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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中华

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百花园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之

花绚丽多姿，引人注目。挖掘、整理、研究、发展、提高具有悠久历史和民族

特色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广大民族工作者和体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

职责。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先进的文化发展

方向，“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我国的体育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

就，与之相适应的体育文化和体育理论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国民族

传统体育事业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关心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的发展

和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研究也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通过广大民族体育

工作者的辛勤努力，无论在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挖掘、整理和研究方面，还

是在定期举办的全国性和地区性的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

有的成绩。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提高人民体质、振奋民族精神、加强民族团结、

弘扬民族文化诸多方面功不可没。然而，我们也深深感到，在推动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事业的进程中，也存在一些薄弱环节。比如，其教育体系尚不完善；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推广、人才的培养既缺乏系统的研究，又缺乏具体措施；

等等。《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系列丛书》的出版为我们解决了上述问题，也

给了我们新的启示，指明了新的方向，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教学和体育运动

的训练提供了理论指导，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与保护以及其科学化、系

统化、世界化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系列丛书》由 《抢花炮运动》《秋千运动》《毽球

运动》《陀螺运动》《高脚竞速运动》《板鞋竞速运动》《射弩运动》《蹴球运

动》《珍珠球运动》《云南德宏傣族孔雀拳研究》《彝族传统体育文化》共计１１
部教材构成，近２００万字。此套丛书从各运动项目的概述、历史渊源与发展、
文化特征、功能与运用、技术分析、战术运用、教学理论、训练方法、运动员

体能训练、运动员心理训练、运动员科学选材、运动损伤的预防及处理、运动

竞赛规则与裁判法、科学研究理论与方法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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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索，内容丰富、材料翔实、图文

并茂、编排新颖、涵盖面较广，是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教学与训练理论的

一次集成。此套丛书的出版发行为弘扬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民族团结进步、

边疆繁荣稳定等方面尽了绵薄之力。丰富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课程建设，

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进入学校体育教育提供了参考教材；为从事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的教练员、裁判员、运动员的教学、执裁、训练提供了理论支撑；

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保护和传承起到了推动作用。

该丛书是 “２０１２年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子项目 “民族

传统体育专业能力实践基地建设”的一部分，项目总负责人：云南民族大学副校

长和少英教授；本套丛书主编：云南民族大学体育学院院长赵静冬教授；丛书副

主编：云南民族大学体育学院副院长方桢教授、云南民族大学体育学院寸金甲书

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系列丛书》由赵静冬全权负责策划、撰写、统稿，

其中 《抢花炮运动》由赵静冬、杨京、王文立编著；《秋千运动》由张云、陈宇

红、罗海斌编著；《毽球运动》由方桢、单庆兵编著；《陀螺运动》由曾勇、郑玲

玲、陈杰编著；《高脚竞速运动》由程军、胡应国、马刚编著；《板鞋竞速运动》

由金旭东、刘起龙、李莹编著； 《射弩运动》由陈俊辉、丁相洋、寸金甲编著；

《蹴球运动》由黄光伟、方桢编著；《珍珠球运动》由殷俊、马昆编著；《云南德

宏傣族孔雀拳研究》由郑玲玲、李爽编著；《彝族传统体育文化》由朱国权编

著。云南民族大学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各项目校队的运动员为此套丛书图片的

拍摄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在此深表谢意。

此外，在提交书稿前，我们也邀请了民族学、社会学、体育学、运动训练

学、运动生理学等方面的专家，为本套丛书的内容进行了论证，本套丛书的出

版更得到了云南省民委文化宣传处鲁德忠处长，教育科技处沙云生处长；云南

省教育厅体卫艺处董一凡处长、李华海老师，高教处王永全处长；云南省体育

局群体处李耀戎副处长；云南民族大学副校长王德强教授，云南民族大学科技

处李若青处长、杨建虹副处长，资产处施林云处长，财务处王军副处长、黄素

梅副处长等相关专家、教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他们为本套丛书的编写提出了

许多宝贵的意见，在此深表谢意！

此套丛书是各位作者在辛苦的教学、训练之余，积极投入科学研究，在教

学和训练方法方面结合实际进行了理论创新。由于学识疏浅、视野有限，再加

上时间仓促，书中错误疏漏之处难免，研究成果还有待提高和完善，望各位专

家、读者批评指正为谢。

赵静冬

２０１３年５月于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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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传统体育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绚丽多姿、独具一格，深受人民的喜

