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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民

族文化是民族精神的真实写照 ,是其

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结

晶。民族文化往往历经几千年 ,经过

数十代人的生活磨练、时间见证提炼

而成 ,它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营

养和优秀的文化艺术。保护民族文

化，就是保护我们的精神家园。

红河县有哈尼、彝、傣、瑶、

汉等五个世居民族，全县总人口为

296480人，少数民族人口283465人，

占总人口的 95.61%。在漫长的历史

中共红河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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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河中，各民族在这块广袤热土上辛勤耕耘，用勤劳的双

手和超凡的智慧建设美好家园，创造了异彩纷呈的独特民

族文化。

红河县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元代前,哈尼族、

傣族的先民就在这块土地上农耕劳作，繁衍生息，明、清

时期，彝族、汉族和瑶族相继迁入。自元朝以来，哈尼、傣、

彝、汉和瑶等民族逐渐形成世居红河山区的主要民族。由

于哀牢山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各个历史时期的民族文化

在本区域内得到了充分交流融合，出现了不同类型的农耕

经济文化和多种宗教文化。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因文化

标准、文化特征、文化结构的不同，各民族文化在不同的

历史时期相互摩擦、碰撞和冲突，最终通过文化整合，形

成了滇南独特的民族风格、地域特色和民族文化，从而奠

定了红河县民族文化多元化、多样性的格局，丰富和发展

了红河流域的文化宝库。

红河县丰富的文化资源、独特的地理风貌和多彩的

民俗风情，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是红河县历史文化

的重要品牌。如何更好地使这一文化瑰宝为时代服务，

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一项神圣使命。深入挖掘和整理民族

文化，进而为改革开放和地方经济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

动力和智力支持，对于丰富红河流域文化的内涵和外延，

提高地区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提升地方的知名度和

吸引力，促进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鉴于此，县委、县政府在



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红河县文化资源进行一次

全面的搜集和整理，编纂这套《红河县民族文化丛书》﹙以

下简称《丛书》﹚。 

《丛书》为通俗读本，区别于科研资料、地方志等体裁，

共分五辑，即《民族民居》、《民族风情》、《民族饮食》、

《民族服饰》、《民族旅游》，是一套具有地方民族特色和

时代特征的文化书籍。全书涵盖本区域内自然地理、民居建

筑、文物古迹、历史更迭、传统服饰、民间艺术、宗教信仰、

饮食习俗、风情旅游等内容，以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文字

和朴实的语言予以诠释，展现红河流域自古以来形成的丰富

多彩、绚丽多姿、神奇古朴、独具特色的文化风貌，展示少

数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再现深蕴着人文智慧与民族情感的

红河县地方历史文化，为人们提供一幅幅进一步了解和认知

红河县少数民族的画卷。

《丛书》经多方努力，得到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和文化

工作者的积极参与，幸得有成，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填

补了专门整理红河县民族历史文化的空白，可谓别具一格，

值得庆贺。全书约 12 万字，配图近 600 多幅，比较全面地

反映了红河县各民族支系的历史变迁和社会生活。纵观全套

《丛书》，具有三个特点。

一是审美性。《丛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分量厚重，

文风朴实，图文并茂，编排精美，雅俗共赏，通俗易懂。它

们既独立成书，从某一个方面完整地推介少数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又相互联系，形象地构织了江外文化风景线。因此，



它又是红河县的精彩名片。 

二是丰富性。红河县地域文化渊源久远，千里不同风，

百里不同俗，各地均有自己的文化特色。《丛书》别出心裁

地记述了各地“吃﹙饮食﹚穿﹙服饰﹚住﹙民居﹚行﹙旅游﹚

游﹙景区﹚乐﹙歌舞﹚购﹙特产﹚”等等田野风物，记录了

各种形形色色的生态文化，可谓包罗万象，让读者在一种饱

满的境界中，领略红河县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

三是归属性。《丛书》为满足现代人的阅读和研究之需，

注重挖掘，科学定位，规范分类，对红河县民族文化“矿产”

