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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孙宏开

2013年 1月，收到陇南市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会邱雷生先生发来

去年 6月 21—22日在甘肃文县白马人民俗文化研讨会上的文集初稿，

命我写序，我难以推辞。我出席了此次会议，而且受到了热情的接待，

会议期间听到了许多来自各方人士的精彩发言，又去访问了铁楼入贡

山的几个村寨，参观了白马人的民俗文化表演，会后在研究会副会长

张金生等同志的陪同下，考察了宕昌、西和、仇池等氐羌的历史古迹，

这一切都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思绪把我引到 了 1978年。那年夏天，研究所收到四川民委发来

的邀请信，邀我参加四川白马人的民族识别工作，配合调查组承担白

马语言记录和识别工作。由于刚刚完成了 1976年去西藏东南部地区少

数民族门巴、珞巴和僜人的民族识别和语言考察记录的资料整理工作，

我当然希望参加这样的学术活动，以开阔我的学术视野。我过去虽然

调查研究过多种少数民族语言，特别是羌语调查研究，但白马人的语

言还是第一次接触。

很快白马人民族识别的工作组成立了，由四川省民委 2处周锡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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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组长，四川大学历史系、四川省博物馆考古组等单位的学者配合。

由于此次民族识别工作是由平武县政府首先提出的，因此调查组首先

就一头扎进了平武县白马人聚居的白马乡开展调查研究。由于民族识

别工作涉及该族群使用的语言是否是一个独立的语言，他的语言与周

围哪些语言接近等这样一些复杂的问题，因此此次调查我带去了 60年

代做羌语系属问题比较研究时的一些羌语和藏语的词汇和语法资料。

我一边记录，一边与我带去的羌语、藏语的方言资料做比较。近两个

月下来，我记录了 3000多个常用词，一套语法例句，整理了白马语语

音系统，还记录了一些长篇故事。在此基础上，写出《白马人的语言》

（该文章发表在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编辑的《白马藏人族属问题讨论集》

第 15~25页，1980年） 一文，供调查组参考。

白马民族识别工作受到研究所领导及相关专家学者的重视。回到

北京，费孝通、李有义等先生找我，要我向研究所相关研究人员介绍

这次白马人识别工作的收获，我一五一十地谈了我调查研究的情况和

意见，费先生还专门找我了解情况，讨论有关西藏僜人、白马人和西

番人的识别问题。那年冬天，在四川召开了白马人民族识别学术讨论

会，此后有关白马人的识别调查工作又扩展到南坪（现称九寨沟县）、

松潘和甘肃省文县的铁楼一带。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调查组内部基

本上形成了一致的意见。在此期间并连续召开两次有关白马人民族识

别的学术讨论会。在两次会上，大多数专家学者基本上形成了一致意

见，认为白马人很可能是历史上氐族的后裔。

1978年 10月，费孝通先生将他在全国政协《关于我国民族的识

别问题》的一个发言的油印稿给我（此稿 1980年刊登在《中国社会科

学》的创刊号上）。我打开一看，发现费先生对白马人的民族识别问题

基本上持肯定意见。与此同时，国家民委连续发文，指导民族识别工

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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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 11月 3日，国家民委向四川、西藏、云南、贵州、广东等

省发出了《关于抓紧进行民族识别工作的通知》。

1981年 11月 28日，国务院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公安部、国家民

委联合发出《关于恢复或改正民族成分的处理原则的通知》。

1982年 5月 11日，国家民委又发出了《关于民族识别工作的几

点意见》，分析了 3种情况，提出了 3点具体意见。

1986年 6月 12日，国家民委以党组的名义发出了《关于我国的

民族识别工作和更改民族成分的情况报告》。在这份报告中，确认并批

准了两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这一点主管民族识别工作的国家民委副主

任黄光学在与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施联朱合作出版的 《中国的民族识

别———56个民族的来历》一书中有明确交代。该文章说：“中国共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族工作得到恢复。在这个阶段中，又确

认了两个民族。”

