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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景东县是千年古县，民族众多、人杰地灵、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景东彝

族自治县成立三十年来，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各族人民坚持走社会主义

道路，认真行使民族区域自治权利，努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大力发展经济和教育科学文化等各项事业，全县的面貌

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一个崭

新的景东正展现在世人面前。

景东三十年来所取得的一切成就，是党的重要思想的指引和上级党委、政

府正确领导的结果，也是全县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共同努力，社会各界大力支

持、帮助的结果，是党的民族政策和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伟大胜利。今天

的成就使我们深深体会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党的民族工作方针、政策是完

全正确的。我们只要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坚定不移地走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景东各族人

民一定能够实现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一定能够创造新的奇迹，谱写

出更为靓丽的新篇章。

在人民创造历史的进程中，彝族文化资源就像一颗明珠，是景东文化资源

的重要组成部分，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资源铸就了丰富的彝族文化。景东彝族

民风古朴，遗留了较多的文化资源，同时，这里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千里不

同风，百里不同俗。在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中，彝族文化更是别具一格，源远

流长，纵贯古今。彝族文化的形成、发展和变化，是一本记录地方发展变化的

史书。

彝族是景东县的世居民族之一，总数已达１６万人，其文化历史悠久，民间
文化资源丰富，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彝族人民与其他民族一道，创造和

丰富了景东多姿多彩的文化，为开发景东、建设景东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年

来，虽然县委、县政府十分注重民族文化的保护，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

彝族文化也在不同程度的消亡，保护、传承、开发和创新彝族文化还有待进一

步加强。在云南省彝学会的帮助和倡导下，全省专家、学者对景东彝族文化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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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并且取得了一定成效，这次选编的３７篇论文，就是
这期间彝族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

今后，我们还将进一步挖掘、保护、传承和发展彝族饮食文化、彝族医药

文化、毕摩文化等彝学文化，进一步开展彝族语言文字培训，加大彝族民间文

化搜集保护等工作的力度，以繁荣和发展彝族文化为重点，以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为目标，充分发挥彝学研究主阵地和民族团结进步连心桥的作用，通过开展

一系列彝学研究和彝族文化活动，促进景东社会经济大发展和民族文化事业的

大繁荣，为景东的文明进步做出新的贡献。

中共景东彝族自治县委员会

景东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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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东彝族历史文化及文化产业发展之路

白兴发

景东彝族自治县，古称银生，位于云南省西南中部，是普洱市的北大门。

地处东经１００°２２′～１０１°１５′、北纬２３°５６′～２４°２９′之间，东南西北分别与南华
县、双柏县、楚雄市、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临沧市云县和临翔区、

南涧彝族自治县及弥渡县相接。景东地处横断山系纵谷区南段，无量山和哀牢

山北段，境内群山纵横，千峰万壑，“两山逶迤三水秀”。西面无量山，巍峨高

大，连绵不断，属横断山云岭余脉，古称蒙乐山，南诏时称南岳，其雄、奇、

险、秀，正如清代诗人戴家政 《望无量山》所写：“高莫高于无量山，古柘南

郡一雄关。分得点苍绵亘势，周百余里皆层峦。嵯峨权奇发光泽，耸立云霄不

可攀。”东面哀牢山，气势磅礴，林海茫茫；西北—东南走向，纵跨大理、楚

雄、普洱、玉溪、红河五个州市。境内以无量山分水岭为界，西有澜沧江，东

有红河水系的川河及者干河。

一、景东彝族历史文化资源

景东彝族人口１５５６万人，占全县人口４２４４％。彝族主要分布在安定、文
龙、龙街、太忠、大街、花山、漫湾等乡镇山区或半山区，有倮倮颇、迷撒颇

（蒙化）、阿俐 （俐
!

