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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尼族地方碑刻与史志研究
姜定忠

一、引　言

进入21世纪以后，我把目光对准云南哈尼族地方的碑刻，十来

年里，背着沉重的拓片工具和相机，寻寻觅觅，从哀牢山脉到红河

两岸，基本上实地踏勘造访了哈尼族的主要碑刻，并进行拓片，留

下了足迹、汗水和艰辛。本文所要涉及的内容，从学科上讲是广义

的，广义的碑刻类别，有石刻、崖刻、钟鼎之刻，这里涉及金石之

外的内容。从时间上讲涉及几千年前崖画，下限到20世纪50年代，

主要范围是哈尼族居住的普洱市、玉溪市、红河哈尼族自治州、西

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这里所谓的广义和涉及，也是相对而言的，因

为除一部分地区的哈尼族相对集中外，许多地方哈尼族与其他兄弟

杂居混居，有些碑刻涉及多民族的事项和内容。再说，20世纪50年

代以前，哈尼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关于哈尼族的碑刻，都以汉文字

记载形式出现，这是一个特点。

多年来，研究哈尼族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的成果

丰硕，各项研究不断深入和细化。到目前为止，对哈尼族碑刻文化

的研究，有所提及，但还属支鳞半爪，尚有很大的探索空间。实际

上，对哈尼族地方的碑刻调查研究，是很有意义的，通过对此问题

的研究，能使我们解开一些谜团，填补一些学术空白，甚至可以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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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哈尼族文化和历史之门，让我看到哈尼族远古历史之光。

二、哈尼族地方碑刻的分布情况

前面提到，本文所要说的哈尼族地方的碑刻，主要是以哈尼族

自治地方冠名的内容，并不是所有的碑刻都要介绍。当然，所说的

“哈尼族地方碑刻”，内容不完全仅是哈尼族的，也会牵扯到其他

民族，但那些碑刻对于哈尼族及其自治地方来说是很重要的，下面

分头简述之。

（一）普洱市

普洱市的碑刻，主要介绍墨江县、宁洱县、思茅区、江城县、

镇沅县、景东县，其特点是：墨江县的碑刻数量最多、历史最悠

久。宁洱县的碑刻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思茅区的碑刻

内容丰富，江城县的碑刻具有典型意义，镇沅、景东的碑刻具有生

态保护价值。

1．墨江哈尼族自治县碑刻

墨江是全国唯一的哈尼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南部，哀牢山脉

中段。处于玉溪市、红河州、普洱市的交接地。东与元江、红河两

县接壤，南接绿春、江城县，西与宁洱县隔江相望，北邻新平、镇

沅县。是古今南北昆明经玉溪出普洱达版纳，越南进江城通楚雄大

理的国道、省道要通。墨江地域是哈尼族与汉民族的重要分水岭。

墨江地处低纬度山地，北回归线穿境而过，是远古世界人类及文化

发祥地之一，这里具有时间跨度为三千多年的崖画碑刻。

（1）新抚平掌“朝山庙崖画石刻”。位于东经101°06′23.4″，

北纬23°34′22.5″，海拔1181米处，有约10米高，长18米的崖壁上画

有土红色崖画七幅。七幅崖画的形状有的似动物，有的似欢腾的人

物，有的似记事文字，崖画下紧贴岩壁，分别有5组用雕刻石板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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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祭台，石雕似牛虎等图案。

