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哲学社会科学承载着“认识世界、传承文明、

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功能。在

现实生活当中，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人类社会，

适应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激活人类文明创新，推动

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思想工具，社会科学知识的普

及与传播直接关系着一个地方和社会的发育完善程

度。当前我国改革发展正处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

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

深刻变化的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广大

干部群众迫切需要一批科学规范、通俗易懂、实用

有效的哲学社会科学普及读物来认识社会和指导实

践。因此，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大力开展哲学

社会科学知识普及就显得尤为重要。面向广大民众

云南省社科联主席  范建华

总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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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开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普及与传播，是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一项基本使命，同时也是有

效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术话语体系的根本

要求，在中国现代文明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和意义。

经过多年的实践和调查研究，我们深刻认识到

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传播和普及社会科学

知识，必须形成一套有效的科普体系，并有一定数

量的科普读物作为支撑。我们希望通过实施“云南

省哲学社会科学普及规划项目”，搭建科普读物创

作、编写平台，凝聚全省社科界的智慧和力量，激

发社科专家创作编写科普读物的积极性，逐步推出

一批立足云南、面向全国、独具特色的优秀社科普

及读物。

云南是一个边疆多民族省份，得天独厚的自然

地理环境和精彩纷呈的民族文化，为云南哲学社会

科学丰厚而独具特色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云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

特色和优势正在不断彰显和加强，已经成为云南文

化符号中认知度较高的重要品牌。遗憾的是，由于

哲学社会科学独特的学科性质，以及长期以来学术

界同仁中重学术、轻普及的观念较为浓厚，也由于

科普专家匮乏和经费等方面的原因，使哲学社会科

学普及难以走出学府、走出书斋，没有形成面向大

众的科学普及成果。

就当下的实际情况而言，社会科学普及读物的

编写在云南社科界还存在一定的困难。大家写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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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深奥的科学知识变成通俗的普及读物，达到科学

性、通俗性、可读性、文学性的有机结合，还有一

定难度。究其原因，主要还是科普项目的大多数承

担者在如何面向大众需求特点、认知特点、阅读特

点来编写科普读物上认识还不到位、技能还不娴熟。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尽快组织出版一批高

质量哲学社会科学普及读物，以发挥示范性和引领

性作用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经过专家的精心指导和编著者的反复修改，最

终形成了 2014 年《云南社会科学普及读物系列丛

书》一套 7 本，分别是《西南联大人物故事集》《云

南省农民工返乡创业指南》《云南少数民族宗教文

化》《云南民族建筑》《云南少数民族科学技术》

《惠农政策解读》《云陶》，由云南大学出版社统

一出版。

我们在编辑这套丛书时，一是力求体现云南科

普读物的特点，侧重于云南政治、经济、社会、文

化、生态等方面相关知识的普及；二是力求体现时

代性、知识性、科学性、通俗性、趣味性的结合，

吸收最新研究成果，重在介绍和阐发科学知识、科

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努力贴近实际、贴

近群众、贴近生活，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达到普

及推广、提高人们哲学社会科学素养之目的。我们

希望通过 10 年左右时间的共同努力，使云南省社会

科学普及读物达到种类齐全、普及到位、大众喜爱的

水平。

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宣传和普及离不开群众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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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乐见的通俗读物。丛书的出版既是对云南哲学社

会科学知识宣传和普及的有益探索，也标志着云南

哲学社会科学普及事业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对此项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我们需要长期坚持，

不断努力，同时也希望更多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尤

其是大家、名家积极主动地投入科普读物的创作，

形成一种将最新研究成果、最高学术水平用最通俗

易懂的文字充分予以展示的科普读物创作、编写氛

围，使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真正走向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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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是中国具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的民族之

一，云南的彝族人口为 5 029.68 万人（2012 年数

据，来自《云南统计年鉴 2013》，下同），占全省

人口的 10.9%，是云南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主要分

布在横断山脉南部、哀牢山脉、乌蒙山脉和金沙江、

红河、南盘江流域。

一、彝族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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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州彝族耕作田地

