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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一个民族比作一颗星星!那我们就是生活在一个繁星满天

的世界"当今世界上有约
!"""

个民族!分布在
#""

多个国家和地区!

绝大多数国家由多个民族组成"中国也是同样!是由各族人民共同缔

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

各族人民密切往来#交流融合#团结奋斗#休戚与共!形成了一个伟

大的强盛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开发了祖国的美好河山!共同推动

了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有
$%

个成员!其中有
$$

个是少数民

族"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人口一直持续增长"

&'$!

年第一次全

国人口普查时!少数民族人口总数为
!$!#

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

"

#"&"

年进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少数民族人口总量达到

了
&(&*

亿!几乎是
&'$!

年的
!

倍!占到了全国
&!(*

亿人口的

+($)

"各少数民族人口数量相差较大!如壮族有
&%'!

万人!回族

&"$'

万人!满族
&"!'

万人!维吾尔族
&"",

万人!而赫哲族只有
$!$*

人!塔塔尔族
!$$%

人!独龙族
%'!"

人"中国各民族的人口分布呈现

大散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特点"汉族地区有少数民族聚居!少数

民族地区也有汉族居住$许多少数民族既有一块或几块聚居区!又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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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全国各地"中国少数民族聚居区大都地广人稀!资源富集"少数民

族地区的草原面积!森林和水力资源蕴藏量!以及天然气等基础储

量!均超过或接近全国的一半"全国
#(#

万多公里陆地边界线中的

&('

万公里在民族地区"全国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中民族地区占

到
+$)

以上!是国家的重要生态屏障"中国各民族的起源和经济#社

会#文化的发展有着本土性#多元性#多样性的特点!五彩缤纷!丰

富多彩"

要全面认识中华民族!就要从认识每一个民族开始"正是从这个

理念出发!我们编写了这套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大型系列丛书!力

图从历史#文化#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用准确#科学#生动的语

言!全方位描述和展现各少数民族灿烂辉煌的历史和现状!编织出一

幅绚丽多彩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 '全家福("

编写这样一套大型系列丛书!难度非同一般"几经论证和深入研

讨!最终形成了编写大纲!这套丛书各个分卷的作者绝大多数由少数

民族作家担任!他们不仅熟悉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而且对本民族

有深厚的感情"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家人口计生委和中国人口出

版社的大力支持下!作者们历经数年!几易其稿!终成此书"值此丛

书出版之际!我们衷心地祈愿这幅 '全家福(能为民族的交流和团

结!为中国的文化建设!为整个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作出一份微薄

的贡献"

翟振武
#"&#

年
$

月于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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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综 述

“普米”系该民族自称，普米族史称 “西番”，又名 “巴苴”。因

各地语音上的差异，自称 “培米”、“平米” “批米”等。“米”意为

人，“培”、“平”、“批”是一音之转，都是 “白”的意思，即普米的

含义为 “白人”或 “好人”。这一名称的由来有两层含义: 其一，普

米先民视诚信、善良为民族的基本价值观; 其二，与民族的宗教图腾

和审美心理关系密切，普米人自古以 “白”为善、为美。

周围民族对 “普米”称呼不一，汉族和白族称为 “西番”、藏族

称 “巴”、纳西族称 “博”或 “巴”、彝族称 “俄作”、傈僳族称 “流

流帕”等，1961 年民族识别时，遵循 “名从主人”的命名原则，国务

院正式确认 “普米”作为该族名称。

普米族主要居住在横断山脉南段山谷地带，分布在云南省西北部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丽江市的宁蒗彝族自治

县、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永胜县和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香格里拉县等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木里藏族自治县、盐源县、

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九龙县也有普米藏族分布。据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