爱。它与劳动生产、宗教祭祀、民族传统节日紧密结合，又是纪念英雄人物、

表达爱情、喜庆丰收的重要内容。它不仅有高度的技巧性、对抗性，而且多伴

以歌、载以舞，既增强体质，又益于身心，是彝族人民在不同的历史发展进程

中，为适应生存和生产的需要，在生活和劳动中创造出的智慧的结晶，是彝族

灿烂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彝族传统体育同其他文化一样，是祖国文化宝库中一颗耀眼的明珠。从它

的起源和发展及其丰富多彩的内容来看，它与本民族的自然环境、生态环境、

生产生活特点、经济条件和风俗习惯有着密切的联系。彝族体育是在一定的社

会条件下，人们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在文化上的一种表现形式，它反映了彝

族人民在不同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的文化水平。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在

劳动生产中，同自然斗争产生的文化只不过是生产的特殊方式，服从着生产的

一般规律。”因此，彝族传统体育文化，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不断地演变

着的。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民族传统体育蓬勃发展，民族传统体育在国

民的重视下，在各方面的研究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逐渐地拉开了进行深层次

研究的序幕。在研究方法上打破了以往人们研究的格局，在传统教育学内容框

架的基础上，体育界学者共同积极努力挖掘创新研究，在采用原有体育学、民

族学和历史学的方法、手段上，运用了文化学、人类学、经济学的各种知识来

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进行研究，更新了研究的角度，扩大了研究视角、研究层

面，为民族传统体育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加速了理论的快速发展。

朱国权

２０１３年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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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彝族传统体育文化概述

我国幅员辽阔，少数民族众多，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少数民族兄弟

同胞靠着坚强的意志、不屈不挠的精神与聪明才智，创造了众多的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项目。① 云南省是一个少数民族众多、国境线长达４０６１公里的边疆省份，
也是处在西部大开发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前沿的重要区域，位于东南亚和

南亚次大陆的结合部，具有十分突出的区位优势。加强对云南边疆少数民族

（尤其是跨境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是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

伟目标、贯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云南省实现绿色经济强

省、云南民族文化大省、通向东南亚和南亚国际大通道三大战略的具体措施之

一。② 彝族传统体育是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千百年来彝族人民共

同创造的一种生活技能。我们认为它是 “传统”的，也就认定了它具有作为一

种文化样式自身的形成、发展及生存的历史过程；具有属于它本身的突出而丰

富的科学内涵和与其他同源文化形态相融、相隔的文化限定。

彝族主要分布于云南省、四川省、贵州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彝族自称繁

多，因地而异，有 “诺苏” “密撒” “撒尼” “阿细”等。新中国成立后，以

“彝”作为统一的民族名称。彝族过去信仰万物有灵和崇拜祖先。民间传统节

日很多，主要节日有十月年、火把节及区域性的节日和祭祀活动，十月年是彝

族的传统年庆，多在农历十月上旬择吉日举行。在每年的农历六月二十四日的

火把节是彝族最盛大的传统节日。彝族分布地区有终年积雪的高峰，也有四季

常绿的亚热带雨林；名山大川纵列境内，立体气候、立体农业、立体文化的格

局，导致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了彝族的各支系，走过了

基本相同的发展道路，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社会经济文化，为社会科学研究者

①

②

姜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竞技化与弱竞技化研究》，载 《湖北体育科技》２０１２
年第１１期。

段家开：《跨境民族阿昌族历史初探》，载 《保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２００２年
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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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自隋唐以来彝族先民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在云南、四川、

