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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弥勒县县委书记　吕　兵

弥勒县人民政府县长　钊　辉

彩云之南，福地弥勒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民族文化独特、灿烂。具有鲜

明个性的弥勒文化以其自身所蕴藏的独特魅力和开放兼容的共通性，让4004

平方公里的红土地孕育和传续了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有国家级名

录2项，省级名录2项，州级名录21项，县级名录130项；有省级传人9人，州

级传人27人，县级传人207人。其表现形式和类别多样，有保护区、传统文化

之乡、传统舞蹈、传统音乐、传统美术、传统戏剧、传统工艺、传统习俗、濒

危语言文字、民居建筑、民间文学、民间曲艺、民间戏剧等。弥勒县组织了以

县文化馆为班底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普查队”，深入全县12个乡镇、75个

村，进行了11个类别共400个项目的普查工作。“阿细跳月”就是其间调查和

申报的重点项目，通过逐级申报，2008年6月，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二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阿细跳月”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为进一步加大对项

目的管理，2008年，弥勒县将每年的8月7、8、9日确定为法定的重大民族

节日活动，通过举县同庆的群众文化活动方式，予以“阿细跳月”活态传承

保护。

《阿细跳月》一书，集中了“阿细跳月”的起源、形成、演变，“阿细

跳月”的独特音乐、舞蹈形式及其艺术价值，“阿细跳月”的社会影响，对

“阿细跳月”采取保护、传承的办法和措施，以诗歌、散文、音乐、舞蹈、绘

画、书法、摄影、雕塑、剪纸等艺术形式呈现的“阿细跳月”，“阿细跳月”

的学术价值等内容，是一部综合记录整理 “阿细跳月”的书籍，这对广大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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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了解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阿细跳月”，了解弥勒的优秀民族文化大有裨

益，这将进一步激发人们爱故土、爱家乡、爱祖国的热情，对宣传弥勒，提升

弥勒、扩大弥勒的知名度、影响力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县文广局、文化馆的辛勤工作和相关部门的积极配合下，《阿细跳

月》出版了，这是弥勒文化界一件引人注目、令人欣喜的好事，开启了整理编

纂我县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著述的好头。这部书将会是广大读者了解弥

勒，了解弥勒民族文化的良师益友，是文化、旅游、民族工作者的案头必备，

还将是中小学生首选的课外读物。在打造“云南省重要旅游城市”、“云南省

休闲度假旅游示范城市”，建设平安弥勒、构建和谐弥勒的历史进程中，文化

依然以文化人，润物无声，福地弥勒要在优秀文化的灵动气韵中展现独具的魅

力与风采，全县广大文化工作者要继续担当起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为建设弥

勒民族文化强县奉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201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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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流淌着无数优秀的璀璨文化，舞蹈就是其中一颗闪亮的明珠，闪耀着与众不同

的光芒。舞蹈作为一种肢体语言的艺术，它表达着一种无以言表的深刻情感。

在舞蹈的众多组成部分当中，民间舞蹈是最具典型性也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

一，它以生动活泼的艺术形式，丰富淳朴的表现内容，活跃在人民的生产生活

当中。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璀璨的民族文化。在地处中国西南红土高原的云南弥

勒西山，无论在艳阳当空的白天，还是银月悬空的夜晚，无论在村旁地头或房

前屋后、松石云间或草坪山洼，都能看到成群结队的阿细男女青年弹着三弦、

吹着笛子，翩翩起舞……这就是蜚声中外的“阿细跳月”。“阿细跳月”是

彝族支系阿细人最为著名的民间舞蹈，也是中华民族歌舞文化中一朵瑰丽的奇

葩。它世代相传，历经几百年的发展演变，已成为阿细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重要组成部分，并以其鲜明的地域、民族文化特质，成为彝族阿细文化的重要

代表。2008年6月，“阿细跳月”被国务院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引　子

西山上的阿细跳月　黄光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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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勒县，位于云南省东南部，是红河彝族哈尼族自治州北大门。县城弥阳镇北距

省会昆明132公里，南距州府蒙自126公里，距国家级口岸河口316公里。昆河公路纵

贯腹地93公里，滇越铁路沿西跨境78公里，是两广来红河州进昆明的重要交通枢纽，

具有良好的区位和交通优势。

弥勒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海拔最高在东山金顶山，为2315米，最低在江边

河谷，为870米；年均气温18.08℃，最高气温35.8℃，最低气温0.5℃；年总降雨量

771.2毫米；日照2061.9小时，光照充足、有效温期长；霜雪日短，拥有得天独厚的

自然条件，适宜各种动植物生长，是云南省烟、糖的主要产区，享有“滇南粮仓”、

“烤烟之乡”、“东方波尔多”、“蔗糖王国”等众多美誉。

弥勒县辖弥阳镇、新哨镇、竹园镇、朋普镇、虹溪镇、巡检司镇、西一镇、西二

镇、西三镇、东山镇、五山乡、江边乡10个镇2个乡，7个社区、3个居民委员会、129

个村民委员会，1102个村（居）民小组。在400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着汉、彝、