费先生关于民族识别的文章以及当时的一系列工作，都是围绕这

一中心工作进行的。我当时参加了多次各地来北京汇报民族识别工作

的座谈会。他在文章的第四部分（这一部分是文章讨论的重点），详细

列出了要识别民族的分布、特点，尤其是民族关系和语言关系。关于

“民族走廊”的理论就是在这一节的（一） 关于“平武藏人”、 （二）

关于察隅的“僜人”两大段中提出来的。他以康定为中心，向周围辐

射，提出了一系列待识别的族群，除了白马人外，还包括四川的嘉戎、

木雅、西番；云南怒江流域的怒族支系、独龙支系；西藏察隅的扎、

囧、格曼、达让等许多“历史的遗留”。

他在文章中说：“我们以康定为中心向东和向南大体上划出了一

条走廊。把这走廊中一向存在着的语言和历史上的疑难问题，一旦串

联起来，有点像下围棋，一子相连，全盘皆活。这条走廊正处在彝、

藏之间，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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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宝贵的园地。”在另一节他又说：“早在唐代，樊绰的《蛮书》

里已提到过有条从云南向西的通道。现在正需要我们识别的居住在察

隅和珞渝的许多民族，有可能就是早年从这条通道进入这些地区的说

着和今独龙语相近语言的人的后裔。珞渝各民族集团的语言据初步了

解不属于藏语支而与景颇语支相近。如果联系到上述甘南、川西的一

些近于羌语和独龙语的民族集团来看，这一条夹在藏、彝之间的走廊，

其南端可能一直绕到察隅和珞渝。上面提出族别问题的‘平武藏人’

和‘僜人’，可能就是在走廊中历史上存在着某种联系，受到藏族、彝

族等不同程度影响的两个民族集团的余留。它们共同向我们民族研究

工作者提出了一个新课题，我们应当进一步搞清楚这整个走廊的民族

演变过程。”

1979年冬，《民族研究》杂志的编辑找我，要我写一篇关于白马

人族属问题的文章，而且要快，否则不要像基诺族那样，国家已经公

布了，学术界还一点反应都没有，会很被动。于是《历史上的氐族和

川甘地区的白马人》一文就这样在 1980年的《民族研究》第 3期出笼了。

1986年，平武县成立“白马人族属研究会”，邀请我出席，我因

为有事不能够分身，在我给研究会的贺信中说：“白马民族是一支很

有特色的古老民族，在历史学、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体质人类

学等方面都保持了一些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这支民族不仅为国内学

术界所重视，也引起了国际民族学家、语言学家们的兴趣。相信，随

着研究会的成立和开展工作，有关白马人的族属真理总有一天大白于

天下。” 但是白马人希望成为中国民族大家庭一员的愿望最终没有能

够实现。

从费孝通先生民族识别理论，到后来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

再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个历史过程是

与国家民族工作与民族政策的调整密切相关的。这个认识过程也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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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与时俱进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本被国家民委评为一等奖的书，仍然将白马人的

民族识别问题作为“民族识别余留问题”，用了一定的篇幅讨论了作为

余留问题的原因（见该书第 237~242页）。仔细阅读那几页文字，作为

长期研究白马人语言与文化的学者，我心中有许多至今仍然解不开的

疑问。

最近，读到甘肃省陇南市政协和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会主持

编写的《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丛书》，它包括了调查资料卷、论文

卷、故事卷、语言卷、服饰卷、舞蹈卷、歌曲卷，还出版了大型豪华

精装本《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图录》，白马人的风采得到了一定的展

现，我内心多少得到一丝安慰。

在文县出席白马人民俗文化研讨会期间，聆听到许多专家学者有

关白马人的历史、文化、民俗、风土人情等的发言，十分感动。尤其

是来自川甘两省各地州县的白马人欢聚一堂，目睹了文县铁楼一带白

马人为保存和发扬本民族文化付出的各种努力，我内心多年郁结的许

多遗憾和愧疚开始解开。

白马人并没有因为民族识别的结果受到任何的影响，相反他们得

到了更多国内外学术界、文化界的关注，也得到了各级地方政府的重

视和关心。他们一如既往地自觉保护、继承和发扬自己优秀的传统文

化，在不断改善自己物质生活的同时，丰富着自己的精神生活，向世

人展现出一个古老民族所焕发出的青春活力。我衷心祝愿他们在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征程中，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在向小康社会迈进