贵州等省的广大地区的核心领域的范围活动。公元前２世纪，西汉以前的农业
部落的游牧和定居彝族先民开始了社会分化。东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彝族先

民部落在征服濮人的部落的基础上，已基本完成了从原始的部落到奴隶制度的

转型。

彝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的民族，是古羌人南下在长期发展过

程中与西南土著部落不断融合而形成的民族。彝族人世代在云贵高原和西藏高

原的东南部边缘地带的高山河谷间生产劳作、繁衍生息。神奇秀美而广袤丰饶

的土地山川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彝族人，也发展了彝族人悠远的历史，积累了

朴素而多彩的民族文化。在其长期的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创造了具有浓郁民族

风格与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它以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容、多样的形式、古

朴的风格，成为彝族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它还承载着彝族人的价值取向，

影响着彝族人的生活方式，体现出彝族人自我认同的凝聚力。我们通过对民族

传统体育未来发展方向的阐述，找出影响和制约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共同点，

从民族传统体育的功能入手对彝族传统体育项目进行分类，让我们更全面、系

统、科学地认识彝族传统体育，也有利于弘扬彝族传统文化，更好地继承和发

展彝族传统体育，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彝族传统体育是彝族人民几千年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积淀，它体现了彝

族人民的力量、技巧与聪明才智，并生动地展现和折射出彝族同胞丰富多彩的

竞技文化意识和身心健康、民族团结以及社会和谐意识，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

内涵。但随着当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民族之间相互交融

的进一步深化，彝族传统体育不断受到冲击，并逐渐走向衰退甚至濒危。因此，

抢救与保护正面临着消亡的彝族传统体育项目是当务之急，对弘扬彝族体育文

化、增强民族体育素质、发展民族体育事业、促进民族团结和构建和谐社会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节　彝族文化的内涵与特质

我国是一个有着９６０万平方公里辽阔疆域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依地形、
地貌、气候等的不同可划分为不同的地域，如沿海、平原、高原等。由于古代

交通不便利和行政区域的相对独立性，不同地域的人们在各自生存的环境中创

造了包括历史遗存、文化形态、社会习俗以及生活方式等各具特色和风格的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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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文化，如中原文化、荆楚文化、湖湘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

松辽文化、晋文化、徽文化、关陇 （三秦）文化等。① 彝族具有悠久的历史、

古老的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及在不同的地区有 “诺苏”“罗武”“纳苏”

“米撒泼”“撒尼” “阿细”等不同的自称。２０００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
彝族总人口７７６万人，比１９９０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总数６５７万余人增长了１００
万多。彝族分布广泛，遍及全国３１个省 （区、市），主要聚居在我国的云南、

四川、贵州三省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西北部等地区，四川的彝族人口占全国

彝族总人口的２７３４％，贵州的彝族人口占全国彝族总人口的１０８６％，云南的
彝族人口占全国彝族总人口的６０６２％。

一、北来说

彝族的族源问题主要有北来说及云南土著说。北来说主要认为，彝族是古

羌人由于各种历史及生活等方面的原因而南下，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

不同的历史时期与我国西南等地区的土著部落不断兼并、融合而逐渐形成的民

族。根据考古发现，早在新石器时期，古羌人部落主要散落在我国北部的陕、

甘、青三省一带，当时主要以畜牧、狩猎为生，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现在

的彝族支系繁多，以 “父名母姓为种号”，其主要的活动范围包括北至天山之

麓，南抵金沙江岸一带的广阔地带，其中的 “越辒羌”“旄牛羌”“青羌”等部

落，则主要分布在金沙江流域，从事牧畜、狩猎等，延续着种族的繁衍。由于

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的不断进步，彝族的人口不断地增加，随着历史的发

展以及各种社会条件、生存条件的影响，彝族逐渐分化为 “或为牦牛种” “或

为白马种”“或为参狼种”作为氏族图腾的部落。在河南殷墟发现的大量的甲

骨文中有很多关于羌的记载。根据东汉许慎所著的 《说文解字》记载： “羌，

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段注： “御览引风俗通曰： ‘羌本西戎卑贱者也，

主牧羊，故羌字从人从羊，因以为号。”又根据 《后汉书·西羌传》的有关记

载，羌人的原始社会形态：“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畜牧为业。”

