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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德宏———一个让人来了不想走的地方，碧蓝如洗的天空，青翠欲滴的山

川，瑰丽神奇的宝藏，能歌善舞的傣族、景颇族、阿昌族、德昂族、傈僳族，

还有娓娓吟唱的古调歌谣，向我们讲述着古老而神奇的神话。

“一个民族的、天才的、最高化身之一是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

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神奇美丽富饶的德宏，孕育了异彩纷呈的民族文化。

悠久的历史、浓郁的风情、边塞的奇人、多彩的节日、神秘的宗教、美丽的

风光，牵引着我们的脚步，走进这块绿色土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世界里。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民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

各种文化表现形式 （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

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活态形式

传承的文化遗产，主要依靠传承人口传心授而世代相传，传承和保护是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点和核心。随着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人们

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改变，不少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面临着后继乏人的现

象，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成为各国面临的重要问题。２００７年至 ２０１１年 ５
月，文化部先后命名了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共计

１４８８人，并专门举行了颁证仪式。德宏先后申报了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共有民间文学 《遮帕麻和遮米麻》《目瑙斋瓦》《达古达楞格莱标》，

民间舞蹈傣族孔雀舞，民间戏曲傣剧，民间美术剪纸，传统工艺阿昌族户撒

刀的锻制技艺，传统习俗景颇族目瑙纵歌，传统舞蹈傣族象脚鼓舞，民俗德

昂族浇花节、傣族泼水节，以及民间知识傣医药 （睡药疗法）十二个项目被

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德宏州有９人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我们欣喜地看到，对一些濒临失传而具有传承价值的项目，从国家到省、

州、市，各级政府在组织人员进行记录、整理、进行保护的同时，也对传承

人给予一定资助，鼓励其传授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也制定了鼓励

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传播的很多具体措施，包括帮助提供必要的传承场

所，提供必要的经费资助传承人开展授徒、传艺、交流等活动，支持传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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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社会公益性活动等。作为生长在这绿色家园土地上的我们，作为生于斯、

长于斯的一所边疆民族高校，我们在惊叹于这神奇多彩的奇风异俗和珍贵文

化遗产的同时，更应有传承和保护这份遗产的义务和责任。

我校 《德宏世居少数民族文化研究系列丛书》之一 《德宏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概况》即将面世。这本文集对德宏十二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名目作了较全面的介绍，在传承和保护作用上具有一定的意义。我们相信，

有你、有我行动起来，这些散落的珍贵文化遗产宝石，必将被传承和保护的

红线贯串起来，在边疆这块沃土上发出绿宝石般的璀璨光芒。

编　者
２０１２年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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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口述文学

第一节　 《遮帕麻与遮米麻》

一、背景介绍

在中国西南边疆———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这块热土上镶嵌着一

块璀璨的美玉，那就是陇川县。她地处德宏州西部，位于东经 ９７°３９′～
９８°１７′，北纬２４°０８′～２４°３９′之间，东邻自治州首府芒市，南连瑞丽市，北接梁
河、盈江两县，西与缅甸毗邻，国境线长５０８９９公里，总面积１９３１平方公里。

陇川县全境由高黎贡山余脉纵贯，地貌特征为 “三山两坝一河谷”，东北

高峻，西南低平，最高海拔２６１８８米，最低海拔７８０米。境内有大小河流９８
条，总长７５２８５公里。陇川县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１８９℃，年
降雨量１５９５毫米，全年日照数２３１６小时。

陇川县下辖章凤、城子、景罕、陇把４镇，户撒、清平等７个乡。２００６年，
陇川县总人口１７５２万人。其中汉族７８２８５人，景颇族４６１１０人，傣族２９４６４
人，傈僳族４６５８人，阿昌族１３２８７人，德昂族１２０９人，其他民族２２１９人。
少数民族共２２个，少数民族人口９６９４７人，占全县总人口的５５３％。

对歌中的阿昌妇女

陇川是元末明初的麓川故地，傣语称之

为 “勐宛”。 “勐宛”是傣语音译名，意为

太阳照耀的地方。斯如其名，这里山美水美

人美，是一块美丽富饶的土地，是一方充满

希望的热土。

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生活着一个能歌善

舞、热情善良的民族———阿昌族。阿昌族，

又称 “峨昌”，本族自称为 “蒙撒”“衬撒”

“汉撒”“蒙撒掸”。阿昌族是我国云南境内

最早的世居民族之一，历史悠久。唐代以来所称的 “寻传”，大部分便发展成

为今天的阿昌族。约在公元５世纪时，阿昌族原始公社制度解体。此后，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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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族头人早概战胜了蒲蛮酋长底弄，自此到元代以前，阿昌族一直在云龙一

