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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由于民族民间文化所赖以生
存的农耕文化及其相关环境的变迁，特别是随着现代化和
城镇化进程的推移，农民进城务工引发的人口大流动，广
播电视的普及使全民信息化水平的提高，造成负载着丰富
的民间口头文学和掌握民间艺术和技能的艺人日益减少，
使民族的“文化记忆”中断的概率增加，使我们中华民族
传之已久的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面积地面临被遗忘、
遭损坏乃至消失的严重威胁。这种情况，无疑已成为我们
民族的不能承受之痛。 

云南是全国民族最多的省份，全省有 51 个民族，其中
人口在5000人以上的少数民族有彝族、白族、哈尼族、傣族、
壮族、苗族、傈僳族、回族、拉祜族、佤族、纳西族、瑶族、
景颇族、藏族、布朗族、布依族、普米族、阿昌族、怒族、
基诺族、德昂族、蒙古族、水族、满族和独龙族等 25 个，
其中云南独有少数民族15个，少数民族人口有约1500万，
占全省总人口的 35.7%。在云南这块神奇美丽的土地上，
千百年来，云南各族人民交错杂居，和睦相处，繁衍生息，
他们用劳动和智慧，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云南的
民族文化是云南各族人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结晶，是
云南各族人民赖以生存、自强不息的精神支柱和知识源泉。

云南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个典型缩影。是名副其实
的民族文化大省，有六个“全国最多”，就是世居民族最多、
特有民族最多、人口较少民族最多、民族自治地方最多、
跨境民族最多等。所以，云南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发展，
不仅关系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也关系全国民族团结进
步事业全局。同时，云南的民族文化绚丽丰富、包容共存，
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之美、多彩之美。尤其是近年来，
云南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始终把民族团结进
步作为云南稳定发展的重要目标、重大战略任务来抓，没
有发生过一起因民族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保持了边疆
安宁、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良好局面。省委省政府明确
提出“在云南，不谋民族工作就不足以谋全局”的响亮口号，
为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人创文化，文化化人。经济社会的复兴最终将取决于
民族文化的复兴。民族文化在今天的意义和作用，愈加凸显。
未来世界的竞争主要体现在文化生产力的竞争上。对云南
来说，文化生产力的竞争则主要体现在各民族原生态文化
的再生能力、现代文化的接受能力、特色文化的创新能力
以及文化资源的整合与规范运作上。进入 21 世纪，云南已
经初步奠定了作为一个边疆民族文化大省的地位。特别是
自 2011 年，中央决定在云南启动“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边
疆繁荣稳定示范区”建设，云南更是迎来了重要的发展机遇。
云南要怎样从一个文化大省变成一个文化强省，如何有效
地发挥和利用云南本土丰厚的民族文化资源，如何进一步

黄  毅



提升和打造云南原生态的非物质多元文化的品牌形象，
巩固云南在多种文化领域已经取得的重要成果，把文化
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是近几年来云南省委省政府高度
重视的一个政治命题。然而，在全球化时代，属于非物
质文化遗产范畴的云南少数民族的原生态文化及其文明
越来越稀缺，面临被遗忘、遭损坏乃至消失的严重威胁。
世界对重新认识非物质范畴的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对现
代文明的重要性之呼声越来越高。在这方面，云南应该
走在前列。因为云南本身就是少数民族原生态非物质文
化遗产最丰富的地区，是自然的民族文化大省。

多年来，云南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吸引了全国乃至
世界人民的眼球，但是对于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特别是
云南独有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却受到了很大威胁，
很多民族的语言文字以及民族音乐、舞蹈、工艺、服饰、
习俗等都没能得到很好的保护和传承。值得欣慰的是，
近年来，自从提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向和启动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非物质遗产名录以来，特别是云
南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设民族文化大省、民族文化强省
的战略决策以来，云南的“文化自觉”意识已大为提升，
以保护和抢救濒临失传的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为目的的文
化理念和文化行动，也渐而深入人心。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早已做了界定，主要包括五
个方面：一是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
产媒介的语言；二是表演艺术；三是社会风俗、礼仪、
节庆；四是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五是传统
的手工艺技能。云南少数民族尤其是云南独有少数民族
可列入非物质礼仪文化遗产方面的民族语言、民族音乐、
民族舞蹈、民族习俗、节庆、民族传统手工艺技能等非
常丰富。所以，把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性
保护并传承下来，是云南省委、省政府必须思考的重大
课题。我希望用五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对云南少数民族非
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性保护并传承。为此，2010 年年
初由云南省委统战部牵头，云南省广播电视局、云南省
民族事务委员会、云南省文联共同策划拍摄了大型电视
人文纪录片《云南少数民族》，同时配套出版《云南少
数民族》光碟和丛书，这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历史文化工
程。而对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进行有效的传承和保
护，除了各级政府的重视支持外，还需要民族宗教部门、
文化部门、宣传部门的积极参与，用影像、文字等方式
把属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完整地记录下来、
传承下去，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保护和传承，也是建
设民族文化强省所必需的具体行动。