的前进道路上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序于北京安贞桥寓所

2013年 3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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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杨全社

陇南地处甘、陕、川三省交汇处，历史悠久，民风淳朴，地理位

置特殊，蕴藏着深厚的文化积淀，这里既有古代氐、羌、藏等民族文

化与汉文化的大融合，又有秦陇文化与巴蜀文化的大交汇，特别是生

活在陇南文县的白马人，他们有着独特的民族民俗风情，保存和传承

着独特的民俗文化。他们的民居、服饰、信仰、婚俗、神话传说、故

事、歌曲、舞蹈、美术、手工制作技艺、习俗和语言独具特色又丰富

多彩。他们相信万物有灵，崇拜神灵先祖，对风雨雷电、火山地震等

各种自然天象的敬畏，逐渐演化成为他们对自然与神灵的膜拜和其独

特民族民俗文化的神秘源泉。

2008年以来，陇南市政协在抢救、保护、挖掘、整理白马人民俗

文化遗产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通过调研报告、建议案、社情民

意信息等形式，对白马人民俗文化的挖掘保护、宣传利用提出了许多

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引起了省市县有关方面的关注。倡议并组织成立

陇南市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会，先后两次会同文县县委、县政府组织

召开白马人民俗文化研讨会，形成了一些好的工作机制、工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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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了一些研究成果。组织协调和邀请市内外有关专家学者，多次深

入白马人村寨，采用录音、录像、照相、笔录等手段，采集了大量民

俗文化资料，先后编辑出版了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之《论文卷》、

《调查资料卷》、 《故事卷》、 《服饰卷》、 《舞蹈卷》、 《歌曲卷》、

《语言卷》、《图录》等系列丛书，加强了与周边地区学术团体、高等

院校的学习交流，填补了陇南在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方面的空白，并

在全国学术界有了声音和话语权，为宣传陇南文化、助推陇南经济社

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2012年 6月在文县召开的“首届中国白马人民俗文化研讨会”，

得到了国内许多知名专家学者的重视。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中国民族语言学会会长孙宏开，西北师范大学教授、国家社科基金评

委赵逵夫，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曾维益、李德书、焦虎

三，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郑本法、王玉祥，《中国东盟博览》杂

志社总编王钧钊，甘肃人民出版社副总编党晨飞等专家学者共 120多

人出席研讨会，他们从人类学、历史学、语言学、文化学、宗教信仰

等多个层面，对白马人民俗文化进行了深入研讨，在学术上取得了一

些新成果。专家们提出的一些独到见解，对陇南进一步加强白马人民

俗文化的保护、研究和利用极具参考价值。即将出版的《首届中国白

马人民俗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就是在这次研讨会提交论文、交流发言

的基础上，经过编纂人员精心整理、遴选、修改而形成的白马人民俗

文化研究的又一最新成果。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

大发展大繁荣。”报告还指出“要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近年

来，陇南市政协、陇南市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会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有

益的尝试和探索，取得了一些成果。我们相信，本书的出版，对抢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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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保护陇南地方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为民俗文化艺术研究起到抛砖引