不断向我国西南等地区迁徙的古羌人，由于在迁徙的过程中没有遇到比他

们强大的其他族属的阻挡，他们才能以氏族部落为集体 “任随所之”，自由活

动于现在北起于甘肃武都、南至四川越辒的广大地区，并前进至今金沙江南北

① 辛建民：《挖掘和弘扬陕西地域文化　建设文化产业大省的路径思考》，载 《陕西社

会主义学院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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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达现在的云南大理洱海附近，充分享受着大自然赋予古羌人的这片肥沃的土

地，滇池地区的古羌人也逐渐发展为 “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为部落”。

根据西汉时期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所著史学巨著 《史记·西南夷传》的有关记

载：“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自辒以东

北君长以什数，徙、笮都最大；自笮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鎓最大……自冉鎓

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文献中

记载的这些部落都是氐类，他们同属于氐羌族。由此可见，他们与羌语支、彝

语支其他各族在历史渊源上的关系之密切。

古羌人与彝族之间密切的历史渊源，在彝文中也同样有记载。根据 《贵州

通志·土司志》引 《罗鬼夷书》的记载： “一世孟自旄牛徼外，人居于邛之

卤。”贵州彝族学者余若琼在其著作 《且兰考》中记载：“有孟 （希母遮）者，

居邛之卤，即古之西夷。”邛之卤的地望，有学者认为在越郡内，即今天四川省

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府西昌市附近。也有学者认为邛之卤，即 “邛波习卤”，其

意为 “大雪山之麓”，原先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北高原地区，之后逐渐迁到越郡。

根据 《且兰考》的记载： “孟六世孙橐皋 ‘居濮及乌’，乌即今威宁，濮即东

川、芒部、水西。”

除此之外，夷羌之间密切的历史渊源在汉文献中同样也有大量的记载。根

据 《后汉书·西羌传》的记载：“或为牦牛种，越辒羌是也。”越辒就是现在的

大渡河以南，是古代彝族的主要聚居区之一，同样是羌的一个分支。 《华阳国

志·南中志》有关记载，蜀汉时期 “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

所当无前，号为飞军”。当时的这支飞军就是从今昆明市和曲靖市调去的。同样

《蛮书》当中也有 “剑羌”“大羌”“羌虏”等的记载。明朝时期云南东北、黔

西北等地区的彝族因为反抗明王朝的残酷统治，当时也被称为 “叛羌”，统治

阶级派去平定叛乱的将官则被称为 “平羌”将军。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出彝羌之

间密切的历史渊源。

彝羌之间的历史渊源，在语言上同样也有密切的传承关系。《后汉书·西南

夷传》中的有关记载，东汉明帝永平十四年 （７１年）白狼羌部落首领向东汉王
朝表示 “慕化归义”的三首羌语汉译 《白狼歌》共４４句，１７６字。据有关语言
学家的充分考证，其语言非常接近彝语支，与彝语相同的词汇就多达２０余个，
这是彝羌族属之间的密切渊源在语言学上的有力证明之一。

彝羌之间的历史渊源，在葬俗上也有充分体现。羌人自古就有火葬的习俗，

秦朝吕不韦主持编撰的 《吕氏春秋·义赏篇》的记载： “氐羌之民，其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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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忧其系累，而忧其死不焚也。”由此可见在古代彝族就开始行火葬俗。《太平