（2）新抚“鸡卦石崖画石刻”。位于东经101°15′24.9″，北纬

23°37′44.5″，新抚乡新塘村偏南约4千米的红石崖。崖画体属红砂

石，画面高2米，宽0.9米，绘画面积20余平方米，由于风吹日晒，

部分图案已模糊不清，还可辨认的图像有70多个。这些可辨认的图

像中，有人、牛、羊等形状。其中人形最多，有57个，动物形状10

多个，龟形图案1个，各种图腾和表意符号10多个。人物形状有持

弓欲射的、奔跑的等；较多的画面表现的是人形舞蹈状的图案，多

呈举手状。即有两脚叉开两手上举状，有两脚分开双手下垂状，有

两脚为平蹲马步形等，也有人与动物相连，相互交织的形状及场

面。舞形人物最大的30厘米，最小的5厘米。崖画生动形象地展现

了远古时代当地先民狩猎、舞蹈、宗教祭祀等活动场景。

（3）“彭丙文仓房遗址崖画石刻”。位于东经101°15′44.5″，

北纬23°34′53.2″，处于新抚乡政府以西13公里余平掌村冬瓜树村民

小组西北地势较高仆崖内，共有5组崖画。

据专家初步鉴定，三处崖画同属于新石器时期的作品，距今约

有3000年的历史。

（4）碧溪古镇“清乾隆九年碑刻A”，梅花石灰岩质，长140

厘米，宽70厘米，厚15厘米，共19行674字，直行阴刻楷体。讲述

田亩借贷婚丧资给等内容。

（5）碧溪古镇“碑刻B”，梅花石灰岩石质，碑宽长厚与A

同，年代约为清乾隆三年，共23行693字，内容为碑刻A的补充。

（6）碧溪古镇“碑刻C”，梅花石质，宽长厚与AB同，共

24行979字，内容与（4）（5）相同，主要是讲田粮租借、道德

行为等。

（7）阿墨江王明渡口“赏示遵守碑”，位于忠爱桥上游约10

公里阿墨江西岸，石碑高112厘米，宽75厘米，砂石材质。碑文从

右到左阴刻14行260字，清乾隆五十七年九月立。

（8）景星乡过者“执照碑”，位于过者村学校后山，距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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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20公里，全碑通高133厘米，碑心高97厘米，宽63厘米，厚20厘

米，内容讲乡规民约。

（9）“告示碑”，现收藏于墨江县文物管理所，灰花岗岩石

质，清光绪十三年（1888年）立，全碑高140厘米，宽70厘米，厚

10厘米，碑首呈平圆形。碑文为楷书直行阴刻，共16行398字。碑

文记述了他郎抚彝府禁止借官府之名作威作福、欺压百姓的种种霸

道行为，若不听从约束，仍滋事将从严惩办。

（10）老张沟“界碑”，该碑位于联珠镇（原碧溪乡克曼

村）。碑高123厘米，厚20厘米，正碑宽62厘米，直行阴刻楷体，

共22行843字，灰石灰岩质。

（11）龙坝勐里“乡规民约碑”。底座长80厘米，宽86厘

米，碑身高123厘米，四面中东西两侧宽42厘米，南北两侧各宽40

厘米。

（12）团田绿叶“民约碑”。碑身高80厘米，四边各宽40厘

米，碑身北、东、南三面有阴刻文字。

（13）孟弄山背后“哈西北婚姻碑”。此碑原在新平县建兴

乡建兴村公所厂洞村民小组与墨江县孟弄乡孟弄村山背后村民小组

之间的一个丫口上，立于清咸丰元年（1851年）二月。碑通高83厘

米，宽48.5厘米，厚14厘米，直行楷书阴刻，共15行457字，是研究

墨江、新平哈尼族卡多人婚姻的重要碑刻。

（14）团田乡“护林碑”。时间为清朝末年，碑为砂石，高96

厘米，最宽处34厘米，最窄处23厘米，厚6厘米，共5行94字，记载

当时区域内护林防火的规定。

（15）通关“牛库公益碑”。该碑现存于通关牛库村民小组4

号房主鼓晓安家，碑通高98厘米，宽63厘米，厚3厘米，碑已破裂

成三块。碑文直行阴刻楷体23行，内容是该地区哈尼族卡多制定婚

丧礼节新立规则条款。

（16）勐簸“田赋碑”。光绪六年（1880年）立，宽83厘米，长

52厘米，青石，藏于寨内村民家中，记载各户应交纳田粮租税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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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墨江县境内还有毛泽东、朱德对昆洛公路的题词碑2