玉的作用，为陇南市进一步开发民俗文化旅游也提供了有利条件。从

这一方面来说，我以为值得肯定、可资借鉴。

是为序。

2013年 2月 3日

8·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CONTENTS

白马语的定位及保护 / 孙宏开 / 001

在“首届中国白马人民俗文化研讨会”上的报告 / 赵逵夫 / 010

保护利用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的思考 / 古元章等 / 019

氐羌人与古蜀文化 / 李德书 / 025

白马民俗文化的内涵、特征和地位 / 郑本法 / 036

白马人的“房户” / 王玉祥 / 050

对白马文化活化石的保护与传承的一点建议 / 袁永冰 / 057

先秦时期羌的演化与迁徙 / 焦虎三 / 064

陇南白马人傩舞戏面具特色论 / 蒲向明 / 088

白马人研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 张金生等 / 106

平武白马藏区祭祀用“巴色”法杖研究 / 冯作辉 / 114

西汉水上游地区民俗与陇南白马人民俗之比较 / 田佐 / 127

白马民俗与地域文化建构 / 马东平 / 137

四川江油武都与甘肃陇南古白马氐地武都地名联系初解 / 焦红原 / 151

文县白马人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模式探讨 / 金蓉 / 169

陇南白马藏族美术文化的民族特征 / 余永红 / 176

1· ·



白马藏族“池哥昼”傩舞艺术形态研究 / 张益琴 / 184

白马语语音的内部差异研究 / 魏琳 / 193

从西和城乡社火看仇池白马民俗文化遗存 / 彭战获 / 200

太阳、月亮、星星及鱼 / 刘吉平 / 231

结构与能动：民间舞蹈的坚守与创造 / 王阳文 / 243

白马人民俗文化中的崇拜心理元素 / 王国基 / 264

白马人民族医药集锦 / 余流源 / 270

陕南羌氐源流及其文化印记 / 程文徽 / 292

谈白马人的民俗民风 / 曹有成 / 301

白马人动物崇拜现象浅议 / 郭海滨 / 305

白马服饰图纹的特点与底层结构 / 焦虎三 / 315

甘肃陇南白马藏族“傩舞”健身价值研究 / 李彩芹 / 352

甘肃陇南白马人傩面具的艺术探究 / 李亮 / 360

陇南白马民间美术文化的衰落与蜕变 / 刘吉平 / 374

试论白马人傩文化 / 马长征 / 380

论白马人白马老爷信仰及其地域文化认同功能 / 权新宇 / 387

浅议白马关之名由白马氐族人入往而来 / 石正杰 / 400

陇南白马人服饰文化形成浅谈 / 唐虹 / 411

白马人火神崇拜现象初探 / 王惠 / 420

白马人的山神崇拜习俗 / 唐秀宁 / 433

白马人崇羊遗迹与古氐羌羊崇拜现象探源 / 王鑫 / 442

试论文县白马人与古代仇池氐人的渊源关系 / 魏泽民 / 452

陇南白马人民间故事的审美内涵 / 杨军 / 460

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资源开发管见 / 袁智慧 / 468

文县白马人民间歌曲的艺术特色研究 / 张益琴 / 471

文县白马藏族的传统体育 / 张映全 / 481

西和民间的“马文化” / 袁智慧 / 489

2· ·



仇池氐人汉化初探 / 王百岁 / 492

文县白马藏族人居环境调查与分析 / 张芳芳 / 506

附录：

在首届中国白马人民俗文化研讨会上的欢迎辞 / 苏彦君 / 515

在首届中国白马人民俗文化研讨会上的讲话 / 古元章 / 519

在首届中国白马人民俗文化研讨会晚宴上的致辞 / 张立新 / 523

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情况介绍 / 邱雷生 / 525

贺信 / 529

关于对《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图集》编辑提纲的意见 / 杨亮才 / 534

白马人民俗文化的大观园 / 高天佑 / 537

3· ·



白马语的定位及保护①

孙宏开

各位领导、女士们、先生们：

早上好!

首先，我谨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中国民

族语言学会、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心向本次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

的祝贺。

昨天参观了甘肃陇南铁楼民族乡的民俗文化活动，感触非常深。

1978年到 1979年，我在四川和甘肃的三个地区进行过实地调查，当

时是为了完成国家民委的民族识别任务，我应四川省民委的邀请，参

加白马人的民族识别工作，负责的是语言方面的调查研究。我们都知

道，要识别一个民族，语言识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之后，我又

多次到平武地区进行过白马语的调查研究，今天，我仍然讲的是白马

语言的问题。1978年冬天开了第一次关于白马民族识别问题的讨论会

以后，在那次会上，我就提出了白马语是一个独立的语言的观点，但

当时有不同的看法，后来我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历史上的氐族和川

甘地区的白马人———白马人族属初探》 （于 1980年发表在 《民族研

究》 1980年第 3期上），全面讨论了白马人的语言、文化、历史、民

① 本文为 2012年 6月 20日在甘肃文县召开的“首届中国白马人民俗文化研讨
会”上的发言，蒙会议全程录音，并整理出发言稿，经本人确认后，特此发表。借此机
会，谨对会议的筹备及录音整理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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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等特点，也讲到了白马语的地位。我当时的研究是在对白马语调查