（一）耕作技术

彝族在云南的分布呈“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由于地理

位置、气候条件、居住环境的不同，彝族人民因地制宜，发展了

不同的耕作技术以满足生产生活的需要。

在复杂的地理条件下，彝族人民世世代代披荆斩棘，辛勤耕

耘，从河谷带、高山开辟出一片片谷田粮地。彝区土地可以分为

三种类型：一是平坝地，主要是分布在河谷或山间大小不等的较

为平坦的耕地，多用于种植水稻。二是半山地，即处于平坝与高

山之间的山坡地，一般用于种植玉米、洋芋、燕麦等作物。这类

耕地在彝区占据主要地位，其生产的农作物是彝族人民的主要食

物。三是高寒山地，即地势高、坡度大、气候寒冷的地区，多用

于种植荞麦等耐寒作物。

根据耕地的地貌类型，农业生产采用了轮耕和固定耕作两种

不同的耕作方式。在高山区的轮歇地，采取轮耕；半山区的大部

分山地、梯田和坝区的水田，则采取固定耕作。农田耕作传统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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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浅耕浅耙，碎土不细，施肥较少；少选籽种，除稻谷外，其

他谷类作物皆可撒播，行距宽窄不一，没有中耕除草，缺乏水利

设施；农业生产基本上是以粗放经营、广种薄收的方式进行，产

量较少。

轮耕是一种合理安排农作物种植的方式。在半山区一般是

玉米和荞麦轮种，因为玉米需要肥料多，所以先种；荞麦则最需

要灰肥，而上年留下的玉米根秆腐烂后恰好可以作为此种肥料。

在高山地区，一般采用头年种苦荞，次年种洋芋，第三年种燕

麦，此后休耕的方式。这种程序安排，符合不同作物生长周期的

特性，苦荞生长期较短，只需四个月就可以收割；而燕麦生长周

期较长，所需肥料较少，故放在最后。将生长周期长短不同的作

物，按先后次序合理安排，不但使上下季作物收种期衔接适当，

还考虑到了土地的肥力有节制地消耗的问题。

彝族人民在刀耕火种时代所使用的农具比较原始简单，如

木棍、石杵等。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使用了木耒、木犁、木

耙、等木制农具，后来又有了铁锄、铁犁等铁制农具。农业生产

昆明禄劝彝族耕作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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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工具有助于提高效率，故彝族人民非常重视工具的使用。比

如，稻田从种到收所使用的农具主要有八种：犁、木耙、钉耙、

板锄、镰刀、推耙、连枷、扁锄；旱地还使用了挖锄，开荒时使

用砍刀和斧子等。有些家庭还购买了小型运输车。粮食加工有石

磨，现在大多数都用了碾米机。

在农作物的施肥上，注重农家肥和化肥的结合。近年来，

随着社会对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的重视，彝族逐步扩大了绿肥种

植面积，发展生态农业。在耕畜的使用上，山地一般使用黄牛耕

种，河谷地和水田多用水牛。在劳动组织形式上，多为各家各户

分散经营；在劳动过程中，有按性别、年龄的自然分工，也有相

互之间的简单协作。在大多数彝区，还保留着生产劳动中的互助

帮工的习惯，即缺乏劳动力的农户请求有劳动力者给予帮助，或

者田地较多的请土地较少的帮忙，这种互助主要存在于亲戚、邻

居、朋友之间，不需要付报酬，但大多数会提供伙食。当然在市

场经济的影响下，部分地区有财力的农户，在农忙季节已经开始

付酬雇佣工人劳作了。

富宁县犁地的彝族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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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族历法

我国的彝族，至今还保留着一种鲜为人知的古老历法——彝

族“十月太阳历”。据推测，这种历法源于远古伏羲，大约有上

万年的历史。它把中国的文明史追溯到埃及、印度、巴比伦三个

文明古国之前。

彝族十月太阳历：一年有 10 个月，一个月有 36 天，全年共

360 天，另外在岁末加 5 天的“过节日”，俗称“过十月年”，

全 年 计 365 天。 每 隔 3 ～ 4 年 增 加 1 天 为 6 天， 即 闰 年（ 闰

日），为 366 天，平均每年为 365.2422 日，与太阳回归年（1 回

归年 =365.24219879 日）非常接近。因与地球围绕太阳公转有

关，故名太阳历。

十月太阳历以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

鼠、牛等 12 个属相轮回纪日，每经三个轮回即 36 日作为一个

“时节”或“时段”，即 1 个月。十月太阳历一年分 5 季，每季

分为雌雄两个月，双月为雌，单月为雄，并以土、铜、水、木、

彝族十月太阳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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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五种元素来表示。一月为土公月，二月为土母月，三月为铜公

