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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综　述

基诺族，他们世代生活在风光秀美的大山深处；他们人口较少却

古老、自然而独特；他们欢庆时会跳起神圣的太阳鼓舞；他们历经波

折被最后识别。

基诺族是云南省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主要人口聚居在西双版纳

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基诺山基诺族乡，其余散居在四邻山区。基诺族乡

俗称基诺山，基诺语称其为 “基诺洛克”，汉文译为 “攸乐山”。一般

基诺族习惯自称为 “基诺”，汉族称其为 “攸乐”。几乎每个民族的名

称背后都包含着特殊的含义，基诺族也不例外，“基”代表 “舅舅”的

意思，“诺”代表 “跟在后面”的意思，“基诺”直译过来就是 “跟在

舅舅后面的人们”，引申为 “舅舅的后代”或 “尊崇舅舅的民族”。

基诺族是一个与自然和谐相处而又历史悠久的民族。基诺山地处

热带山区，年平均气温在２０℃左右，温度宜人，降雨丰沛。山区内河

溪蜿蜒交错，清澈如泉，入口甘甜。深山之中，古木茂密参天，野生

动植物种类繁多。一年之中，基诺山春季芳香弥漫，夏季湿热多雨，

秋季果实累累，冬季温暖无雪，基诺族世代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繁衍。

基诺族起源的传说中，玛黑和玛妞兄妹互相通婚后人口繁衍，分化出

两对寨子，两对寨子又分别通婚，代代相传，一直以母系氏族社会形

态存在。此后经历了３００多年的发展，基诺族完成了母系社会向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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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转变，确立了父权制。

在这段期间，基诺族社会按照不同氏族共同居住的地缘单位组织

起来，村寨之间边界规定明确，关系密切。村寨中有年龄最长并享有

威望的氏族长老 “卓巴”和 “卓生”，他们负责主持隆重的节日及宗教

祭祀仪式，管理村寨日常事务，安排生产活动，是村寨长老制的权威

代表；有未婚青年男女组织 “饶考”和 “米考”，他们经常举行聚会，

为青年男女提供接触的机会，同时约束青年男女的行为，灌输团结互

助的集体观念。村寨中还有涉及生活方方面面的原始习惯法则，它与

道德伦理相结合，评判是非，调节矛盾，维护了村寨的正常社会秩序

运转。村寨里的人民热爱自然、推崇平等，保持着淳朴的原始风尚。

由于基诺山盛产普洱茶，明末清初时汉族商人开始进入，推广种

茶、制茶技术，从此对基诺族有了一定的文字记载。清朝时期，曾在

基诺山筑城驻守，并打算建立重镇，但因瘴气裁撤，改由傣族土司统

治。民国时期，基诺山设保甲长，负责征缴赋税。由于赋税沉重，基

诺人为此团结其他民族同胞，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新中国成立后，

基诺族经历了基诺洛克生产文化站、人民公社和区乡政权的转换，最

后成立了民族乡。正如基诺族的老人们讲的那样：“从分天分地分界线

起，基诺族就同其他民族不一样，应当是一个民族。”１９７９年，基诺

族经过民族识别后成为中国最后确认的一个少数民族，从此以后，基

诺族的人口、社会、家庭、经济都发生了巨大改变。基诺族的人口从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３０００多人，增加到２０１０年的２万多人，人口数量

实现稳步增长，人口自然结构合理。同时，基诺族的产业结构发生改

变，职业分布广泛化、多元化趋势明显。教育事业、卫生事业发展成

绩显著，人口素质有了明显提高，身体健康有了可靠保障。

走进基诺族的村落，你可以体验到基诺族简单智慧的生活。基诺

族服饰色彩艳丽，以男子衣服背部佩缀日月花饰为显著特征。基诺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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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喜欢吃酸味、辣味的食物，三餐主食以大米为主，菜肴以臼舂为主，