回、苗、傣、壮等21个民族，现有人口522,978人，其中：汉族295,051人，占全县总

人口的56.4%；少数民族227,927人，占全县总人口的43.6%。其中彝族（阿细、阿

哲、阿乌、撒尼、大小黑彝、大小白彝）有16万多人，仅阿细人就有6万余人。

弥勒县历史悠久，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就在境内设置了同并县（在现

县境东北）和律高县（在现县境西南，今虹溪、五山、巡检司一带）。南北朝时期，

境内为西爨地，隶属南宁州。唐初称泉麻县，隶属郎州，唐天宝后归属南诏。宋大理

时，为东爨乌蛮三十七部之一的弥勒部所据，隶属石城郡（郡治在今曲靖）。元至元

二十七年（1290年）正式设弥勒州，始设土知州。明弘治十年（1497年）改土归流，

隶属广西府（今泸西）。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弥勒州改称弥勒县，隶属广西直

属州（今泸西）。民国二年（1913年）隶属蒙自道，民国十八年（1929年）废道隶

省。1953年成立弥勒县彝族自治区（县级），隶属宜良专区，1954年7月划归蒙自专

区。1956年12月建弥勒彝族自治县，次年11月划属新成立的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后

复称弥勒县。

弥勒的得名，据史料记载，源于南诏、大理国时期滇东南地区三十七部乌蛮部

落中一个彝族酋长名字的音译。《元史·地理志》中记载，“些莫徒蛮之裔弥勒得郭

甸、巴甸、部笼甸而居之，故名其部曰弥勒”。

弥勒，山川秀丽，景色宜人，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山水园林别样俊秀，人文景

观瑰奇秀美，民族文化绚丽多彩，堪称南滇福地，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聚居县，又是

阿细山寨　陈保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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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唯一一个与“弥勒佛”同名的县，这里还是清末“钱王”王炽、中国现代数学

先驱熊庆来、彝族名将张冲的故乡。蜚声中外的（彝族三弦舞）“阿细跳月”就发祥

于弥勒这片美丽神奇的红土地上。

弥勒是彝族阿细人的主要聚居地。阿细人是彝族的一个支系，自称“阿细颇”，

其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族语支东南部方言阿细语。《云南通志》记载：阿细居

山凹……广西州属有之。弥勒正是当时的广西辖地之一。南诏、大理时，阿细及东爨

乌蛮的一部分，隶属百罗之些么人。主要分布在滇池地区之东南部；元以后，一部分

南迁融合于其他彝语支系，只有弥勒等地的阿细至今仍保留其称谓不变。

据阿细史诗《阿细先基》及有关地方志书、《红河彝族辞典》等史料记载：大

理国时期，有个善战重义的彝族首领名阿细，精通兵法，武艺高强，受大理王朝阿厄

器重。阿细受命率兵百里扎营守边防，兴修水利，屯田垦荒，设部族，凡与阿细有缘

和入伙者，自称“阿细颇”，即今彝族支系阿细人。弥勒的“阿细颇”古时居住在大

理、昆明、弥勒等地，后因战争，辗转迁徙到金沙江、牛栏江、贵州草海又返云南、

昆明，经呈贡、宜良、路南和澄江、华宁进入弥勒坝，之后，弥勒坝区的“阿细颇”

由于种种原因，逐步从坝区退居山区，主要聚居“西山”一带（即弥勒西一、西二、

西三，统称“西山”）。

弥勒县聚居的彝族阿细人现有人口50,233人。主要居住在弥勒西一、西三两个乡

镇，西二、弥阳、五山等有部分聚居和杂居。

阿细历史悠久，保存有丰富的文学遗产，较为著名的是《阿细先基》。由于阿

细人文字失传太久，所以没有用本民族文字记载的文学形成，口头文学成为阿细人民

的一种主要的文学形式。这种口头文学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诗歌形式的叙事诗、史

诗和歌谣；一种是散文形式的故事和神话寓言。诗歌形式的有国内外闻名的《阿细先

基》、《西三谣》、《阿细人的歌》、《阿细民歌》、《童谣》等。

阿细人能歌善舞，其歌舞别具特色，其中以 “阿细跳月”最具代表性。阿细跳月

是彝族阿细人独有的民族性、风俗性极强的民间舞蹈。发源于弥勒西山一带，流传于

弥勒、石林、泸西等地区。这种起源于阿细人日常生活、劳作的集体性舞蹈，以男女

对跳的方式进行，主要动作有踹脚、拍掌、跳转等，伴奏乐器则以三弦、笛子为主。

节奏明快，气氛热烈，气势磅礴，雄伟壮观，舞姿豪放粗犷，激越奔放，独具特色。

经过长期的演变发展，唱歌跳乐已成为阿细青年的主要社交活动和重要的娱乐活动，

也成为传承阿细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而且阿细青年的谈情说爱、男婚女嫁不能没有

歌舞。阿细地区有这样的唱法：“不会唱跳的姑娘嫁不出去，不会吹弹的伙子找不着

媳妇。”

西山远眺　陈保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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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细跳月　王铭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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