带居于统治地位，成为一个强势民族。公元１０世纪后，特别是明初朱元璋义
子沐英平定云南、王骥三征麓川时，大量汉族、白族迁居云龙，逐渐与阿昌

族发生了自然融合。阿昌族吸收内地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任用客民代治

政务，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明洪武年间，由于 “客商侵利”，加上统

治者的压迫排挤，阿昌族渐失其本土，不断向西南迁徙，大多数到达今德宏

阿昌族图腾

州境内定居下来。另外一支在古代不断向西

迁徙的 “峨昌”人，公元７、８世纪时便已
大量分布在怒江流域以西的 “寻传区域”。

１３、１４世纪时，他们不断南迁，部分便定居
在今梁河、盈江和陇川的户撒地区。经过历

史上的大迁徙，现在人口总数两万多的阿昌

人，百分之九十以上聚居在云南省德宏州的

梁河县和陇川县的户撒阿昌族乡，少数则散

居在今芒市、盈江、龙陵、腾冲等县。居住

在梁河县的大部分阿昌族俗称 “大阿昌”，居住在陇川的大部分阿昌族俗称

“小阿昌”。阿昌族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文字。阿昌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

缅语支。阿昌族是一个富于创造精神的民族，他们不仅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

富，也创造了非常丰富的、瑰丽多彩的文学艺术。

二、《遮帕麻与遮米麻》简介

由于没有文字，所以阿昌族文学都是口头文学，大致可分为神话、传说、

故事、诗歌、曲调、戏剧等，题材广泛，内容丰富。而其中 《遮帕麻与遮米

麻》是阿昌族人民最具代表性的口头文学巨著。《遮帕麻与遮米麻》是到目前

为止搜集到的最完整的阿昌族神话文学。它描述了人类男性祖先遮帕麻和女

性祖先遮米麻开天辟地、创造万物、繁衍人类的艰难历程。

目前，《遮帕麻与遮米麻》有诗体和散文体两种传承样式，两种体裁的内

容和情节几乎完全相同。它既是一部创世史诗，又是一部原始宗教巫师的诵

词，而且仅限于祭祀祖先和丧葬仪礼时延请巫师 “活袍”来吟诵。因此它的

流传是靠阿昌族 “活袍”的 “诵经”活动来实现的。

三、《遮帕麻与遮米麻》的主要内容

《遮帕麻与遮米麻》是阿昌族目前最完整、篇幅最长的创世史诗，在阿昌

族民间影响十分深远。全诗长１４００余行，由创世、天公地母传人种、补天治
水、妖魔乱世和降妖除魔等五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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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袍”在诵经

