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前    言

前    言

《中国彝族通史》已经编纂完成了。　　

《中国彝族通史》的编纂，是一项浩大的彝学研究工程。

只有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向伟大复兴的时代，只有

在各民族完全平等和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才能顺利

进行这样一项浩大的彝学研究工程。

在编纂《中国彝族通史》的过程中，彝族人民表现出前所

未有的团结精神，从领导干部、专家学者到广大彝族同胞，都

非常关心、非常支持，并且以不同的方式积极参与这项浩大的

彝学研究工程。

我们永远会记住，这项浩大的彝学研究工程的倡导者、领

导者和组织者是已故的伍精华同志，他始终是中国彝族通史编

纂委员会的主任。　　

在《中国彝族通史》编纂工作的前期和中期，我虽然是领

导集体的成员之一，但只是名义上的，实际工作参加不多。因

为当时还担负着中央部门或地方的领导职务，事务太多，抽不

出身。直到2008年我退休之后，才有条件做这项工作。　　

伍精华同志临终前嘱托我两件大事，其中一件就是要求我

一定要抓好《中国彝族通史》的编纂工作，我保证决不会让他

失望。　　

伍精华同志去世后，彝族领导干部和专家学者在北京召开

第七届彝学学术研讨会期间，推举我继任中国彝族通史编纂委

员会主任，我保证不会辜负彝族人民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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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8年夏天开始，我把主要精力放到了《中国彝族通

史》的编纂工作中，从编辑工作中重大问题的研讨、编辑队伍

的调整、编写大纲的修订，到编纂经费的筹集和出版事项的确

定，我都直接和编纂委员会的同志们共同讨论决定。　　

在此期间，我以对彝族人民，对历史和真理负责的精神，

对几百万字的通史初稿进行了逐字逐句地修改。　　

我一直强调这样一点，人的认识受多方面的限制，人对真

理的把握是相对的。古今中外，任何重大的历史问题，都会有

不同的看法，甚至有各种争论，这是很自然的。编纂彝族通史

的事，前人没有做过，我们现在做了，开创了历史，但只反映

我们这一代人的认识，实际上只反映撰稿者和审稿者的认识，

我们只是为后人垫上一块前进的基石。　　

当然，我们完全可以自信地说：《中国彝族通史》丰富了

中华文化宝库。　　

《中国彝族通史》能让彝族人民感到振奋和自豪。　　

另外，《中国彝族通史》编纂工作的社会文化价值也是不

可低估的。一是编纂过程中收集的彝族谱牒、彝文史料、考古

材料可以为彝学研究提供宝贵的参考资料。二是编纂过程中成

长出一支坚强的彝学研究队伍，他们将在未来的彝学研究中发

挥重大的作用。三是编纂过程中形成的全国彝族团结合作的精

神一定会发扬光大。　　

《中国彝族通史》的编纂工作是一项阳光工程，学术问题

的研究、经费的筹集和开支等，都是在阳光之下进行的。为了

让社会各界了解有关情况，本通史主编会议决定出版《〈中国

彝族通史〉编纂记》。全书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我在编纂过

程中对彝族历史中一些重大问题所发表的意见；一部分是编纂

委员会其他领导同志的讲话、编纂工作的会议纪要和工作简报

等有关资料，作为本书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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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彝族通史》编纂记

《中国彝族通史》编纂记

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审定《中国彝族通

史》稿。

2001年9月，滇川黔桂四省（区）彝文古籍第八次协作会议

在昆明举行，会议决定编写《中国彝族通史》，同时成立以伍

精华同志为主任的中国彝族通史编纂委员会，开始进行有关的

筹备工作。

2002年7月16日，中国彝族通史编纂委员会通过云南省

民委向国家民委送上有关报告。同年8月7日，国家民委函

复如下：“一、编纂《中国彝族通史》对于填补各少数民族

通史空白，丰富中华民族整体历史，加强民族团结，增强中

华民族凝聚力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此，我们表示积极支持。

二、编纂《中国彝族通史》，是一项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

程，需要滇川黔桂四省（区）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和共同努

力才能完成。希望你们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

唯物主义为指导，加强协作，积极努力，共同把这件好事办

好。三、所需经费请自筹解决。”

国家民委的这个批复言简意赅，很好。有了国家民委的批

复，《中国彝族通史》的编纂就可以作为政府积极支持的学术

工程向前推进了。

俗话说：“十年磨一剑。”我们就是十年磨一部彝族通

史。《中国彝族通史》从2001年立项到2011年编完交付出版，

整整花了十年的时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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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回顾《中国彝族通史》编写过程时，心情是十分沉

