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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撒宝刀亮阿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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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昌”“娥昌”“莪昌”或“阿昌”“萼昌”

等，都是不同时期对阿昌族的称谓。2010年阿昌族人口总数为

3.95万余人，主要居住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陇川县和

梁河县，芒市、盈江、腾冲、云龙等市、县也有少量分布。

从语言系属上看，阿昌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缅语支，分

为梁河、陇川、芒市3种方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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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与景颇

族、汉族、傣族、白族等关系密切。他们聚居在高黎贡山余脉的

丘陵山地、峡谷平坝，这里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为

阿昌族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据清董善庆编著、王凤文

修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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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洪武

年间太祖敕赐汉人段保为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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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承袭土司制度。1949

年前，阿昌族地区的经济主要

是封建领主经济，普遍发生典

当、抵押和买卖土地现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在阿昌族聚居地区成立了民族 阿昌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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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政权，开展和平协商土地改革运动，彻底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

制，使阿昌族人民彻底摆脱了封建枷锁，从而推动生产的发展。 

阿昌族的歌谣、故事、传说等口头文学十分丰富，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长篇叙事史诗《遮帕麻和遮米麻》被称为“民族历

史的歌”。《遮帕麻和遮米麻》共有2000多行，内容宏大，情节

奇异而又曲折生动。史诗不仅以阿昌人的历史经验、生活体验和

文化思索解答了宇宙起源、人类诞生、民族由来、习俗形成与文

化缘起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而且对于牛为什么犁田，马为什么驮

货，大地为什么凸凹，日月为什么旋转等人类生存状况问题，也

做了充满智慧与情趣的回答。在阿昌族社会里，史诗《遮帕麻和

遮米麻》古往今来一直作为一部完整的民族历史和文化史而被解

读与传承。长篇叙事诗《曹扎》《铁匠战龙王》，风俗故事《谷

稷》《亲堂姊妹》《胯骨》，动物故事《麂子和豹子换工》《老

熊撕脸皮》等，这些诗歌、传说都十分朴实，生动感人。

阿昌族的舞蹈以象

脚鼓舞和猴舞最流行。

民间体育运动项目也丰

富 多 彩 ， 如 荡 秋 千 、

赛马、射击、舞阿昌刀

和武术等。工艺美术有

刺绣、髹漆、染织、雕

刻、银器制作等，制作

精细。 

阿昌族制造铁器极

负盛名，以“户撒刀”

创 造 了 “ 刀 尖 上 的 文

明 ” 而 著 称 于 世 。 据

史 料 记 载 ， 明 洪 武 年

间，沐英西征时曾留下

一部分军队驻守户撒屯 阿昌刀王项老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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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他们将打制刀具的技术传给了阿昌同胞，至今已有600多年

历史。其制作过程需经下料、制坯、打样、修磨、饰叶、淬火、

抛光、做柄、制带、组装10道工序，尤以淬火技艺最为突出，史

称“炼极精纯，柔可绕指，剁铁如泥”。由于工艺精湛，户撒刀

不仅被本民族视若珍宝，还深受汉、傣、景颇、傈僳、藏、白等

民族的喜爱。阿昌刀走出了云南，远销国内外，与维吾尔族的英

吉萨刀、裕固族的保安刀并称为全国三大民族刀具。2006年5月

20日，户撒刀锻制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陇川“刀王”项老赛于次年被列为首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阿昌族多居住在坝区和半山区。村寨一般选择在阳光、水源

充足的地方。典型的阿昌族住房是正房加两纵厢房、一堵照壁的

“四合院”，一般为土木结构瓦房或砖木结构瓦房，有的还建砖

混结构的平顶房。正房讲究坐向，住宅大门保持“迎山开门”的

古风遗俗。正房中间为堂屋，设有神龛、火塘，是饮食、取暖、

阿昌族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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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客、祭祀的场所。堂屋内的火塘长年不熄，火是生命的象征。