酷爱饮酒、饮茶。基诺族居住的竹楼，十分注重房址的选择和进驻新

房的仪式，材料以竹木为主，以茅草为顶，舒适、向阳。基诺族有狩

猎的传统，使用的工具有扣子、压木、弓弩等十余种，多是自己制作。

基诺族喜欢装饰自己，用槟榔染齿或用鲜花插耳，表达对美的享受和

追求。

尽管基诺族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基诺语，在过去多以竹木记事，没

有本民族的文字，但民间艺术仍代代传承，多姿多彩，异常璀璨。基

诺族的民间故事内容广泛，寓意深远；基诺族的民间谚语倡导典范，

简单易懂；基诺族的民间音乐情真意切，即兴创作，无论男女老幼都

能吟唱，最动人的是古老的 “巴什”情歌；基诺族的民间舞蹈欢乐活

泼，样式繁多，是基诺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最精彩的是神圣的

“太阳”鼓舞。基诺族盛行祖先崇拜，信仰万物有灵，他们认为人死后

灵魂会回到祖先居住的地方，在另一个富裕、幸福的世界中生活。于

是，他们以独木为棺，将离去的人葬在公共墓地，使他们能够与祖先

团聚。

基诺人的情感世界真挚、自然，向往忠贞不渝的美好爱情。基诺

族的男女青年要经过严肃的成年礼，换上成人衣服，参加群体组织，

取得恋爱的资格。此后，用树叶作为沟通信物，经过浪漫的秘密约会、

公开的恋爱关系和适时的朝夕相处、共同生活，才会步入婚姻的殿堂。

基诺族奉行一夫一妻制，婚后组成的家庭分为大家庭和小家庭。传统

社会里，基诺族有两种大家庭，一种是子女几代在一个男性家长领导

下，集体劳动，共同消费，家长有支配家庭的权力；另一种是同一父

系氏族的数代人居住在一幢大竹楼里，也有一个最年长的男性家长，

但各个小家庭经济独立，自成一体。现代社会里，大家庭基本解体，

小家庭完全确立，这些是基诺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体现了基本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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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发展的正常轨迹。

新中国成立前，基诺族过着 “刀耕火种”的生活，这是一种有序

循环的轮歇耕种，是对生态环境高度适应的结果。但是随着人口数量

的增加和森林资源的减少，维持 “刀耕火种”的基本条件发生了变化，

基诺族的生活日益贫困、艰辛。新中国成立后，通过互助合作、发展

生产等各项工作，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改革开放后，基诺族因

地制宜，转变观念，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出多种经营思路，综合发

展，并依托地理、历史及区位优势开发了畜牧业、茶产业和旅游业三

大特色产业，地区经济发展迅速，收入来源不断增加，基诺族人民的

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一直以来，基诺族的发展受到党和政府的高

度关注，先后有多位国家领导人曾经到基诺山视察走访，他们十分关

心基诺族的发展，希望把基诺山建设得更加富裕文明。这有如一股春

风，极大地鼓舞了基诺族人民，他们热情高涨，抓住机遇，努力拼搏

向前。如今的基诺山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真正实现了跨越式

发展。

今天，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的大时代到来，现代文明不

断冲击着基诺山，基诺族用自己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充盈的民族智慧迎

接着更多的挑战。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每一个民族的历史都是那么

深远悠久，每一个民族的风俗都是那么灿烂夺目，每一个民族的文化

都是那么绮丽辉煌。基诺族，作为其中骄傲的一员，带着特有的自然

古朴，插上进步、繁荣的翅膀，会飞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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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基诺山里话 “基诺”

原始森林密布的热带山区———基诺山，犹如世外桃源，气候宜人，

风景秀美，资源丰富，孕育了古老、质朴的基诺族。基诺族历史悠久，

经历了母系氏族时代和父系氏族时代，经历了明朝、清朝及傣族土司

的统治。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基诺族联合瑶族、哈尼族、布朗族等民族一

起，为反抗国民党政府的民族压迫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新中国成

立以后，基诺族建立了新型政治体制，经济结构、社会结构都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１９７９年６月６日，基诺族被确认为第５６个民族，成

为我们国家最后识别的少数民族。

第一节　大山深处的山寨风光

基诺山是基诺族聚居全部山区的简称，位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景洪市东北部。它东靠勐仑镇，南邻勐罕镇，西连勐养镇，北接普文

镇和象明乡，距离景洪市５０公里左右，面积达６００多平方公里。基诺

山的原始森林和生态环境远近闻名，几乎没有受到近代文明的冲击和

洗礼，保持了完好的原始热带雨林风光，拥有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

与现代城市的拥挤喧嚣形成鲜明对比，成为人类拥抱自然、感悟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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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净土，被人们赞誉为 “王冠上的绿宝石”。

一、“王冠上的绿宝石”