重的，因为第一任编纂委员会主任伍精华同志，还有编纂委员

会委员马开明同志、刘绍先同志、伍精忠同志、李埏同志已经

先后辞世，未能看到寄托着他们希望的《中国彝族通史》。

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高兴地宣布：总共400万字的《中国

彝族通史》终于编纂完成，即将出版发行。

现在，我受编纂委员会的委托，向滇川黔桂四省（区）

的彝族领导同志，向所有关心《中国彝族通史》的同志们报告

《中国彝族通史》编纂过程中的一些重要情况。

一

首先要报告《中国彝族通史》编写工作的指导原则。

中国彝族通史编纂委员会成立后，很长时间我都没有直接

参与工作，因为当时还在任上，精力顾不过来。直到2008年，

我退休了，才开始真抓实干，以一种对国家、对民族崇高的使

命感推动《中国彝族通史》走向成功。

在编写工作的总体把握中，我们主要坚持了以下五项原

则：

第一，坚持唯物辩证法。

唯物辩证法，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共

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当然也是我们认识历

史、编撰历史的科学方法。

坚持唯物辩证法，就是对待历史上的人和物，要做到实事

求是。

研究历史的学者都知道，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作判断下

结论的时候，要避免“孤证”，就是说不能只依靠一个证据。

我们编写《中国彝族通史》，不但要尽量避免孤证，而

且要求做到有“四重证据”。哪“四重证据”呢？一是汉文史

料的证据，二是彝文史料的证据，三是考古材料的证据，四是

传说的证据。前面三重资料的重要性是大家都肯定的，对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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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就不重视。实际上，研究少数民族的历史，传说非常重

要。许多少数民族没有文字，他们的历史就靠口传。彝族虽

然有文字，但掌握文字的是极少数人，人民大众的很多历史创

造，是隐藏在丰富多彩的传说之中的。

为了坚持做到实事求是，通史编委会组织实施了几项重要

的基础工程：一是收集整理了彝族历史考古材料，二是收集整

理了彝文古籍史料，三是编辑整理了云贵川三省的彝族谱牒。

这些工作的成功为《中国彝族通史》的编写工作奠定了坚实的

史料基础。

总之，我们坚持唯物辩证法，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记述历史

人物和历史事件，尽量做到“四重证据”相互支持，使《中国

彝族通史》能够真正反映客观实际。

第二，坚持国家统一的原则。

我们编写的虽是单一的民族通史，但彝族是中国的一个民

族，而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此，彝族通史是中国历史

的一部分，《中国彝族通史》的编写要有利于国家的统一。这

本书的全名叫《中国彝族通史》，就是这个意思。

中国统一的大格局很古的时候就形成了。几千年中，朝代

兴替经常发生，政治风云变幻频繁，但这种朝代的更替、政治

风云的变幻总是在中华一统的大格局内发生的。我们观察中国

历史要有这样的大视野，我们编写《中国彝族通史》更要有这

样的大视野。

在《中国彝族通史》中，自然要讲到彝族先民们建立的一

些地方政权。对于这些彝族古国，《中国彝族通史》没有强调

它的独立性，而是突出它与中央王朝的密切关系，肯定它对祖

国边疆地区开发的重要贡献。

第三，坚持民族团结的原则。

中华民族是站立在世界东方的一个伟大的民族群体，它的

多元一体的大格局也是在很古的时候就形成了。

彝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主要成员，彝族通史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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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中华民族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彝族同汉族和西南地区其他少数民族杂居共处，历史上因

为存在民族压迫，彝族同其他民族之间有过矛盾和冲突，但在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大格局中，各民族友好相处、团结奋斗是

主流。我们编写彝族通史当然要维护民族团结的主流。

《中国彝族通史》第一编根据彝文古籍的记述，展现了在

远古时期，汉族的祖先和彝族的祖先是同源的，一直到大禹时

期，彝汉才开始分流，彝族继续留在西南地区，而汉族向东方

发展。《中国彝族通史》其他各编还根据彝文史料和汉文史料

记述了彝汉之间不仅是相互紧密联系，而且存在着汉族“变发

从俗”，成为彝族，彝族改名变姓成为汉族的大量事实。彝族

同其他少数民族之间也存在着相互交融的情况。

在《中国彝族通史》初稿中，有的章节存在着因为某个历

史问题同其他民族的学者辩论的情况，这样不利于民族团结，

我们在统稿时将其改为客观平和的记述。

维护民族团结，既要注意处理好民族之间的关系，也要注

意处理好民族内部的关系。通史初稿中有的章节大篇幅地讲到

凉山彝族内部“打冤家”的情况，而且称之为“族内战争”。

“打冤家”的情况是存在的，但不能称为“族内战争”，讲多

了也不利于民族内部的团结，我在统稿时根据伍精忠等编委提

出的意见，把这方面的大部分内容删掉了。

彝族通史肯定了各历史时期彝族历史人物注意协调民族内

外关系、增强民族团结的卓越作为。

第四，坚持突出重点的原则。

彝族历史几千年，我们的祖先怎样生活，怎样迁徙，打过

多少仗，建过多少城，有过多少发明创造？诸如此类的情况浩

如烟海，无边无际，这不是一本彝族通史所能完全记述的。唯

一可行的办法是突出重点，提纲挈领地把彝族几千年历史的大

概轮廓勾画出来。

怎样突出重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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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突出彝族先民对中华文明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正如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所强调的，“彝族和其他