进行鲜明的归属。其中民族饮食、服饰、建筑等大部分篇

章，是前人未曾书写过的，首次浓墨重彩地向外界展示“华

侨之乡、歌舞之乡、棕榈之乡、梯田之乡”的韵味。因此，

它带着历史的厚重和今天的绚丽，宽领域地摆设了一次历

史性的文化盛宴。

文化是历史文明的积淀。民族文化之生命力在于繁衍不

绝、生生不息地传承和开拓，文化长河之内的生机在于奔腾

不息、永不终止地流淌与前进。红河县民族文化历经朝代更

替而经久不衰，在于世世代代不息地继承和传播。在继承优

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又正是由于一代又一代人的辛勤探索与

不断创新，才使边地文化日益根深叶茂，绚丽多姿。

面对这么丰厚的文化遗产，我们有理由为此感到骄傲和

自豪。《丛书》的出版，为研究少数民族文化提供了新的学

术生长点，沾溉学林，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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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民居建筑是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综合体，

是时代文明进步的标志，反映出地域民族的特色，记录着历

史发展的轨迹，是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美化和升华，是对大自

然的再创造与装点，是对美满幸福生活的追求与享受。

不同时代的民居建筑，是不同时代社会现象的缩影，凝

结着各个时期各民族的智慧。人类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

封建社会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今天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

发达的崭新社会；从居无定所，逐水草而居到族群定居，用

树枝架设杆栏，用草叶搭建顶棚，模仿鸟巢建造栖身场所，

发展到利用木料和土石建砌居房，将有巢氏族群的巢穴式居

室加以创新改造，逐步发展到茅屋建筑、土掌房建筑、砖瓦

房建筑，再发展到今天框架结构、钢筋混凝土高科技、高档

次设施齐备的现代化楼房建筑，从简陋民居建筑到复杂繁华

民居建筑，经历了漫长艰辛的沧桑岁月，记录着人类社会不

断前进和发展的历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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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河县城迤萨镇，地处祖国西南边疆，北距云南省会昆

明市295公里，东距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首府蒙自市150公

里。城区面积5平方公里，人口3万余人，有汉、哈尼、彝、

傣、瑶等5个民族。 

县城东面远眺

第一节  迤萨民居

2



迤萨历史悠久，迤萨名称来历众说纷纭，主要有二说：

一为彝语，意为缺水的地方，二为古代哈尼族人名。20世纪80

年代以前，迤萨市政建设处于混乱状态，古文物建筑、古民

居建筑遭到严重破坏。1984年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组织专

业技术人员首次编制《县城总体规划》，规划区面积5平方公

里，核心区面积1.2平方公里。1998年随着城镇建设的发展，

对1984年《县城总体规划》进行修改，新规划区面积扩为26平

方公里，核心区面积3平方公里。规划以老城为中心，莲花塘

新区为副中心，其间以3234米长，24米宽的莲花路相连。

2004年县委、县政府提出“扩市容、造景点、增亮点、

添绿点、建精品、保文物，改造和建设老城区，东盘莲花路新

区，西拓马帮路新区，开发建设南部中小企业园区”的总体

建设规划，县城核心区面积向四周扩张，由1.2平方公里扩大

到5平方公里，迤萨与郊区安邦、莲花塘、王塘子、罗家寨、

县城迤萨远眺

第一节  迤萨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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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尼哨、半路寨、普所龙、凹腰山移民村等周边村寨连为一