御览》卷五记载今昆明、曲靖地区的彝族丧葬：“建宁郡葬彝，置之积薪之上，

以火燔之，烟气正上，则大杀牛羊共相劳贺作乐，若遇风，烟气邪，尔乃悲

哭。”《蛮书·蛮夷风俗》中的有关记载：“蒙舍及诸乌蛮不墓葬，凡死后三日

焚尸，其余灰烬，掩以土壤，惟收两耳。南诏家则贮以金瓶……其余家或铜瓶

铁瓶盛耳藏之也。”从今天在云南省曲靖市珠街乡八塔台的古墓群出土的火葬罐

分析，当时彝族火葬的主要情况是，人死之后先在一块开阔平坦的土地上堆积

干柴，然后将死者的尸体放在上面焚化，在焚烧尸体的同时毕摩念 《火葬经》

将送魂路线指向北方，为死者指明死后应走的道路，焚烧尸体后其亲属拾骨灰

将其放入罐中，掘坑埋葬。直到明清以后，彝族才实行土葬。

彝羌之间密切的历史渊源，在父子连名制上同样也有体现，主要是在儿子

的名字之前连以父亲名字的最后一个字。这种为后代取名的方式与彝族为后代

取名的方式相同。此外，彝羌都还有以氏族、家支 （家族）命名的习俗，就是

以祖先英雄的名字作为氏族部落的称谓。根据 《后汉书·西羌传》的有关记

载：“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又载：无弋爰剑之后， “五世至研，

研最豪健，自后以研为种号；十三世至烧当，复豪健，其子孙更以烧当为种

号”。这种以称霸一方的氏族、部落首领命名的方式，在彝族中同样得到了世代

的承袭。根据 《元史·地理志》“云南行省武定路”中的有关记载，“以远祖罗

婺为部名”。根据 “罗雄州”说： “有罗雄者居此，至其孙普恐，名其部曰罗

雄。”根据 “路南州”说：“路南城为黑爨、蛮之裔落蒙所筑，子孙世居之，因

名落蒙部。”根据 “仁德府”说：“乌蛮之裔新丁夺而有之，至四世孙因其祖名

新丁以为部号。”像以上有关这样的记载，普遍存在于三十七蛮部名号中。至今

在四川省的大凉山、云南省的小凉山等地区彝族家支名称非常繁多，但几乎都

是以其祖先之名为家支名称。例如阿侯、罗洪、瓦渣、八且，这些都是祖先的

名号。马克思说：“氏族名称本身是共同世系的证据”，“氏族名称的职能在于

使这一名称全体成员保持对于共同世系的记忆”。

彝羌之间密切的历史渊源还体现在其特有的婚姻形态、转房和分支等有关

的仪式上，在这些仪式上古羌人与彝族也有很多相同之处。《后汉书·西羌传》

记载：“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嫠嫂。”《北史·西羌传》记载：“父子伯叔兄

弟死者，即以继母、世叔母及嫂、弟妇等为妾。” 《新唐书·党项传》记载：

“项西羌之别种，妻其庶母、伯叔母、兄嫂、弟妇。”以上这些历史文献中记载

了羌人的这些特有习俗。林耀华所著 《凉山夷家》叙述在新中国成立前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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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等地区彝族的婚姻制度：“锣锣有娶兄弟妇的规例，那就是哥哥死了，弟娶