民族最早开发了祖国的西南地区”，这就是最大的贡献。彝族

通史突出了彝族人民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许多

领域对中华文明所作出的独一无二的重要贡献，这对振奋民族

精神是很重要的。

二是突出彝族先民建立的地方政权。

彝族先民在历史上建立过许多地方政权，以中古时期的南

诏为例，统治区域达几百万平方公里，立国几百年，有许多影

响深远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成就，涌现出了大批政治家、

军事家、艺术家等等。

这些彝族古国留下许多汉文史料、彝文史料、传说，还有

许多考古材料，以它们为重点，可以使彝族通史更扎实、更清

晰。

三是突出重大历史事件。

四是突出重要历史人物。

第五，坚持厚今薄古的原则。

放在编委们面前的《中国彝族通史》初稿共六编，大家可

以直观地看到，第一编、第二编比较薄，而第五编、第六编比

较厚。时间越早，篇幅越少；时间越晚，篇幅越多。这就是厚

今薄古，这是客观情况决定的。因为远古时期的资料很少，写

得太多缺乏依据。第一编的初稿也是非常厚的一大本，我删掉

了三分之一以上，主要是考虑这样两句话：言之成理，言之有

据。就是说，不成理，缺根据的内容都尽量删去。第六编我基

本上没有改动，因为其中记述的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厚今薄古是相对而言的。因为我们是写历史，而不是写

现实，所以本通史只写到民国时期。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历史只

能由我们的后代来写，本通史只有一个比较简明的结语，即用

“彝族历史的新纪元”来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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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刚才说的是编写《中国彝族通史》怎样把握大局的问题，

现在报告对彝族历史上一些重大问题的处理情况。

编写历史，要碰到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是有定论的；一种

是没有定论的。

南诏的开国之主是细奴逻，彝族主要居住在中国西南地

区，这是客观事实，是有定论的，照实记录下来就行了，比较

好办。

彝族是北来的，东来的，还是中国西南地区的原住？古蜀

国、滇国和夜郎国的主体民族是不是彝族先民？这些问题都是

有争论的，历史上和现实中都没有定论。写彝族通史必须涉及

这类没有定论的问题，不能绕开它，不能回避它，而是要正面

对待，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必须亮出彝族通史明确的观点。

由于我们现在掌握资料的限制，由于我们对这些问题研究

程度的限制，《中国彝族通史》现在亮出的观点能不能为大家

所接受，会不会成为定论，这不依我们的主观意愿而转移，必

须依靠社会的实践、历史的发展来决定。

一般来说，历史上的重大问题，无论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

问题，还是世界历史上的重大问题，都是有争论的。我们对彝

族通史要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欢迎争论，欢迎批评，欢迎大

家深入研究，相信后代比我们聪明，他们会写出更科学的彝族

通史。

今天在座的，都是《中国彝族通史》的编委，都是各方面

的领导同志，我现在把《中国彝族通史》对一些重大争议问题

的处理情况向大家通报，请大家审议。

（一）关于彝族族源问题

彝族起源于何处？这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我们认

为，彝族起源于金沙江流域和澜沧江流域的祖国西南地区。

从彝文古籍记载可知，大约在公元前45世纪，在点苍山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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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举菊绿姆”地区，最早出现古彝人的氏族部落。彝族

通史就从此时此处写起。

任何一个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大民族，都不会只有单一的来

源。彝族就是这样一个大民族，它的主体是古代西南地区的原住

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融合了来自北方的、东方的、南方的

和西方的各种人群，逐渐形成统称为“彝”的一个重要民族。

这个民族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名称，一般被

称为“夷”。这个“夷”字在汉语中有破坏、野蛮的意味，所以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主席把它改为带有神圣之义的“彝”。

（二）关于彝文

文字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文字的发明是一个民族跨

进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

可以肯定，彝族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发明文字的民族之一。

彝文发明于何时，没有一个确切的年代。现存彝文最早

的标本刻在云南弥勒金子洞坡岩石上。有10个彝文字，释义为

天、地、人、礼、屋、女、三、对、别、敬。10个彝文字是与

新石器时代的岩画同时刻上去的。

在三星堆出土文物中，发现了7个彝文字，释义为神、敬、

死、门、贤、看、面。时间是公元前2000多年。

在夜郎国的中心地区出土的文物中，也发现了铜铸彝文。

有人说，彝文是唐代马龙州的彝族首领阿珂发明的，这完

全不符合事实。因为在唐代之前，就有大量的彝文经书传世。

正如《南中志》所说，早在西晋时期，彝文经书的社会影响就

很大，“虽学者言论，亦半引夷经”。

按彝文古籍《书的产生与制作》记载，彝文从创始以来，

总共经历了八次整理和规范的过程。唐代的阿珂不是创造彝

文，只是规范彝文，而且他只是第八次对彝文进行规范的人。

《中国彝族通史》根据考古材料和彝文古籍的记述，把彝

文的发明时间大体上确定在公元前45世纪。

有一点需要强调指出，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和许多次的整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