陇川户腊撒地区的阿昌族普遍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每年

有定期的“进洼”“出洼”“烧白柴”等宗教节日和活动，通过

本民族的巫师或“活袍”（经师）加以传播弘扬。梁河地区的阿

昌族过去多信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每年春耕和秋收前要祭三次

“土主”（地鬼），全寨人都要去田间洒鸡血、插鸡毛，以祈求

鬼灵保护庄稼。

阿昌族佛寺

阿昌族最隆重的民族节日是“阿露窝罗节”。它是根据阿昌

族人民的意愿，将原梁河地区阿昌族纪念传说中的人类始祖遮帕

麻与遮米麻的民族宗教节日“窝罗节”，与陇川户腊撒一带阿昌

族传统的“阿露”统一起来的节日。“阿露窝罗节”于每年公历

3月19～20日举行。届时人们要祭献最好的菜肴，认为那样会更

吉利。节前，阿昌族人精心搭设起“窝罗台坊”，台高约1米，

4米见方，中央矗立着左右两块牌坊，顶端以一张昂挺耸立的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5

彩
云
下
的
民
族
乐
园

5

彩
云
下
的
民
族
乐
园

大木刻满弦弓箭连接。这是阿昌族的神箭，传说人类始祖遮帕麻

智胜魔王，用箭射落毒焰灼人的假太阳，恢复大地秩序，唤回万

物生机。左牌坊顶部描绘着光芒四射的太阳，右牌坊顶端绘制着

蓝天皎月图；太阳图案之下是一幅男子的盛装彩图，皎月图案下

面则绘有女子盛装彩图，分别表征着天公地母——人类始祖遮帕

麻和遮米麻。节日当天，远近村寨的阿昌族纷涌而来，汇集于庆

典中央窝罗台坊四周，欢歌起舞，庆贺节日。会街节原属阿昌族

的宗教集会，是迎接佛祖返回人间的日子，多在每年农历九月中

旬举行。传说佛祖“个打马”（释迦牟尼）为母亲上天念经三日

（相当于地上三月），返回人间时佛光普照，青龙、白象呈祥。

阿昌族人每逢会街节必耍青龙、白象，即源于此。

简洁、朴素、美观，是阿昌族的服饰特点。男子多穿蓝色、

白色或黑色的对襟上衣，下穿黑色裤子，裤脚短而宽。小伙子喜

缠白色包头，婚后则改换黑色包头。有些中老年人还喜欢戴毡

帽。未婚少女平时多着各色大襟或对襟上衣、黑色长裤，外系围

腰，头戴黑色包头。梁河地区的少女也喜欢穿筒裙，已婚妇女

阿昌族荡秋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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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穿蓝黑色对襟上衣和筒

裙，小腿裹绑，喜用黑布缠

出类似尖顶帽状的高包头，

包头顶端还垂挂着四五个五

彩小绣球，颇具特色。 

阿昌族主要从事农业，

自古擅种水稻，并培育出了

“水稻之王”毫安公。阿昌族

以米饭为主食，也常用大米磨

粉制成饵丝、米线作为主食。

肉食主要来源于饲养的猪和黄

牛。典型食品有凉拌芹菜、酸

菜、过手米线，有嚼烟的习

惯。糯米粑粑和过手米线是阿

昌族的两种风味食品。糯米粑

粑是把糯米洗净后，用清水浸泡半天左右，捞取放入甑中蒸熟成

糯米饭后，放到木碓中舂细，即可食用，柔软细嫩，口感极好。

多余的粑粑则摊于芭蕉叶上，边凉边吃，或炸或烤，或煮或烧，

都香脆可口，令人百吃不厌。过手米线是陇川户撒一带阿昌族的

风味食品，用户撒产的上等米压榨成米线，用火烧猪肉、猪肝、

猪脑、粉肠、花生米面、芝麻、大蒜、辣椒、芫荽、盐巴、味精

等，另加豆粉、酸醋搅拌均匀做成调料。

阿昌族人死后一般行土葬，非正常死亡的必须火葬。

阿昌族热情好客，尊老爱幼，有许多优良的传统礼仪。有客

来家小憩，主人要好酒好茶招待，吃饭礼让上座，如客人年轻辈

分小可推辞坐边座或下方坐；遇敬酒倒茶，忌不礼让就接受。待

客有劝饭习俗，无论会喝酒、喝茶否，忌讳客人不接受；遇劝饭

时，无论已饱否都应伸双手捧碗相接；双手接递或起身行礼，视

为恭敬。 

阿昌族禁忌较多，有的带有浓厚的封建和宗教色彩，有的则

阿昌族妇女织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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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有古老传统的遗痕。兄弟结婚以后，互相不能进对方的卧室；