）、香堂、拉乌等几个支系。

彝族是景东县域内无量山、哀牢山及澜沧江畔的世居民族。在澜沧江沿岸

广大地区曾发现有多处新石器遗址，并出土大量的石器、陶器、铜器及生产工

具，说明景东是远古人类的发祥地之一，也是古百濮族群活动的重要区域。

关于景东彝族，《巍山彝族简史》说：“今景东、云县一带的彝族，有可能

是南诏时在白崖、蒙舍川的蒙姓家族成员部分南下，渡过礼社江后落籍于此。”

从普洱、临沧的地方史料中，也认为今云县、景东、昌宁等地区尚有自称 “蒙

舍人”的彝族，他们认为其祖先来自蒙舍地区。景东唐朝时期设银生节度，唐

樊绰 《蛮书》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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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饮之。”嘉庆 《景东直隶厅志·卷二十三·风俗》说：“明初……山多倮倮，

是为土著。性，尚驯，朴。”雍正 《景东府志·卷之三·夷民种类》说： “大

亻罗亻罗，性勤，力健，种山地，蓄牛羊，衣食稍足，在诸夷种类中差强人意；小

亻罗亻罗，男着麻衣，短衣裤。女垂发，两辫覆体。布帕着麻布，密褶裙，赤足。

织麻布，薄种山地，捕鼠雀，樵采木植以佐生计……白亻罗亻罗，男衣裤，皆麻

布，女束发，青布缠头，别用青布帕覆之。男亦务耕，女织麻布。婚嫁女家以

牝牛牝猪赔随；男家作乐，以酒瓶、火炉居中，围绕歌跳，吹芦笙以和之。性

勤，力作，食荞稗杂粮者居多。病不服药，惟知祭鬼。”

以下，兹将景东彝族历史文化资源，择其主要略述如次：

（一）《景东封山碑》《景东封山育林碑》

景东彝族自治县锦屏镇蛮旧村于嘉庆十八年 （１８１３年）立的 《景东封山

碑》。《景东封山碑》以物证说明景东彝族祖辈对保护森林的重视，并刻石以告

诫子孙。其对造成森林破坏的现象及严重后果进行列举，主要有 “屡遭无耻横

徒盗伐挖根劈明”“纵火焚山”“修造”“砍柴”“牧牛”等，“是以不能长大成

材恐失先年拮据之苦”……阐明保护森林的利益在于 “种松以做栋梁即亦关风

水”“蓄树滋水”“不惟利在时且及百世矣”。

道光二十二年 （１８４２年）立的 《景东封山育林碑》，位于景东县者后乡路

东村的石岩寨正中，距今已有１７０多年的历史，大理石碑镶于村中大庙山墙上，
高０６５米，宽０４９米，碑首镌刻 “勒石垂久”四字，碑文告示封山育林，规

定毁林罚规条款：“犯者众姓公议，决不徇私容允推施，抗罚者倍罚，见不报者

同罪。一禁纵火焚山，犯者罚银叁拾叁两……”碑文记载： “每遇山水阱边左

右离阱二丈，不准砍树种地污秽水源，至于各家私山久蓄树林更不得擅行剪伐，

不得以坟占山，禁纵火焚山；禁砍伐树木；禁毁林种地；禁盗园蔬瓜果什物等，

均规定有罚银数额。”让封山育林必须家喻户晓，父诫其子，兄勉其弟，此封山

育林碑对我们今天仍具有教育意义。正是一系列的乡规民约铭刻人心，才会使

得无量山和哀牢山两个国家自然保护区迄今仍有着完好的原始生态。

（二）景东彝文手抄本

彝文手抄本于景东彝族自治县花山乡坡头村发现。麻布封面，白绵纸手写

直行彝文，从右至左，有花样图标，长２７厘米，宽３８厘米，系清代流传下来
的彝文经书。封面残破，但内页尚好。该书记载了有关彝族天文、地理以及民

间传说、礼俗经典等内容。

２００３年，景东彝族自治县曾整理出版一本 《景东哀牢山彝族叫魂经》，其

经文如：“到了驱邪时，门前有邪宅，邪宅绿荫荫。云上有邪神，地上有邪魔，

邪魔来降祸。飞禽中公鸡，公鸡上祭坛，公鸡喔喔叫。家畜中壮羊，壮羊上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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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壮羊咩咩叫……”