基诺山的美景不仅在于大自然的恩赐，还有基诺族后天的装饰和

保护。行走在基诺山里，一路美景，尽收眼底。高山巍峨耸立，河道

弯弯曲曲，或高或低的森林繁茂参天。基诺族的山寨坐落在山顶或半

山腰上，藏于密林之间。远远望去，还有一片片样式别致的竹楼，纵

横交错，装点着这幅美丽的画卷。

基诺山处在横断山脉无量山末梢中的丘陵地带，地形如波纹状，

连绵起伏，山高谷深，相对高差大，里高外低，中部、东北部向东南

部、南部、西部以及西北部倾斜。① 山区内的山川纵横交错，山峰对

峙。其中亚诺山亚诺岩、银场岩最高，海拔均为１４８２．５米，小黑江岸

最低，海拔为５５０米。其余的如绿德山、杰卓山、巴亚茄玛山、大谷

地高山等海拔均在１４００米以上。基诺山拥有国有森林约４５万亩，国

家自然保护区８．６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７８％。林地随着山势呈垂直

分布，海拔１０００米以下为热带季雨林，海拔１０００米以上为热带常绿

阔叶林，林波涟漪间，还附生和寄生着藤本、木本、草本等多种植物，

它们相互缠绕、相互依存，郁郁葱葱连成一片。基诺族将森林看作衣

食父母，特别重视保护森林。他们按照地理位置，将山寨周围的山林

具体分为景观林、护寨林、护路林等不同类型，并按照不同的标准进

行不同程度的保护。

基诺族有句老话：山上有林泉水淌，山上无木河水干。基诺族把

森林保护得好，山上的河水也是绵延不绝。基诺山山区内河流众多，

较大的有小黑河、南星河、南本河、莱阳河、巴卡河。这些河流有些

6

① 于希谦 ．基诺族文化史 ［Ｍ］．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０：１．



第一章　基诺山里话 “基诺”　

是缓缓细流，有些是汹涌湍急，犹如基诺山的血液一般，鲜活清澈，

滋润每一寸山林土地。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基诺山属于亚热带高原

季风气候，夏热多雨，冬暖无雪，偶尔有霜，日照充足，四季葱绿。

气温总体温和，变化较小，没有明显的四季之分，其中最热月的平均

气温为１８～２０℃，最高气温为３４．９℃，最低气温为５．８℃。全年之中，

１１月到次年４月为干季，天干物燥；５～１０月为湿季，雨量充沛，其

中７～８月为盛雨季。从６月以后，基诺山开始有雾，１１月到次年２月

雾气最盛。每逢有雾期，清晨的基诺山都会雾气弥漫，山寨像悬浮在

天边，四周绿色若隐若现，如同人间仙境。

基诺族村落远眺　 （傅光摄）

二、“天然的动植物宝库”

基诺山是天然的珍稀植物和动物宝库。土壤质量优良，属于紫色

沉积砂岩和季雨林条件下发育的赤红壤，有机质较多，湿润肥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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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多种植物生长。基诺山中，有森林树种１０００多种，包括四花树、柚

木、八宝树、望天树、短齿苏铁等。其中，仅中药树就有３０多种，野

生的有黄草、玉京、千年健、吴芋、草蔻、红蔻、千张纸、车前子等

２４种，还有一些是非常珍贵难得的植物，如美登木是抗癌植物，龙脑

香是香料植物等。基诺山有经济作物２０００多种，这些植物大多用于油

料、香料、树脂等方面的提炼和加工，主要包括茶叶、棉花、砂仁、

橡胶等。基诺山的野生菜果种类繁多。盛产的水果主要有香蕉、黄果、

橘子、芒果等；盛产的竹笋主要有甜竹笋、毛竹笋、花竹笋、麻金竹

笋等；盛产的野菜主要有梨板菜、野芥菜、马蹄根、刺菜等；盛产的

菌类主要有牛舌菌、筛子萝、酸菌、脆脚菌等，其他的奇花异草更是

不计其数、数不胜数。

同时，在基诺山的多层次交错的原始森林中，生活着数目繁多的

野生动物。其中，哺乳动物１００多种，鸟类４２０余种，两栖类３６种，

爬行类６０多种，鱼类１００余种①。具体包括虎、豹、狼、熊、野牛、

野猪、野象、马鹿、岩羊、斑鸠、团鸡、孔雀、竹鼠、松鼠等。基诺

山地区矿产资源丰富，有铜、铅、铁等众多矿种，其中对非金属矿产

石灰岩的开采比较多，目前已有多家企业开采石料，供应周边乡镇建

筑使用。

第二节　神奇多彩的创世神话

基诺族历史悠久，代代传颂着一个又一个的创世神话，有关于打

破世界混沌初开的 “阿嫫尧白”故事、有关于各民族由来的玛黑和玛

妞的故事、还有关于茶祖孔明的传说，这些故事传说尽管情节不同，

内容有所出入，但是都显示出基诺人对大自然的热爱和敬畏，对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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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基诺山里话 “基诺”　