口普查，普米族总人口 42 043 人。

据该民族传说及历史记载，普米族先民远古时代住在青藏高原甘

1



青一带，后沿金沙江、雅砻江之间的谷地，逐渐向南迁徙到温暖低湿

的川、滇边境地区，逐水草丰茂地而居，曾在四川大渡河两岸及雅砻

江流域形成号称 “百余国，户百三十万，人口六百万以上”的白狼槃

木等氏族部落联盟。唐、宋时，受吐蕃统治。宋末元初，忽必烈取滇，

西番善战，部分精锐被充当先锋，“革囊渡江”，因征战有功，封以关

塞关卡及大量土地、森林等资源，遂使普米族进入滇西北，在水草丰

茂的大小凉山、老君山和雪邦山定居下来，逐渐形成大分散、小聚居

的分布格局。应该说，他们为开发祖国西南边疆作出了自己应有的

贡献。

普米族是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普米族创

造了别具一格的民族文化，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今天仍然被继承着，

在普米族精神世界中光耀四野。

历史上，由于阶级压迫和民族冲突，普米族从兴盛走向衰败，几

乎濒临灭绝。1953 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普米族仅有 12 458 人。

在此生死存亡之秋，是共产党使普米族获得了新生，1949 年 5 月，普

米族聚居地区飘起了五星红旗，普米族人民喜出望外地扑进了共产党

的怀抱。从此，党把阳光雨露洒在了曾经多次漂泊的普米族身上，把

关怀与体贴送到了满腹酸苦的普米人民心上。半个世纪以来，普米族

地区和普米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充分享受到了祖国大家庭的

温暖。他们放声歌唱道: “比贡嘎山、牦牛山、玉龙山、老君山、雪邦

山还高，比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还长，共产党和毛主席的

恩情啊，普米人世世代代不能忘。”

20 世纪，对于普米族地区和普米族来说，简直是一个梦。几百年

的阶级剥削、阶级压迫和民族歧视，在这个世纪的后半期一下子消失

得无影无踪。民族干部、专业人才队伍从无到有，现代工业从小到大，

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各项社会事业齐头并进，丰富多彩的民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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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化得到进一步的发掘和保护，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普米族诗歌、音乐、

艺术、舞蹈走出了民间，走上了舞台，走向了世界。过去风餐露宿于

树穴岩洞之下，几代人挤在冬冷夏热的木楞房里，如今住上了砖瓦楼

房; 过去打黑帕布头，用麻布毛毡裹身，如今西装革履; 过去得了病

缺医少药，只有 “杀牲祭鬼”，如今中医、西医医院比比皆是; 过去靠

口弦或口哨传递信息，如今电话直拨海内外; 过去 “对面说话听得见，

相见要走一天路”的普米山寨，如今公路四通八达，汽车绕着山寨转;

过去祖祖辈辈靠松明火把照明，如今白天黑夜一样亮。普米族地区变

得一天比一天繁荣，一天比一天富裕，一天比一天美丽。

普米族村落 ( 曹文山摄)

普米族从青藏高原迁徙到西南边疆，已有七个多世纪的历史，为

什么只有在 20 世纪以来，才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和惊人的进步?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实施，以及民族区域自治的

全面贯彻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互助的结果。

展望前程，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已经来到，我们已经站在一个新的

历史起点上。应该看到，普米族及普米族地区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不

少难点和焦点问题，主要是相当一部分群众尚未摆脱贫困，普米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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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和干部的比例尚有差距，人才综合素质亟待提高，普米族地区医疗

卫生、交通运输、通信、文化设施等各种基础设施建设急需加强，优

秀的传统文化亟待保护传承，生态环境亟待保护治理。这就要求我们

一定要认识困难，正视困难，在不断克服困难中开辟前进的道路。

还应看到，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描绘了我国未来 5 年经济社会发

展的宏伟蓝图，普米族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迎来了又一次历史机遇期。

有理由相信，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在各兄弟民族一如既往的

扶持帮助下，普米山寨一定会前程似锦。深藏在横断山脉雪域大江怀

抱中的普米人，我们为你骄傲，因为党的阳光照亮了大家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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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氐羌南迁话普米

第一节 神话传说中的历史

在遥远的中国西南边陲———横断山脉的一个角落，在重重高山、

浩浩大江所环抱的边邑———滇川藏接壤交界的土地上，世世代代生活

着一个自称 “普米”的山地民族。普米族来自何方? 普米先民是什么

模样? 像世界上许多民族一样，普米族历史的童年从神话传说中走来。

一、创世古歌

对于一个没有成文史的民族来说，民间史诗是承载其历史信息的

重要手段之一。这不仅仅是因为史诗隐隐展现出该民族的历史演变轨

迹，成为弥补历史残缺的珍贵资料，还在于其内容与情节的背后隐射

着先民们的思想观念。

普米族古歌大多在民俗活动，如婚丧仪式、亲友聚会、民间节日

中演唱。演唱者多为老年人、祭司、歌手等。普米族古歌——— 《“直呆

木喃”创世纪》就是富含普米族远古历史信息的鲜明例证之一。

远古时候，没有天、没有地、没有生、没有死，到处是滔滔的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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