兄嫂，或是弟弟死了，兄娶弟妇，此与汉俗大异。娶兄弟妇谓之转房。转房以

平辈兄弟最适宜，无亲兄弟者，堂兄弟亦可，由亲及疏，按辈转嫁。转房之俗，

由来已久，夷族到处实行……不但同辈间有娶兄弟妇之举，即叔死侄娶婶母，

或侄死叔娶侄媳者，所在多。”新中国成立后此种转房制度已经大为改变。此

外，分支仪式彝羌之间也基本相同。根据该族的风俗习惯，羌人同氏族十二世

后男女之间就可以通婚。《后汉书·西羌传》记载：“其俗，世族无定……十二

世相与婚姻。”现如今，彝族的婚姻，一般都是与家族外通婚，但同样也可以与

同一祖先的族内兄妹结婚。《四川彝族社会历史调查》记载：“黑彝这一血缘家

支集团，为了通婚而又能保持黑彝血统，就规定到了九至十代，通过隆重的分

支祭祀大典仪式之后，便可互相通婚。此后，各家支的祖灵筒，就不供在同一

岩洞中。”由此可见，古羌人与彝族的转房、分支等习俗是相同的，所以彝羌之

间具有一定的渊源。

上述有关历史、社会、语言、文化、习俗等方面的文献，充分说明了彝族

与古羌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二、云南土著说

云南土著说主要认为云南自古就是彝族的发祥地，如今四川、贵州等各地

的彝族都发源于云南。持此说的主要论据是，仲牟由 （觉穆乌或笃慕勿）是彝

族洪水时期 （《创世纪》）传说中的著名人物，至今云南、四川、贵州等省的彝

族之间都有关于洪水故事的传说，而且这些地区的彝族都以仲牟由作为他们的

共同始祖。虽然传说经过长期的口头相传，不可避免地带有若干神秘的色彩，

但传说也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的，其中历史的真实性才是主要的。

无论是汉文还是彝文的有关记载，仲牟由的原住地都是在云南昆明滇池的

附近。明正德 《云南通志·云南府晋宁州易门县》记载：“易门县，在州南一

百五十里，昔乌蛮酋仲磨由所居之地，元初立演门千户所，至元中改易门县。”

《读史方舆纪要》的记载：“易门旧为乌蛮酋仲磨繇所居地。”易门县南部的大

山就叫做黎崖，又称蒙低黎岩山。《云南通志》又记载：“蒙低黎岩山在易门县

治南五十里，高插云汉，下有平谷，宜牧。”云南以及贵州的相关彝文文献记

载：“当洪水时期，仲牟由为避洪水即居于此山之上。” 《西南彝志·天地产生

论》记载：“天使策耿苴说道：三年前这里 （蒙低黎岩山）鸟兽都绝迹了，天

师差遣额勺先去江头，以后转到四方，挖了十二座大山，填了八条深谷，直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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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尾，只留中央一条山脉给仲牟由住在上面。这位老人向仲牟由说，满了十天

十夜以后，你再往洛尼白去住。哪知道不等到十天十夜，只满了七天七夜，仲

牟由就牵着马、赶着羊往洛尼白去了。”这是洪水时期，仲牟由从云南中部地区

迁徙到云南东北部的一段较为详细的叙述。这与之前论述的仲牟由的原住地在

昆明滇池附近的记载是吻合的。后来因避洪水之患仲牟由迁到洛尼白，即是今

云南昆明市的东川区。据说仲牟由一共生有六子，后来经过不断地发展融合，

逐渐地发展为 “六祖部落”。

由以上的记载可以看出，关于彝族族源的北来、云南土著两说，皆有理

有据。

三、彝族与滇的渊源

《史记·司马相如传》记载：“南夷 （夜郎）之君，西之长。”又据集解

引徐广：“，羌之别种也。”又据 《主父偃传》载严安上书： “今欲招南夷，

朝夜郎，降羌。”其中的羌、二字多连用。又据 《史记·货殖列传》的记

载：“南御滇，僮。”《汉书·地理志》则记载 “滇僮”。《华阳国志·南

中志》记载：“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莫能相雄长。”马

曜主编的 《云南各族古代史略》 “绪论”指出：“活跃于云南腹地的氐羌族群

中，居于平坝的为滇、叟、爨，居于山区的为 ‘昆明诸种’或 ‘劳浸、靡莫

之属’。”尤中主编的 《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认为 “滇国的主体民族是族，

但也有叟族和昆明族”。胡庆钧撰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彝族》中记载：

“羌人早期南下支系与当地土著部落融合为 （濮），系 ‘羌’之别种，因其

所居平坝地区条件优越，早已发展了农耕，西汉时期及以前，活动于西昌地区

的 ‘邛’和滇池地区的 ‘滇’，是其中主要的代表。”根据以上文献的记

载， “滇” “滇濮”就是居住在今云南滇池平原附近的滇族， “”就是

“濮”的同音异写。彝文古籍 《勒俄特锵》记载：“滇濮”，“滇”彝语，汉意

“鹰”；“濮”彝语，汉意 “人” “族” “部落”。“滇濮” （）汉意 “鹰人”