云南彝族是一个奇特绚烂的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
和极具内涵的文化、历法和哲学。据《史记·西南夷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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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载，滇池以西至今保山以东的大理洱海一带“地
方可数千里”的地域，是“昆明人”的游牧地。“昆明人”
就是《史记》中说的“编发游牧”。可见，远在两千
多年前的西汉，彝族就和其他民族一道，在祖国西南
边疆生息繁衍。彝族人口众多，全国彝族总人口756万，
仅云南就有 502 万，占全国彝族总人口的 60%，占全省
人口的10.94%，是云南少数民族人口中人数最多的民族，
云南 85% 的县市都有彝族分布。楚雄州、红河哈尼族
彝族自治州是彝族较为集中的地区。彝族居地广阔，
一般都是大分散小聚居的状况，大小凉山是彝族的聚
居地。与当地民族交散而居。

作为我国众多少数民族中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深
厚文化传统的民族，彝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更有
着不可多得的文化之美。

无论是山地民族的刀耕火种和狩猎，还是千姿百态
的服型头饰，以及民间歌舞艺术，都有着古老的文化
印记，特别是“贯头衣”、跳宫节中的铜鼓祭祀与铜鼓舞，
更有着两千多年历史文化传统。这是彝族从历史深处
呈现出来的民族文化宝贵财富，它至今仍将历史文脉
搏动得强劲有力。这朵山野中的奇葩，是民族凝聚力
和创造力的源泉，它将光照千秋、永不褪色。

我不仅是云南少数民族中的一员，同时又是云南
省委分管民族宗教工作的领导，我有责任对云南的少
数民族文化进行传承和保护，并为云南建设民族文化
强省和云南“桥头堡”建设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我
相信这一电视纪录片和丛书的出版发行，一定会受到
全省人民的喜爱，我期待着这套光碟和丛书得到全省
各民族同胞的称赞和好评。



彝族人口众多，居地广阔，分布于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四省区，总人口

776.2 万人，大都居住在半山区和坡岭地带；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大小凉山是彝族

的聚居地。云南 85% 的县市都有彝族分布。楚雄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是彝族较

为集中的地区。彝族一般都以大分散小聚居的状况，与当地民族交散而居。

彝族历史悠久，是氐羌语系族群的后裔，秦汉时期泛称为“夷人”“僰人”，“大

种曰昆，小种曰叟”。无论是“昆（昆明人）”或是“叟”，绝大部分都是彝族祖先。

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滇池以西至今保山以东的大理洱海一带“地方可数千里”

的地域，是“昆明人”的游牧地。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青铜器上有一种民族的形象，其

服饰和发型与彝族有近似之处，考古学者认为就是《史记》中说的“编发游牧”的昆

明人。可见，远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彝族就和其他民族一道，在祖国西南边疆生息

繁衍。到了东汉，今盐边、大理、巍山、大姚、姚安一带和滇池地区附近的晋宁、昆阳、

安宁地区，也有“昆明诸种”或“昆明夷”的记载。巍山地区的“昆明夷”的一个首领，

还曾受到东汉朝廷的赏赐，被封为“破虏榜邑侯”。三国时期，滇东北地区又有作为

地名的“昆明”见于记载。昭通后海子东晋墓的壁画上，有一种头梳“英雄髻”、身

着披毡的人物画像，与近现代凉山地区彝族的服饰形象颇为相似。这说明在遥远的古

代，彝族就分布在云南、四川等广大地区，与其他民族共同开发和捍卫了祖国西南边疆。

唐宋时期，史籍称彝族先民为“乌蛮”。此后，各地彝族保存了许多不同的自称

和他称，但大部分都称为“罗罗”或“倮倮”。“罗”是彝语“虎”之意，彝族崇拜虎，

是虎的民族。“罗罗”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状况，大部分保留在近代凉山彝族之

中，其他地区的彝族中也在不同程度上有所遗存，正如元代李京《云南志略》说的“罗

罗，即乌蛮也，男子椎髻，摘去须髯，或髡其发，左右佩刀，……妇女披发，衣布衣，

贵者锦绿，贱者披羊皮。”