（三）李文学、田四浪者干会盟遗址

遗址位于景东彝族自治县大街乡三营村下营土主庙，该土主庙是清咸丰八

年 （１８５８年）哀牢山彝族农民起义军首领李文学与哈尼族起义军首领田四浪联
合反清会盟的地方。现存土主庙系悬山顶穿斗式结构，面宽１０６米，进深１０
米，瓦屋门面已损，左厢房为楼房，右厢房为平房土木结构。李文学、田四浪

在者干会盟，壮大了哀牢山农民起义队伍，他们在者干设立都督府，建置五营

四哨，扩大根据地。者干会盟在哀牢山农民起义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史

事已过１５０多年，却把文化留于百姓。１９８６年，景东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将者
干会盟遗址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四）嘎埂营李文学起义军营盘遗址

嘎埂营李文学起义军营盘遗址地处景东县安定乡鼠街村上街后的营盘山头，

这里是清代咸丰、同治年间 （１８５６～１８７０年）哀牢山李文学起义时的古战场。
营盘山地势险要，东连哀牢山脉，南面险坡，西面一条崎岖小路，北面是悬崖

绝壁。曾设一营、二营、后营，从后营至保护碑全长７４５米，面积约１２９１１平
方米。山顶现存当年起义军营营盘古堡一角，方形，高４５米，宽１２米，下半
部用块石砌成，上半部用土筑成，上有间隔１米的射击孔和观察口６个。古堡
外围是石砌工事和战壕，山上小路两侧残留有步哨工事痕迹２０余处。遗址两端
正前方有５亩左右的扇形耕地，有黎氏墓群分布。该遗址对研究李文学起义军
史事具有历史价值。１９８６年，被列为景东彝族自治县文物保护单位。

（五）景东彝族服饰

景东境内彝族有不同支系，其服饰也因支系不同而有较大区别。安定乡中

仓、迤仓、外仓为中心的彝族蒙化支系，与南涧、巍山的蒙化支系相同，服饰

大体相似，基本特征是简单、明了、大方，很少用图案装饰，即便装饰也不复

杂，制作比较容易，故不易失传。安定乡东部青云、青联、芹河一带居住着彝

族倮倮支系自称 “咯呢叭”，清雍正十年 （１７３２年）《景东府志》载：“男着麻
短衣裤，女垂发两辫，覆麻布帕，着麻布密褶裙，赤足……”还有的女性 “束

发，青布缠头，别用青帕覆之”。服饰较为复杂、精致、艳丽、多变，琳琅满

目，极富观赏性，是景东最有特色、最具代表性的彝族服饰之一。一般而言，

女装款式由头饰、飘带、坎肩 （围脖）、上衣、领褂、围腰、裤子、鞋子、三

丝银链组成，也有佩戴耳环、项链、手镯等首饰的习惯。男装以包头、上衣和

领褂为主，传统裤子为宽大的摆裆裤，但现今基本上改穿时装裤。男子服饰多

以黑、白、灰无彩色系列为主，显得粗犷、刚劲、勇敢。女子服饰则色彩度较

高，多以黑、蓝色为底色，绣或拼接红、黄、白条以象征虎皮形花纹，重色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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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浓烈而明快，感染力极强。景东彝族文化教育名儒罗大任于民国九年