（一）创　世
太古时代，世界混沌不分，既不会刮

风，也不会下雨。天公遮帕麻和地母遮米麻

便开始了造天造地的创举。威武的大神遮帕

麻没有裤子，也无衣裳，只在腰杆上系着一

根神奇的赶山鞭。他的三十员神将来挑银

沙，三十名神兵来担金沙，三千六百只白鹤

列队飞翔，衔来了圣洁的仙水拌泥巴。遮帕

麻先造日月，他用泥巴合着银沙造月亮，又

用泥巴合着金沙造太阳。为了开天辟地，他

用右手扯下左乳房，使之变成太阴山；又用

左手扯下右乳房，使之变成太阳山。所以，

现在的男人就没有了乳房。太阳置于太阳山

上，月亮置于太阴山上，两山之间种上一棵梭罗树作为天地的中央，让太阳

和月亮绕着梭罗树旋转。后来，又定四极，在东南西北设了四方天神。这样，

便把天造好了。“世界上有阴就有阳，世界上有天要有地。”地母遮米麻开始

造地了，她摘下喉头当梭子，拔下脸毛织大地，所以，现在的女人就没有喉

结和胡须。当她拔下左腮、下颌和额头上的毛来织四方的大地时，流出的血

化成四海，长满了虾、鱼、龟、鳖，她便派遣四海龙王来管理。天地造好了，

“天像一个大锅盖，地像一个大托盘”。可是，天小地大，天边罩不住地沿。

原来是天公遮帕麻在造天时睡了一觉，把天造小了。地母遮米麻又把地缩小，

抽去三根地筋，于是大地起了皱折，凸的是高山，凹的是山箐。这样，以后

地才被天罩住了。

（二）天公地母传人种

天上日月同辉，地上鸟语花香。创世神遮帕麻与遮米麻相互敬佩，降生

到世界上，经过滚磨盘、烟火相交等天意的验证，他们结成夫妻。九年怀胎，

九年临产，方生下一颗葫芦籽，将其种在门旁。九年发芽，九年开花，九年

结果，结成一个磨盘大的葫芦。遮帕麻剖开葫芦，跳出九个小娃娃，便是汉、

傣、白、纳西、哈尼、彝、景颇、德昂、阿昌九个民族，从此人类开始繁衍。

（三）补天治水

天虽然罩住了地，但却没有合拢，洪水从天而降。于是，地母遮米麻用

原先抽出的三根地筋来补天，缝好东、西、北三边天地后，地筋也用完了，

南边的天无线补，暴雨仍瓢泼不停。天公遮帕麻只好告别地母到南极去补天。

他带上神兵神将，用木板做框架，用石头垒成墙，筑起南天门。南极有一个

美丽贤惠的女人名叫桑姑尼，她为天兵天将做了放盐的菜，给将士们增加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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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后来补天成功了，遮帕麻也在拉涅旦与美丽贤惠的盐婆桑姑尼结为

夫妻。

（四）妖魔乱世

遮帕麻走后，有个魔王腊訇想霸占大地的中央，就造了一个火球冒充太

阳，钉在天幕上，永不降落。顿时整个世界没有了白天黑夜之分，人们无休

止地劳作；大地酷暑连绵，万物被烤焦，水牛的角被晒弯了，野猪的背也晒

黑了，鸭子把嗓子哭哑了，飞蝉把肠子气断了。地母遮米麻无法惩治妖魔腊

訇，她费尽心思派各种动物去南边给遮帕麻送信，盼望着遮帕麻早日补天归

来。最后水獭猫总算是把信送到了。遮帕麻知道腊訇造反的消息后，便赶了

回来，盐婆还让士兵带了许多盐巴。

（五）降妖除魔

遮帕麻回到故乡，听到腊訇令人发指的罪恶，异常愤怒。他挥舞着那威

力无比的赶山鞭向妖魔宣战，但转念一想，战争会伤及许多无辜，还会糟蹋

田园和庄稼。于是他解散了已经结集好的兵马，另设巧计。最初，他想在腊

訇饮水的河里或山上的野果山菜里施毒，以毒死这个妖魔，被地母遮米麻劝

住了，因为这样必定会牵连到无辜的生灵。随后便拿定主意，佯装与魔王交

友，再 “瞅准时机好下手”。

魔王腊訇果然中了圈套，提出条件：“要交朋友我为大，天地归我管，事

事要听我的话。”遮帕麻便趁机 “请君入瓮”，也和他讲起条件来： “我们来

比智斗法，你要赢了，就尊你为大；我要赢了，我就管天下。”腊訇没话可

说，二人相邀到山前 “比智斗法”。斗法开始，魔王见山坳里有棵叶茂花繁的

桃树，于是念了一串咒语，又掐动手指，桃花顿时叶蔫花枯。他狂笑说：“生

灵死活我掌握，谁的神通还能比我大？”遮帕麻则回敬他说： “谁有真本领，

要让枯枝再发芽。”魔王技穷，只得承认自己不会 “起死回生”之法。这时，

遮帕麻念起咒语，并口含清水喷在桃树上，桃树花枝当即又展蕊怒放了。天

公胜利了，但魔王并不甘心，又厚颜无耻地提出 “斗梦”：“好梦交好运，恶

梦不吉利。谁该坐天下，梦中看天意。”结果，遮帕麻连做好梦，一片光明；

魔王连做恶梦，一片黑暗。魔王喜欢吃鸡 （一种美味山菌），天公和地母便

设计用毒菌毒死了腊訇一家；用弓箭射下了假太阳。世界安宁了，万物又获

得了新生，百姓也重新过上了安居乐业的好日子。

四、《遮帕麻与遮米麻》的特点与价值

《遮帕麻与遮米麻》的故事，在阿昌族中世世代代流传，深深地在阿昌族

人民的心底扎了根。在遮帕麻与遮米麻的身上，不仅寄托了阿昌人民追求光

明，战胜邪恶的良好愿望，而且，这两个形象本身，便是阿昌族人民不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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挠的斗争精神和改天换地伟大力量的化身。这部史诗，在艺术构思、形象塑造、