块，有清水河桥石碑、双星桥石碑、水济桥石碑、文庙碑刻、石

屏会馆碑刻、新抚界碑小学德政碑、新抚白沙上寨石碑、景星乡

涵德义学“天开文运碑”、清溪桥赵鹤清题词碑、天神庙碑等多

通碑刻。

2．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碑刻

宁洱县曾是普洱府思普区政治中心，历史上有一些碑刻，但

有的碑刻已不存在，只有旧志记载碑文。这里主要介绍二块重要

碑刻。

（1）勐先东洒“公禁护林碑”。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

立，碑高76厘米，宽42厘米，厚11厘米，红砂石质，旁边有一对保

护石像，高50厘米。

（2）宁洱“民族团结誓词碑”。1951年元旦立于宁洱县城红

场，现立于宁洱县民族团结园，碑高142厘米，宽66厘米，厚12厘

米，有18行字。碑首第一行阴刻横排仿宋楷书“民族团结誓词”，

碑上端第二行至第七行为誓词正文，阴刻横排汉字楷书六行75字，

碑中间第八行至十六行为傣文、拉祜文、汉字48人签名。该碑被称

为中国西南民族团结第一碑。

3．思茅区碑刻

思茅区是普洱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清朝就兴盛一时，曾

经因疟疾而衰落，后又重新振兴崛起。思茅曾有一批会馆、庙宇、

整碗土司大坟碑刻，但后多遭损毁，现在重要碑刻二处。

（1）思茅港“整控江摩崖”。为元朝大元壬午年（1282年）

十二月布鲁合达征八百媳妇国时刻下，是元代的重要史料线索。此

碑为作者于1984年4月28日与时任思茅县志办公室主任雷锋、副主

任杨春荣一起发现。

（2）思茅坝刀官寨“勒石遵守碑”。该碑立于清乾隆四十六年

（1781年），碑为硬砂石，高176厘米，宽83厘米，厚21厘米。此碑

记载230多年前思茅坝土司与流官之间的利益冲突与风土民情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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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碑刻

江城县与越南、老挝接壤，一眼可看三国。其境内有几通关于

道德习惯的碑刻外，还有几块与法属越南的界碑。

（1）江边“一碗水牛宗碑”。碑系细砂石，高97厘米，宽52

厘米，碑刻习惯法，共563字，为清嘉庆十六年（1881年）秋立。

（2）“洛洒牛宗碑”。碑为细砂石，高103厘米，宽50厘米，

碑上刻习惯法，共155字。

（3）有几块“大清界”、“大法界”界碑，因清朝时期越南

属法国殖民地，所以界碑有“中法交界”的字样。

5．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

镇沅属哀牢山中段西部，属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按板

井等多处碑刻。

“种树碑”，清咸丰六年（1856年）五月十五日立，碑为不规

则长方形。

6．景东彝族自治县碑刻

景东县碑刻多，现列者后乡石岩村封山碑。

（1）者后乡石岩村“封山碑”，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

六月立，碑为青石灰石，碑高80厘米，宽55厘米。

（2）者后乡新村道光十五年（1835年）九月“乡规民约

碑”。碑高80厘米，宽60厘米，砂石质。

（二）玉溪市

玉溪市属滇中发达地区，是云南少数民族与汉族经济文化交汇

之地。玉溪市的碑刻很多，但涉及哈尼族及其碑刻的主要是元江县

和新平县。元江县有碑刻5通，新平县有碑刻19通，但与哈族尼相

关的较少。

1．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碑刻。

元江是滇中哈尼族第一分布地方，哈尼文化气息比较厚重，元

江的羊街、那诺、羊岔街的哈尼族文化较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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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元江“它克崖画石刻”。地处它克山崖主峰九老峰海拔

2340米，崖画位置在该峰西南麓约40米长的一段倾斜突露的崖壁

上。崖画画面全长19.5米，宽3米，距地2.15米，现有图像120个，

其中人物62个，其余为动物及其他符号。自西往东分为七组，分别

有太阳、菱形人、蜥蜴、蛇、长方形躯人、饰羽人、蛙形人、狗及

其他图形，内容丰富多姿。

（2）因远沙铺村“和气生财碑”。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

九月立，碑体马蹄形，高45厘米，宽35厘米。

（3）因远沙铺村“禁赌碑”。民国十一年（1922年）六月

立，高60厘米，宽46厘米。

2．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碑刻

新平县地处哀牢山脉中段东面，全县共有碑刻19通，最重要的

是清嘉庆二年（1797年）闰六月十六日立的“奉上革弊碑”，原在

戛洒，现存立新平县城龙泉公园。碑高153厘米，宽70厘米，硬石

灰石质。

（三）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红河州的民族文化较为丰富，差异也大。红河北岸的建水、石

屏、个旧、开远、蒙自、泸西开化较早，是有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和

文献名邦，碑刻非常之多。作者了解到建水孔庙有碑林，石屏文庙

天井里曾堆存着一批碑刻，蒙自玉皇阁侧边竖着几块碑刻，内容多

为墓志铭、寺庙建筑碑记等，涉及哈尼族的不多，下面重点介绍一

些内容。

1．红河县碑刻

红河县位于红河州西南部，民国以前哈尼族的土司大多出于红

河县内，是哈尼文化比较厚重的地方，红河县现存碑刻，多与哈尼

族有关。

（1）“日照月临奉上遵守碑”。在宝华乡嘎它村，碑高138厘

米，其中额高43厘米，宽86厘米，正碑高64厘米，碑身长92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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