（１９２０年）编的 《老仓罗氏家谱》记述，其祖籍江西，明洪武十四年 （１３８１
年）８月从军随沐英将军入滇，为躲避战火进入云南蒙化县 （今巍山），后挨彝

变彝，挨汉变汉，以致这部分彝族女装一改传统上衣下裙的结构而上衣下裤，

此也说明历史上彝汉文化的交融。

（六）三跺脚

三跺脚，又叫 “跳芦笙”“跳三弦” “三脚歌” “跳歌”，是彝族舞蹈，也

是哀牢山各民族比较喜爱的一种舞蹈，逢年过节或重大喜事都要跳三跺脚。三

跺脚一般由集体或个人组织，通常在晚上举行，场地中央桌上摆满烟酒食物，

燃起篝火，人们围成圆圈按一定的动作跺脚转圈，根据各个地方，有的用葫芦

笙伴奏，有的用小三弦伴奏，有的用哔芦、唢呐、响篾伴奏。跳三跺脚一般由

歌头领唱主词，众人跟唱衬词，主词即兴创作，七言四句，大体押韵。三跺脚

词一般分为新民歌、排曲、猜曲、散曲、对歌五种。其中，男女情歌对唱最能

撩人心弦，唱词最为丰富感人，往往成为男女恋爱的媒介。

（七）跳秋歌

景东彝族跳秋歌，从立秋那天开始为期三天。歌场设在草坪地上，既为集

市又为歌舞场，进行山歌对唱和千余人的集体舞蹈。相传彝族祖先认为立秋那

天下地干活会把庄稼碰枯萎而没有收成，只能在家休息，勤劳聪明又能歌善舞

的彝族人民就利用这个时间来举行娱乐活动，由此形成一年一度的跳秋歌，并

一代一代延续下来。跳歌场上，有人唱盘曲，一问一答，你唱我和，少则对上

半天，多则对上几天几夜，有的对唱山歌，男女相对，不见胜负不收场。跳歌

场上，随着葫芦笙、大小三弦、竹笛的音乐旋律，人们跳起三跺脚、回折歌、

闪闪歌等各种舞蹈。

（八）彝族刺绣

彝族刺绣包括服饰、鞋子、包头、围腰、马甲、钱包、枕头、挎包及各种

饰品，工艺独特，色彩艳丽，寓意深远，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观赏价值和收

藏价值。景东彝绣立足景东的山水生态自然美，突出景东风土人情特色，图案

以山水、花草等为主，充分表现原始风格的自然美与古朴之美，树立了自己独

特的艺术风格，既富有装饰趣味又有浓郁的乡土气息。色彩运用上，采用强烈

的对比色，充分体现民族风格，使绣品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对比中求得颜色的

和谐，表现出丰富多彩、充满情趣的民间生活。“不长树的山不算山，不会绣花

的女子不算彝家女。”彝族女子擅长刺绣，那银光闪闪、绣花簇簇的满襟大围

腰，绣满鲜艳花朵别致精巧的花鞋，做工精美的头帕、飘带等，无不显示着彝

家女子的心灵手巧。

·４·

火的盛宴



（九）糊米罐罐烤茶

糊米罐罐烤茶属于普洱茶系列，茶叶讲究用无量山哀牢山的晒青茶，此茶

有消食健胃，降低胆固醇之效。烤罐肚大口小，茶具为土陶和紫砂制品，泡茶

讲究取无量山泉水。烤茶之前先烤罐，待罐烤热将茶叶放入，在炭火上翻转烘

烤，当茶叶焦黄再将烧开的水冲入，此时茶汤浅黄，茶味香醇。或将陶罐放于

火炭上，加入事先炒至黄色的糯米和茶叶，边烤边抖动，至茶叶泛香糯米焦黄。

罐罐香茶俗称 “百抖茶”，以腕力抖罐，令米不至糊底，以让茶香米香混杂。

或加入采自无量山３０００米以上的特有红豆草和少许红糖，继续抖动，加入开水
和一块生姜煮沸，此时茶汤呈红色，香气甘甜，饮后神清气爽，满口生香。人

们在劳作之前喝上一碗甘醇浓郁的糊米茶，浑身发汗，格外有劲。彝家糊米罐

罐茶的来历：相传银生第三任节度的女儿因病长期不思饮食，节度遍寻名医都

不见效，有个侍卫将自家的彝家糊米罐罐茶送来给小姐喝，小姐的病立即痊愈，

节度大喜，下令将此茶作为府治茶道，以致流传至今。糊米罐罐茶，冬可暖胃，

夏可清心，可以说是大自然赐给彝家人的厚礼。对于彝族小伙来说，想娶媳妇，

要先学一手烤茶绝技。

（十）大帮腔

大帮腔是历史悠久的一种原生态民间音乐舞蹈艺术，融诗、歌、舞、乐为

一体，集娱乐性、趣味性、表演性于一身，是群众中流传最为广泛的一种民间

艺术形式。大帮腔主要流传在安定镇青云、青联、青胜、民福、中仓等１５个
村，大帮腔主要由中老年人用彝语演唱，所以又叫 “老帮腔”，是彝族特有的