比喻运用等方面都有着浓郁的诗意，有着明显的民族特点和独特的艺术特征。

（一）场合的肃穆性

在阿昌族群众看来，讲唱 “遮帕麻与遮米麻”是非常隆重而神圣的事情，

一般在氏族隆重祭祀、葬礼、起盖房屋、娶亲嫁女等重大时刻才进行。民俗

学者们在搜集讲述时，赵安贤也是用 “陶罐从山里取回泉水，净过手，换上

新衣，坐在神桌前，两头点上 ‘长明灯’，闭上眼睛，口中念念有词———说是

请示住在遥远地方的遮帕麻 （天公）和遮米麻 （地母），问他们是否同意让

他破例唱给信得过的外族远客 （这部史诗通常只是在丧葬时向族人演唱）。当

他慢慢地睁开眼睛后，对人们说：‘遮帕麻与遮米麻同意了’。这才用庄重而

又抑扬顿挫的活袍调唱出了 《创世纪》”。讲唱 “遮帕麻与遮米麻”，需要由

德高望重的 “活袍”来进行，在讲唱过程中， “活袍”身穿黑衣长袍，腰系

大红腰带，一手拿雄鸡尾羽毛，一手摇黑色大扇，以酒水、茶水祭祀祖先，

用公鸡冠子的血珠进行血祭，最后 “活袍”才会操着洪亮的嗓音唱起创世史

诗 《遮帕麻与遮米麻》，来歌颂始祖的丰功伟绩和英明恩德。

（二）功能的教化性

《遮帕麻与遮米麻》的讲唱目的与祖先崇拜的敬祖、颂祖、祭祖观念密切

相关。讲述祖先过去的事情，是对祖先英雄事迹的虔诚赞颂，讲唱的目的，

不是消遣和助兴，而是可以视为是一种培育儿孙的氏族课本和族规祖训，是

对族人进行爱国、爱族、爱家的教育，起到增强氏族凝聚力的作用。

（三）形式的多样性

《遮帕麻与遮米麻》体裁为叙事体史诗，讲唱的形式以说为主，说唱结

合，夹叙夹议，活泼生动，讲唱者 “活袍”在讲述中常伴有模拟动作表演，

讲唱后人们跟着 “活袍”围绕着窝罗神台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又唱又跳，

一片歌舞的海洋。

（四）艺术上的特点

艺术上讲究句式对称、音节押韵。阿昌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活袍”也没

有 “经书”，“活袍”诵的 “经”，不过是一些口头的 “念词”。他们 “诵经”

时讲究节奏，这便构成了句子结构整齐的特点。如曹家寨赵安贤唱本，五册

共一千零八十句，每一册诵词之句型，从头到尾都是相同的。第二册 “遮米

麻织地”用的是 “也嘿”调，翻译过来即： “遮帕麻已经降生，遮米嘛已经

光临。手掌里织就了大地，饮水思源、不要忘了他们。”这四个句子很典型，

它包括了 “也嘿”调式所可能出现的全部情况。第一、二、三、四句均由十

一个音节构成，念诵时，构成三个节拍群 （音组），各音组的音节有规律地按

４／４／３的形式分配。这样，“也嘿”在一个句子中出现两次，起间隔作用，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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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实在意义。每句结尾均以 “嘎”收煞，也没有实在意义。句子中有意义的