种族繁衍生息的渴求，对各民族和平共处的向往，它们交相辉映，成

为基诺族起源文化的精魂。

一、造地的母亲

相传世界在最初的时候，没有天地，没有黑天和白昼，宇宙间到

处充满了大水。某一天，大水之间突然漂浮着一个张着眼睛的庞然大

物，过了很长时间后，它裂开一道缝隙，从里面走出来一位女巨人。

她将庞然大物掰成两半，用九根坚硬无比的石柱撑在两半之间，并用

九条绳索将其中的一半拴吊起来，天地成形。为了拉近天地之间的距

离，女巨人揪起大地靠近天空，这样大地有了褶皱，造成了山川、平

原、河流。庞然大物的眼睛成为天上的太阳，两个太阳照得大地炙热

干枯，女巨人留着其中一个，让它白天挂在天上，于是造成了白天和

太阳；女巨人又用唾液抹住另一个，让它晚上挂在天上，于是造成了

黑夜和月亮。做这些事情时女巨人的手印也留在天上，于是造成了星

星。女巨人将身上的泥点撒向大地，又造成了小草、树木、鲜花，大

地上出现了植物。紧接着，她将剩下的泥点继续抛向大地，细长一些

的成了人类，稍重一些的成了动物，稍轻一些的成了鸟类，落在河里

的成了鱼类。一切生物都出现了，大地上到处生意盎然。

这位女巨人就是基诺人创世神话的主角———阿嫫尧白。在基诺语

中，“阿嫫”是母亲的意思，“尧”是大地的意思，“白”是翻或造的意

思，“阿嫫尧白”就是 “造地的母亲”的意思。阿嫫尧白的故事反映了

女性在基诺族创世历史中的重要作用，这个故事并没有结束，造天地、

日月、星辰、万物只是个开始，之后才有了基诺族的起源故事。

二、洪水的故事

阿嫫尧白用自己身上泥点所造的万物，都带有她的灵气，都很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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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所有的植物、动物和人类都一样会说话，都希望征服其他的生物，

他们相互争吵、攻击，直至相互厮杀，大地的和谐被打破了，一片混

乱。阿嫫尧白看到这种情形，十分生气，她造了七个太阳，希望它能

晒死所有生物，结束这一切，重新开始。七天七夜过去了，大地一片

焦枯，植物都被晒死了，但是还有一些狡猾的人和动物钻进山洞，逃

过了此劫。阿嫫尧白没有放弃重新创造世界的念头，决定用洪水淹死

那些躲进山洞里的人和动物。这个时候，她发现了诚实善良又很像自

己的两兄妹：玛黑和玛妞，她不忍心毁掉他们俩，就把玛黑、玛妞放

在一面大鼓里，并在里面放了足够的粮食，告诉他们不要出来，然后

开始呼风唤雨。

基诺族人的祖先：阿嫫尧白像　 （武松摄）

七天七夜之后，洪水淹没了整个大地，万物都被淹死了。在大鼓

里的两兄妹，吃光了鼓里面的食物，从鼓里走了出来。这时的大地一

片凄凉，玛黑和玛妞开垦耕种，相依为命地生活在一起。日子一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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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基诺山里话 “基诺”　

过去，玛黑和玛妞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这时，他们意识到如果他们

俩都死了，世界上就再也没有人了。于是他们结成夫妻，但是他们已

经过了生育年龄，没办法生儿育女了。有一天，玛黑爬到救过他们性

命的木鼓里，无意中摸出了一颗葫芦种子，他想也没想就把种子种在

了地里，细心地培育着。葫芦种子长得十分茂盛，藤蔓爬过九座山，

结满了大大小小的葫芦。奇怪的是，慢慢地葫芦一个个都死掉了，只

留下其中一个最大的，里面还有人说话。于是，玛黑、玛妞打算用火

棍捅开葫芦，看个究竟。前三次的时候，每次都听见里面有声音说：

“不要捅我。”第四次时，听见的是一个和蔼老祖母的声音，她说：“不

要怕，朝我这边捅吧！”最后，葫芦被捅开了，里面跳出来几个人。他

们依次是景颇族、汉族、傣族和基诺族。

玛黑和玛妞在经历洪水之灾后，兄妹成婚，通过种葫芦得以传承

种族，繁衍后代，这段故事在世代相传中经过多次加工，版本不同，

叙述的情节也不同，但是总体的情节脉络是一致的。漫天的洪水淹没

了一切，反映了基诺族早期在与大自然作斗争中经历了无数艰辛；兄

妹成婚的经历，看到了基诺族原始时代血缘婚的影子；捅葫芦时老祖

母的献身，充满了基诺族对母系的尊重；从葫芦中依次而出的民族，

表明了各民族相生相伴、和谐共处的历史。

三、孔明之说

关于基诺族的由来传说还有一种表述与诸葛亮 （字孔明）相关。

相传三国时期，孔明率军南征到基诺山附近。因为长途跋涉，士

兵们困苦不堪。一些人实在熬不过去，就偷偷地睡了一觉，结果一觉

醒来已经掉队了。当他们赶上队伍时，孔明因为这些士兵犯军规，不

再接收他们。但是给了他们茶籽，教会他们种茶，并按照自己帽子的

样式，为他们设计了房屋，让他们就地安居。这些人就是基诺人的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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