“鹰族”。地名：“滇濮殊罗”，“殊”彝语，汉意 “海”；“罗”彝语，汉意 “深

广”。“滇濮殊罗”汉意 “鹰族深渊大海”，简称 “滇海”“滇濮底”，汉意 “滇

人平原”，其地望即今滇池地区。《华阳国志》记载：“滇池县，郡治，故滇国

也。有泽水，周三百里，所出深广，下流浅且狭，如倒流，故曰滇池。”彝文古

籍与汉文古籍所记相符。又据彝文古籍 《阿鲁举热》记载：“彝族是飞鹰的后

裔，龙虎的传人，不仅把鹰作为图腾崇拜，而且作为族、部落、首领、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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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谓。”

以上文献记载的这些脉络，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地反映了彝滇之间密切的历

史渊源关系。 “以古证今”可以弥补有关云南历史文献之缺，他们自称 “滇

濮”，有张、李、毕、黄、高、鲁、普、安、戈等姓。毕，彝姓戈鸡、碧鸡或凤

凰氏族，是从昆明碧鸡山和凤凰山迁去的。普，彝姓也是普，葡萄氏族，是从

昆明西郊大普吉迁去的。鲁，彝姓龙，龙氏族。李，彝姓乍利，李树氏族。张，

彝姓罗 （路），虎氏族。黄，彝姓谷，水稻或旱谷氏族。高、戈，本是同姓，

同音异写，古称昆明人，据说是从碧鸡氏族分衍出的，氏族不详。安，彝姓阿，

土司后裔，氏族不详。他们都认为，古代的滇濮地区就是他们共同的主要聚居

区域之一。时至今日，毕摩还一直把鹰作为部落的图腾崇拜承袭着，而且在其

施法术时，所佩戴的大毡帽的布套上，也绣有展翅飞翔的雄鹰，两条毡帽飘带

上也各佩系一只鹰爪或雕爪。他们认为这是英雄的祖先遗留给他们的不可替代

的重要法宝，具有除暴安良、保护氏族、保佑丰收等方面的功能。

此外，从云南省滇池附近区域逐渐迁徙南下的一支滇濮，在古代曾主要聚

居或散居在江川、建水、通海、石屏、蒙自、开远、红河一带的坝区或者山区，

自称濮人、濮族、濮拉。“拉”在彝语中为虎的意思，称虎濮，图腾崇拜为虎，

因此彝族又称虎族。在彝族各家门楣上都有供奉的石雕的小老虎，在各部落的

村中则供奉石雕的大虎作为全寨的守护神。他称为阿濮 （）、濮瓦泼，或者

称为花濮、白濮、黑濮，或者称为姆基 （母鸡）、尾濮，这些名字或者因节庆

歌舞头插雉尾翠羽，或者因为牛尾毛编为朝天角，或者璎珞纷飞而得名。早在

元初，因为人是临安府的主体民族，曾在今天的通海地区建立过 “阿万户

府”，统治区域相当于今天的云南南部地区。《元史·地理志》记载：“河西县

（通海）……在杞麓湖之南，夷名其地曰休腊，昔庄?王其地……阿蛮易渠夺

而居之，元宪宗六年内附，七年即阿部立万户府，休腊隶之。”《滇南志略·

种人》记载：“母鸡居多负险，以竹为屋，迁徙无常，俗好斗，性愚而诈，佩

刀负弩，捕生物即食。”

四、彝族与叟、昆明的渊源

在古羌人不断与西南等地区的土著部落逐渐融合为 “”的基础上，昆明

人与 （濮）的不断融合是形成彝族主体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新的发展阶段。西

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其著作 《史记·西南夷传》中有对彝族历史的记载：

“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结，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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