一种多声部音乐舞蹈剧种，属 “家歌”派，一般由十几人或几十人组成，主要

以芦笙、竹笛、三弦伴奏，以 “蒙化”语对歌。至今当地还流传着 “帮腔不是

这时兴，孔明留下转圈圈”的说法。其实，大帮腔是彝族先人模仿大号、长号

及唢呐的声音而形成，由领唱者唱出一个基音，再由众多和者按高、中、低三

个音部同时发声，组成和谐音程，气势恢宏，气氛热烈。大帮腔以唱为主，配

以简洁的动作，有相对固定的词句和内容，又可以根据不同节日、不同场合、

不同家庭来改编唱词内容，故很多唱词是即兴的。对唱时最常见的舞步是向前

走三步，又向后退两步，舞时相互搀扶着左右摇晃身子依次往前退后反复进行，

舞步以 “直歌”为主，也可将 “两跺脚” “三跺脚” “直歌” “翻歌”融合起

来，变成 “两跺两翻”“两跺三翻”“直歌半翻”等舞蹈形式。彝族大帮腔以其

粗犷的调子声，深厚的大号声，民族特有的舞蹈，通过历史的积累、传承，在

彝家山寨形成了一个传统固有的娱乐方式。一人唱，众人和；一人跳，众人伴；

一人吹，众人应；一台舞，众人帮。大帮腔是最古老、最原始的一种多声部合

唱形式，其音域宽广，男女声部疏密有序，有静有动，原始自然的和声律动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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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而易懂，原始复杂的支声复调处处显见。舞蹈的表现与词意紧密配合，见舞

可想到乐思，听歌可想到舞感，耐人回味，其乐无穷。

二、关于景东彝族文化开发及文化产业发展

景东是云南省六个彝族自治县之一，彝族人口占全县人口一半左右。景东

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拥有无量山和哀牢山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镶

嵌在哀牢和无量两座大山系中的一颗绿海明珠，这里立体的气候、丰沛的雨量、

湿润的空气使无数的动植物在这块土地上与人类和谐相处共同繁衍生息。景东

被誉为 “世界黑冠长臂猿之乡”，在两大自然保护区中生存着９８群５００余只世
界珍稀濒危动物黑冠长臂猿，其种群和数量被专家称为 “中国仅有，世界之

冠”。其中无量山不到全国万分之一的土地面积上保留了全国近三分之一的物

种，是一座天然的 “物种基因库”，有国家Ⅰ类保护植物４种，Ⅱ类保护植物７
种，还拥有数量繁多具有高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的天然菌类和药材。哀牢山自

然保护区于１９９２年被世界自然基金会确认为具有全球保护意义的Ａ级自然保护
区，是多种生物生长荟萃之地，保存着我国亚热带地区至目前面积最大且以云

南特有物种为优势的常绿阔叶林。

无量山、哀牢山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世世代代生息繁衍在这里的各民族悠

久灿烂的文化，孕育了火一样的民族，自然也铸就了这里丰富奇特的旅游资源

及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资源。无量山纵贯景东、南涧县境，高陡险峻，雄奇壮观，

山峦起伏，云海万顷，山中奇石嶙峋，造型精致，典雅古朴，数万亩原始森林

逶迤茫茫，古木参天，多个国家森林公园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于一体。无量

山区土壤肥沃，气候宜人，盛产茶叶，素有 “茶乡”之称，各种茶叶显秀挺

豪，条索紧结，汤色俱佳，回味无穷，久负盛名。无量山区、哀牢山区居住有

众多的彝族，民族文化浓郁，彝族能歌善舞，舞蹈多姿多彩，式样繁多。彝族

打歌、南涧跳菜、彝腔小调、山歌对唱、吆牛歌、三跺脚、躜歌、合脚歌、羊

皮舞、大帮腔等。彝族火把节、祭
"