体。扩建旧街道8条，修建新街道11条。至2010年县城有各类

房屋5669幢，建筑面积159.96万平方米。其中民房4101幢，建

筑面积115万平方米；有公产房1568幢，建筑面积41.96万平方

米。建县以来新建房屋4703幢，建筑面积141.164万平方米，

分别占总房幢数的82.96%，占建筑总面积的88.2%。建县后新

建房屋中，居民私房3182幢，占67.7%，建筑面积100.9万平方

米，占71.48%；公产房1521幢，占32.3%；建筑面积40.3万平

方米，占28.6%。

县城沿山岭建筑，城内地势起伏，沟壑纵横，房屋道

路错落参差，鳞次栉比，为省内著名山城。据有史料记载算

起，民居建筑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迤萨民居建筑经历了多

次变革，特别是近代遭土匪焚烧、掳掠、各种自然灾害的破

坏，仍淹没不了迤萨历代建筑文化的段段乐章。

民居建筑属于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结晶，是人类文明

进步的高层次体现，属于物质财富的主要积累方式之一。民居

建筑因物主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的明显差别而显现出建筑功

能的不同等级。迤萨民居建筑风格突出，个性鲜明，具有本土

建筑文化特点，又有中西结合建筑风格，在红河南岸边疆地区

一枝独秀，颇具盛名，被人们称为“江外建筑大观园”。

红河籍旅居海外华侨华人上万人，分布在亚洲、欧洲、

澳洲、非洲、北美洲17个国家，其中迤萨人后裔占80%，是滇

南著名侨乡。

纵观迤萨古今民居建筑，有茅草房、土掌房、砖瓦房、

中西结合式洋房、现代框架结构钢混楼房，出现过三次历史性

的建筑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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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迤萨古代民居建筑

﹙一﹚简易土掌房民居

史料记载，明末清初，迤萨最早土著居民

属彝族支系仆拉人，过着比较落后的畜牧与农

耕生活。栖息的住所为自建的土掌房，结构简

单，就地取材，建造容易。四壁以毛石为基，

泥土筑墙或以土坯砌墙，适当位置留孔为窗，四

壁墙体整齐一致，一般为一层房，房顶选用圆木

或水泡竹按15cm～20cm左右距离整齐排列担墙承

重，再以细竹或黑条棍（一种生长于红河岸边半

山坡的亚热带小灌木，学名母荆子树）或竹篾

板、茅草铺垫，上面用一层稀泥压草固定，然后

迤萨镇安邦村镶瓦边土掌房

第一节  迤萨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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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用一种粘结性较强的胶泥土（当地人称炳土）盖顶夯实，防

止雨水渗透，再安装竹木篱笆门或木板门即算完工。房屋矮

小，但冬暖夏凉。此类房屋随着汉族的迁入，仆拉人移居郊

区，城内已不多见。

﹙二﹚土顶镶瓦边传统楼房

清朝乾隆年间，石屏、建水等内地汉族大量移居迤萨从

事小手工业或小本贸易，由于受当时经济条件和建筑技术的制

约，汉族民居住房多为土顶四边屋檐镶瓦边二层楼房建筑，并

一直沿用传承，至1970年以前，此类民居在迤萨城区约占五分

之一。

土顶镶瓦边四合院（或三合院）楼房，以土、木、石、

石灰及部分砖瓦为材料，格局多为上五间、两厢房、倒座房

（或大门楼）、三天井上下两层楼结构形式。建筑规模装饰形

式视房主经济状况而定。建材以石料做墙基，入土50cm～100cm

不等。用经过加工的木柱、横梁穿榫立框架，用土坯砌墙，适

当位置安装门窗、楼梯。楼层和房顶每间隔20cm左右整齐排列

搭横梁挡承重，楼层用木板铺平再用铁钉固定。房顶结构先在

横梁上铺竹篾或木条棍，再在上面用30cm厚的茅草铺垫，茅草

上面用稀泥压

草固定，然后

用本地一种粘

结性较强的胶

泥土（炳土）

盖顶夯实防水

渗透。房顶四

周留屋檐，再

镶瓦边土掌房

6



用砖瓦镶边，把露头横梁和茅草包装，既美观又防火，本地人

称此类民房为“土房镶瓦边”楼房。屋内外土坯墙壁先用沙灰

泥浆打底刷平，再用石灰浆粉刷装饰。屋内地板有条件的用方

砖铺垫，有的用石板或沙土掺石灰夯实填平。

土顶镶瓦边四合院楼房综合了简易土掌房和四合院砖瓦

楼房的特点，建筑工艺不算精致，但比较经济实用，具有防热

防寒，冬暖夏凉的优点，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曾是迤萨广

大平民百姓适用的民居住宅。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群众

生活的改善，此类房屋被逐渐淘汰，多数被拆迁改建新房，至

今完整保存下来的极少。

﹙三﹚土砖木结构传统瓦顶楼房

县城迤萨汉族砖瓦楼房民居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间，民国

时期达到高潮，建筑造型优美。布局多为“四合三天井”和

“三合四天井”的结构形式，大院多为上五间（即正三间加两

迤萨大寨街汉族传统民居瓦顶楼房建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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