月，四月为铜母月，五月为水公月，六月为水母月，七月为木公

月，八月为木母月，九月为火公月，十月为火母月。季节和轮回

纪日相互搭配，与物候、生产密切相关，可以满足彝族群众农业

生产的需要。

彝族谚语说：

土母猪日变，树叶始变黄（第一季）；

铜母牛日变，老鹰回南方（第二季）；

水母兔日变，大雁回南方（第三季）；

木母羊日变，更牛始下地（第四季）；

火母鸡日变，蜻蜓下沟飞（第五季）。

彝族太阳历独具的特点在于它准确形象地表达冬夏寒暑等季

节及其与生产密切联系的物候。几千年来，指导着彝族人民畜牧

和农耕的生产劳作、社会生活。

彝族十月太阳历法以固定一点来观测太阳运行位置，以山头

或山顶大树为坐标，看太阳升起时的南北移动位置，太阳达到最

南点为冬至，太阳达到最北点为夏至。彝族向天坟就是这种固定

的观测点。在三台乡、昙华乡至今还保留着向天坟的遗迹。彝族

向天坟的形状大体有圆台、圆锥、方锥、大小三圆台堆垒呈金字

塔形等几种类型。定时观察天象就是彝族毕摩的主要职责之一。

彝族十月太阳历是悠久神秘的古老历法，它与中国儒、道、阴阳

学说有深厚的渊源，至今还有许多“密码”有待破译和研究。

在远古时期，彝族先民还曾根据自然现象，总结并使用过

“十八月太阳历”。即把一年定为 18 个月，每月 20 天，另加 5

天为祭祀日。18 个月的名称依次为：风吹月、鸟鸣月、萌芽月、

开花月、结果月、天乾月、虫出月、雨水月、生草月、鸟窝月、

河涨月、虫鸣月、天晴月、无虫月、草枯月、叶落月、霜临月、

过节月。每个月 20 天的名称依次为：开天日、辟地日、男子开

天日、女子辟地日、天黑日、天红日、天紫日、火烧天日、水冷

日、洪水日、葫芦日、伏羲皇帝日、伏羲姐妹日、寻觅人日、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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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日、蜜蜂日、出人日、天窄日、地宽日、地缩日。

从内容上看，彝族十八月太阳历虽然没有明确的季节性，但

它包含着自然的物候现象，与受世界评价极高的玛雅人的历法惊

人的一致，因此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十八月太阳历”以

节令观念为基础，与农牧业生产关系密切。这种历法的最大特点

在于无闰月、大小月之分，每月固定为 20 天，永远不变，便于

记忆与传播。

（三）民族医药

彝族医药已有 1000 余年的历史，是彝族人民长期与疾病作

斗争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具有丰富的医药知识和独具特色的

传统医药技术。彝族医药具有五个主要特点：一是药重于医，药

早于医；二是重视衰年（生命节律中人体表现衰弱的年龄）的推

算；三是临床治疗，注重疗效；四是诊疗方法多样；五是提倡保

健和对疾病的预防。

彝族药物大量采用植物药、动物药，用煨、煎、煮、蒸、

烤、泡等方法进行炮制，以服用、灌注、滴入、冲洗、涂搽、包

敷等方式用药。在疾病诊断上，采用望

诊、问诊、触诊相结合的方法，治疗上则

是采用内治法和外治法相结合进行。这

些方法有内服法、外敷法、烧火法、熏蒸

法、洗浴法、割治法、拨火罐法、放血

法、推拿按摩法、刮痧、针刺等。在治疗

过程中尤其重视酒的使用，往往以酒或甜

米酒为引子，加强药效。在药物的配方上

灵活运用，根据病人体质的具体情况，往

往是一病多方、一药多用，以发挥药物的

多种作用。在医疗器械使用上，主要有砭

针、罐、咂角、药刀等。《彝药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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