家堂的神龛除自家人，外人绝对不能触动；不能让女子住在楼

上，男子住在楼下；女子不能和比自己辈分大的家人开玩笑；男

人不走晒女子筒裙之处，否则会被别人认为不光彩，不吉利；女

子不能跨坐在家堂屋的门槛上，这认为会破财；女子生了小孩，

未满七天，别家的男人不能进院子；女子不能从犁、耙、锄、

刀、枪等物上面跨过。

阿昌族作家曹先强

在历史的长河里，涌现出了大批阿昌族杰出儿女：1900年，

英国人悍然对我国茨竹等地区发动了军事入侵，时任茨竹土守备

的左孝臣将军立即调兵与英军展开激战。在战斗中他临危不惧，

奋勇当先，终因装备落后，寡不敌众，为保卫中华民族领土主权

的完整而英勇献身，其爱国精神光照千秋；捕鼠专家曹依秀，多

次被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接见；云南电视台生活资讯频道总

监曹先强，先后组织了《云之南·地之北》《东方峡谷·文化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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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等晚会节目，主编了《阿昌族文化论文集》等书，发表了大

量文学作品；德宏州文联副主席、诗人曹明强，被选为全国人大

代表，为民族发展及文化传承问题奔走呐喊；从梁河县阿昌族山

村里一步一步求学走到北京城的们发延，如今已是民族文化宫展

览馆馆长，成为了全国知名的民族文物专家。透过他们熟悉的身

影，笔者更加感知到这个民族的历史与现状，进而对她的明天充

满了无限的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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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洱银苍鉴白族

凡 提 到 白 族 ， 我 们 的 思 绪

大抵会与苍山洱海紧密联系。

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统计，白族人口数为193.35万余

人，其中云南有156.4万人，80%

以上居住在大理白族自治州，丽

江、怒江、保山、楚雄、玉溪、

昆明以及湖南桑植、四川凉山和

贵州毕节等地亦有分布。白族使

用白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

通用汉语文。元明时使用过“僰

文”（白文），即“汉字白读”

的一套书写系统。著名史书《白

古通记》原本即用白文写成，后经四川人杨慎翻译为汉文流传至

今。主要分为“民家”“勒墨”“那马”三个支系；自称“僰

子”“白子”“白尼”“白伙”，意为僰人或白人；其他民族对

白族的称谓也达60多种。1956年，根据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正

式定名为白族。  

1938年，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考古专家吴金鼎、曾昭燏、王介

忱来大理做史前文化遗址调查，开启了云南考古学研究的序幕，

编写了研究大理史前历史、大理文化源流和文明进程必读的经典

著作《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早在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白族先民就在以苍山洱海和剑湖为中心的地区繁衍生息，在河旁

湖滨的台地上创造了早期文明的水稻农耕文化，过着农耕渔猎的

白族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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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居生活。大理地区在两汉时期，就是从四川到印度的交通要

冲，汉、唐时的西南“丝绸之路”亦从这里经过；先后建立了南

诏国、大理国等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地方政权，成为云南政治经济

文化中心，1253年蒙古灭大理国后建立了云南行省。元、明、清

时期，白族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与中原逐步形成一体。

据统计，湖南桑植县白族人口现已达13万多人。湖南西部的

白族是从哪儿来的呢？宋末元初蒙古军发动了统一全国的战争，

从北方进攻南宋而久攻不下。忽必烈采用了亘古未有的战略战

术，亲率10万大军，从宁夏经甘肃，进入四川西北部，然后乘革

囊渡过金沙江，出奇制胜地平定了大理国，从而形成了对南宋

的战略包围。由于在战争中受到大理国的抵抗，蒙古军队的损

失很大，蒙古军首领大将兀良合台只带领精骑3000多人，另签发

由白族人为主的大理国军队“爨僰军”（后简写为“寸白军”）

2万多人，充当蒙古军队攻打南宋的前锋。这支军队从元宪宗八

年（1258年）出发，先在越南河内，中国广西田东、象州、桂林

和湖南沅陵、芷江、长沙屡建战功，后于元宪宗九年（1259年）

与忽必烈的大军在湖北武汉会合。元中统二年（1261年），“爨

僰军”被遣返回云南，部分官兵就流落在湘赣一带解甲归田。

白族妇女（张继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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