彝族自称和他称，从明清相继延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称谓繁多，难于理清，仅楚

雄州就有 30 多种，文山州也有 20 多种，总计有近百种之多（详见附表）。

彝族由于居住分散，历史、地理条件的不同，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平衡。在社会经

济结构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基本上可分为封建制和奴隶制两种类型。滇、黔、桂的

彝族绝大部分早已进入封建社会。除滇东北及黔西北部分地区，尚存在着封建领主经

济的残余之外，其他地区都是比较发达的地主经济，少数地区还有了较为先进的经济

因素。而在四川大凉山地区和云南小凉山地区，则长期保留着比较完整的奴隶制度。

在历史上，彝族经历了漫长的奴隶社会发展阶段。新中国成立前，凉山奴隶制的

阶级关系被掩盖于森严的等级制度下，所有的人都有严格区分。“诺伙”汉语称“黑

彝”，是最高统治者，是奴隶主，约占总人口的 4%，却不同程度地霸占着 96% 其他

人口的人身自由和财产 ;“呷西”，是奴隶中的最低级，没有人身自由，像牲畜一样，

被奴隶主买来卖去，甚至被残杀。彝族奴隶社会中的种种迹象，印证着人类社会中的

特殊历史阶段，是民族历史文化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彝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其文化非常丰富精彩。彝族是毛泽东亲自确定的一个民

族称谓。“彝”字蕴含“夏鼎商彝”古老文化的富贵和尊严。当然，在彝族的“彝”

字里，有绕丝、有米字旁，还有天头地角，意味着彝族人民有吃有穿，兴旺繁荣。彝

族作为我国众多少数民族中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传统的民族，有着不可多得

的文化之美，无论是山地民族的刀耕火种和狩猎，还是千姿百态的服型头饰，以及民

间歌舞艺术，都有着古老的文化印记，特别是“贯头衣”、跳宫节中的铜鼓祭祀与铜

鼓舞，更有着两千多年历史文化传统。这是彝族从历史深处呈现出来的民族文化宝贵

财富，它至今仍将历史文脉搏动得强劲有力。这朵山野中的奇葩，是民族凝聚力和创

造力的源泉，它将光照千秋、永不褪色。



云南彝族主要支系、称谓及居住地区 

支系
称谓

主要居住地区
称谓
数量自称 他称

撒尼 撒尼泼、尼泼 撒尼、撒梅、明朗
弥勒、石林、宜良、罗平、丘北、武
定、昆明等地

5

罗罗 罗罗泼、罗罗 白彝、高山族、土族、阿鲁
楚雄、南华、姚安、牟定、大姚、元
谋等地

6

腊鲁 腊鲁泼、腊罗 香堂、水田
景东、景谷、普洱、江城、墨江、云
县等地

4

腊米 六米、伴俐 腊米、六米、伴俐
景东、景谷、普洱、墨江、云县、凤
庆等地

5

腊罗 腊罗、腊鲁、迷撒泼 土家、蒙化
巍山、凤庆、祥云、永平、大理、西
林、宾川

5

俚泼 俚泼、骂池泼 黎族、傈族、骂池族 楚雄州、凤庆、华坪、永胜等地 5

米切泼 米切泼 密族 武定、富民、绿劝、祥云、昆明等地 2

葛泼 葛泼、阿多泼 白彝、甘彝
禄劝、武定、寻甸、师宗、富源、宜
良、弥勒等地

4

格苏 格苏泼 彝族 大姚、武定 2

纳罗 纳罗泼、阿罗泼 干彝族 武定、禄劝、元谋 3

纳若 纳若 支里、干彝、六得、纳渣 永胜、华坪等地 5

堂郎 堂郎江 堂朗 原丽江县 2

诺苏 诺苏泼、聂苏泼 黑彝、凉山族 华坪、永胜、宁蒗、元谋等县 4

纳苏 纳苏泼、尼苏泼 黑彝、白彝、红彝、甘彝
楚雄、曲靖、红河、文山、西双版
纳、大理、禄劝等州市县部分地区

5

聂苏 聂苏泼、罗武 罗武、土里、花腰 石屏、双柏、云龙、易门等县 5

改苏 改苏泼、所都、洗斯麻 白倮倮、倮族
武定、易门、新平、开远、文山、广
南、西畴、景谷、巍山等地

5

车苏 车苏泼、勒苏泼、撒泼 气苏泼、车苏 峨山、新平、元江、双柏等县 4

山苏 山苏 赊苏、山苏 双柏等地 2

阿细 阿细泼 阿细、阿西 弥勒、宜良、昆明等地 3

阿哲 阿哲泼 阿哲、阿东 弥勒、易门、双柏等地 3

阿武 阿武、罗泼、阿乌泼 拉乌、孟武、阿条
弥勒、元阳、金平、西畴、罗平、祥
云、镇沅等地

6

阿扎
阿扎、泼哇、泼拉培，
图拉泼

普、朴拉、普拉、什拉 文山、开远、砚山、马关、金平等地 8

阿罗 阿罗泼 红彝 武定、师宗、陆良等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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