的基础上，记录了三千多个常用词和一套语法，简单介绍了白马语的

结构情况，与周围的语言进行了初步的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过去关

于白马人的历史来源有几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与藏族有关，另一种

观点认为与羌族有关，但大多数的历史学家、民族学家、考古学家认

为白马人与历史上氐族的关系最密切。

一、白马语是一个独立的语言

1978年公布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识别的一个民族叫“基诺

族”，“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家民委曾经有一段时间把民族识别问

题作为重点的工作来做，签发了好几个文件。我也随国家民委的许多

民族识别调查组到各地做过民族识别工作，我主要是在西藏的东南部

地区的中印边界做调查研究，还到过四川西部西番地区做过民族识别

调查研究。关于中印边境东段，那个地区有两个民族是在“文化大革

命”前识别的，一个是门巴族，另一个是珞巴族。是在中印边境自卫

反击战之后公布的。我们此次首先调查研究的是僜人，对僜人的调查

研究当时影响比较大，受到了费孝通先生的重视。1978年费孝通先生

刚刚从牛棚中解放出来，当时是民族研究所的副所长，他的一篇文章

《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 1980年的创刊

号上，这是 1978年他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的一个报告。文章讲四个部

分，提到了民族识别的理论、我国民族识别的背景和民族识别的经过，

在第四部分讲到了当前民族识别的任务和遗留问题，在讲任务时第一

个问题就讲到了“平武藏人”，现在我们讨论的白马人，他当时叫白马

藏人。当时国家民委曾经把解决民族识别的遗留问题作为一个重要任

务来布置，从 1979年起，连续发了多个文件，要求抓紧解决民族识别

的遗留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有一本书叫《中国的民族识别———5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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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来历》，由当时负责民族识别工作的副主任黄光学和中央民族大

学的一个教授施联朱合作主编的。

由于种种原因，白马人的问题直到 80年代后期还曾开过很多的

会，我们调查组也开过两次会，请学术界讨论。后来白马人的问题越

传越大，当时听说国家民委很快要宣布白马人是一个独立的民族，我

发表的文章也引起了正反两方面的讨论，但有些人认为在川甘地区要

求识别的民族团体太多，怕引起连锁反应，因此就停滞下来了。

1981年，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特藏部发现了手抄本九种《西番

译语》的综合对照本，这是明清时期翰林院用汉字和藏文记录的川西

地区少数民族的语言，明代有 3种，清代有 9种。当时没有复印设备，

我只好把它一个字、一个字地抄下来，在抄《西番译语》的过程中我

发现，其中有的译语与藏语完全相同，可以断定记录的是某地的藏语。

在这 9种西番译语中，其中有 4种与藏语完全不同，其中一些语言很

容易辨别是某的已知的语言，比如“嘉绒语”，因为我手头有 50年代

记录的嘉绒语的词表。经过我的核对，在九种《西番译语》中有一种

记录的是白马语，那么这种译语到底记录的是哪个地区的白马语呢？

因为白马语分布在四川、甘肃的三个地区：绵阳地区平武、阿坝藏族

羌族自治州的九寨沟和甘肃文县的铁楼等地，我曾在平武的白马路等

地调查过白马语，拿那个地方记录的常用词表与九寨沟勿角、马家一

带的白马语做比较，虽然有一些差异，但基本内容差不多，我们在最

近出版的《白马语研究》的词表中，分别进行了比较研究，将白马语

分为两个方言，即四川方言和甘肃方言，3个土语是平武土语、九寨

沟土语和文县土语。

关于《西番译语》中的白马语，虽然记录的时间是 260多年前，

但与平武现代白马语很接近，再从译语的前言里明确说，该地为“龙

安营属”地，经考证，应为今平武县境内。我在《白马语研究》中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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