节、叫魂节、跳秋歌等１０多个传统节日，
通宵达旦，篝火跳歌。景东还拥有文庙和卫城两个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明

代至民国共有８部志书，目前仍有 《景东府志》 《景东直隶厅志》 《景东县志

稿》等３部传世。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级４项，市级１７项，县级３６项，代表
性传承人省级９名，市级４０名，县级６５名。４项省级非遗中就有打歌、羊皮
舞、刺绣３项属于彝族的传统文化。总之，景东地理位置优越，自然景观优美，
历史传说众多，彝族文化开发潜力巨大，彝族文化产业发展前景广阔。

景东县安定镇彝族人口占９５％以上，彝族仍使用自己本民族的语言，彝族
传统文化保存较为完整。该镇青云村委会的彝族刺绣是彝族民间文化一道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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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景线，是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只要走进青云村委会，就会看到很

多彝族妇女聚在一起穿针引线忙做绣品，村委会刺绣展览室里一幅幅精美的绣

品绚丽炫目。景东彝绣自从在昆明文博会上展出后，得到了多方关注和好评，

彝族妇女的积极性也越来越高。景东彝族传统手工刺绣曾入选云南省第三批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安定镇青云村被普洱市命名为市级文化传承示范村，并获

“云南十大刺绣名村镇”提名奖。

景东彝族文化资源深厚，形式、品种、内容丰富，资源开发及文化产业发

展之路具有良好的先决条件。古朴的土主寺庙，民居建筑，古老的驿馆，茶艺

茶道，茶文化展演，可以欣赏到彝族文化的无穷魅力。彝族刺绣等民间工艺品

可以形成一个大产业，需由政府引导扶持，建起相应的文化集市，培训大批手

工刺绣能手，使产品种类更为丰富，按照 “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市场运作，

先行试点，逐步推广”的思路，建成以青云村等重点村为单位，一村一品，联

村成群，覆盖广大农村的民间民俗工艺品加工、生产和销售网络，逐步走上从

分散到集中，从加工到创作，从收集到培训，从线下到线上销售的产业发展之

路。紧密结合当地实际，把彝族其他艺术形式与彝绣结合，同时积极吸收一些

其他民绣的针法，艺术题材更多地融入日常生活内容。杜绝粗制滥造，力求工

整娟秀，精美细腻，色彩清新高雅，针法丰富，雅艳适宜。民族特色太浓的东

西人们不一定接受得了，过去很多民族产品主要是本民族的人消费，通过创意

设计，就会突破民族特色产品消费的局限，这样的产品更能得到市场认可，更

有生命力，更能为人们所接受。

文化产业有其独特的发展规律，文化产业的发展不仅看数量，还要看质量，

不仅要看总量，还要看结构。要把社会效益、社会价值放在首位，这是发展文

化产业的核心价值所在。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元素，如何做出体现景

东地域特点、人文内涵和时代元素，又具有彝族传统文化内涵的创意产品，确

实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如果能建立自己的品牌，就能够让彝族的文化被保护

下来。

可喜的是，近些年由于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景东县的彝族文化事业取得

了突出的成绩。景东专门成立了 “密撒把”民间艺术团和 “大帮腔”合唱组

合，安定全乡镇建立起了１３５个彝族传统文化演出队。大帮腔在市县文化专业
人士指导下其演出水平不断提高，多次参加省市县文艺表演，成功走出一条农

民业余文艺演出之路。由景东密撒把艺术团主创的带乡土气息的彝族原生态歌

舞 《大帮腔》在创意云南２０１４文化产业博览会普洱展馆刚一开演，即引起全场
轰动。在县文产办、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青云村等地的彝绣产业如火

如荼，彝族绣品一旦找到合作商家及市场渠道，景东彝绣这个新的文化产业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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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做大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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