽水、金齿、茫蛮诸部的 “孟生威”、

“勐卯国”四个傣族部落联合组成的 “犒赏弥国”，即勐卯果占璧王国。

这两个强大的部落联盟使定居于德宏境内的阿昌族部落的发展受到威

胁与限制，阿昌族最后一个部落酋长名叫旧印邦，因管理能力弱，部

落势力渐衰，逐渐被兴起的麓川思氏政权侵吞。

４．哀牢遗梦

岁月无声，这是永远的哀牢遗梦。

傣族先民部落联盟的崛起，致使中央王朝把德宏阿昌族先民的活

动踪迹纳入 “滇越”或 “哀牢”族群活动范围。当时汉武帝的对外交

通道自西北阻于匈奴之后，采纳了张骞的建议，并积极进行西南通往

印度的地理探险。主攻方向是征服西南夷，根本目的是打通从滇国—

昆明—哀牢—身毒国 （今印度）的道路，但始终没有打通。至今，全

世界都知道敦煌文化，而外界仍然对西南知之甚少，便是 “南中昆明

阻之”后历史酿下和留下的遗憾。历史疑云在现代人的破译中早已渐

渐揭开。在此之前，哀牢人一直是 “生民以来、未通中国”。部落联盟

隔阻，致使中央王朝使节无法进入德宏阿昌族先民活动地区，也阻隔

了阿昌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致使唐代以前中央王朝对德

宏阿昌族先民的活动踪迹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

尘封的日子里，阿昌族的历史在无法追溯的苍烟落照里，深深淹

没在历史的波涛汹涌中。

远古的余音缭绕不绝。阿昌人追寻梦想的脚步始终没有停留。阿

昌人喜欢寻找、上路，总是带着刀子，行走在通向春天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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