部分，是每个音组的第一、二个音节。如果从实词的角度来看它的结构，那

么，一个句子中只有六个音节具有词汇意义，它们均匀地分配在三个音组里，

成了２／２／２的形态。每一句诵词，均以 “嘎”煞尾，“嘎”有音无意，它标志

着一句话说完了，其作用大概相当于书面语中的一个标点符号。如果把每句

念词中的 “也嘿”和 “嘎”舍去，那么，一句句念词便构成了相对整齐的六

言诗句，与汉族五、七言诗近似，这一节诗的一、二、四句押韵。没有实在

意义的 “也嘿”在句子中有规律地反复出现，构成了鲜明的节奏。

阿昌族人民把这部史诗称之为本民族的 “历史歌”，它对了解阿昌族原始

社会的生产生活、社会发展以及原始观念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阿昌族

自身发展和民族文化的弘扬有着重要的作用。

一是强化民族的自我认同。中国社会传统向来具有极其浓厚的血缘观念

和乡土意识。在我国传统的社会中，土地维系人们的生计，人们世世代代定

居于一方乡土，生于斯，长于斯，劳作于斯，也死于斯，尽管任何人的第一

个祖先不会天生就在某一处地方，但人们依然十分看重早期定居，这一代代

地追溯 “祖籍”，实际上反映的是一个人生的 “归属感”问题。少数民族民

间口传文化是确认一个民族的文化特性即民族性的强有力的手段。对任何民

族来说，特别是对于阿昌族这样人数较少、生产力低下，甚至还较多地保留

着原始的或古老的文化传统的欠发达民族来说，《遮帕麻与遮米麻》的创世故

事实质上成了民族身份最有权威性的解释。

二是民族历史的生动记忆。高尔基说：“如果不知道人民的口头创作，那

就不可能知道劳动人民的真正历史。”由于文字与语言相比出现较晚，在文字

出现之前，各民族的早期历史总会生动形象地收录在祖先靠口头流传下来的

作品里。尽管这些记载可能会零碎、杂乱甚至扭曲，有些凭现在的经验很难

使之复原，但是，不少民族的历史却可以由祖先传下来的口头作品反映出来。

一些民族由于没有文字，或借助于汉文，或用本民族口头语言，靠着口耳相

传保存下了本民族的历史。所以，少数民族的民间口头文学历来为历史学家

所重视，如研究各民族原始社会史的学者，绝不会放弃各民族古代歌谣、神

话和原始性史诗资料。创世史诗 《遮帕麻与遮米麻》在千百年的口头流传中，

显然带着社会发展各个不同阶段的烙印，它们从不同的侧面反映着各民族的

原始生活，讲述着各民族的原始社会史、原始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讲述着

各氏族、部落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等。这种记忆可以对各民族历史起着形象的

补充说明作用，有时又作为文化史的一部分，被写进各民族的历史。

三是民族传统的教育功能。少数民族许多民间口传文化样式具有突出的

教育功能。传统的民间口传文化由于汇聚着各民族悠久社会生活中的伦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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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和信仰观念，具有关于社会关系和行为观念的规范性功能，所以，就此方

面而论，在各个民族长时期的无文字历史上，古老的民间口传文化向来便在

理论上传播着一套传统的、承上启下的行为模式。传统民间口传文化的这种

最根本的社会教育功能之所以能够起作用，首先就因为古老的口传文化作品

包含了各民族的先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成果和经验总结，具有关于宇

宙天地和世间万物的认识论功能。各民族的民间口传文化传统作为一个原始

的知识体系，主要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的。民间口传文化最根本的社会教

育功能的另一个主要方面，是它记述了各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发生发展情况和

各种民俗礼仪的由来，具有关于习俗事象和古史传说的历史观功能，这些民

俗使各种古老的社会传统在人们中间得以世代传承。各民族的价值观念和行

为准则的确立也很大程度上通过民间口传文化来完成，民间口传文化传播着

价值观念，并教育人们认同这些价值观念。创世史诗 《遮帕麻与遮米麻》就

是通过叙述的内容使人们识真假、分美丑、辨善恶，阐述着阿昌族人的传统

道德和做人的伦理规范。千百年来，阿昌族人从中看到了真善美与假恶丑，

培养了健康、正直的伦理观念，学会了生活常识与生产知识，学到了劳动者

的聪明和智慧，培养了民族心理素质，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四是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们往往从传统文化中了解人类在大自然中

的地位，了解族群内部社会结构、对族群成员行为规范的指导，以及如何确

立自己族群在各族群之间的地位。在 《遮帕麻与遮米麻》中提到了多种动物，

并赋予动物以各种个性特征，使它们和主人公处于平等的位置上，甚至人类

是在动物的帮助下才脱离险境，这既表明原始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敬畏，同时

也表现出人类与自然原始的和谐观。

五、《遮帕麻与遮米麻》的传承与保护

对民族文化遗产———阿昌族创世史诗 《遮帕麻与遮米麻》进行挖掘整理始

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当时的云南民族学院，现在的云南民族大学阿昌族民间文
学调查组成员兰克、杨智辉、杨叶生等人来到德宏，深入梁河、陇川等阿昌族

聚居地，搜集整理 《遮帕麻与遮米麻》，并于１９８３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近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文化保护工作，２００６年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０日，《遮帕麻与遮米麻》经国务院批准
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２００７年６月，经文化部确定，云南
省梁河县曹明宽成为该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并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２２６名代表性传承人名单。当地政府和文化管理部门也
积极采取措施对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如在当地举办培训班，

建造主题博物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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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袍”曹明宽

由于阿昌族创世史诗 《遮帕麻与遮米麻》属于口传文学，主要由巫师

“活袍”来吟诵。因此它的流传是靠阿昌族 “活袍”的诵经活动实现的。８０
年代初阿昌族中有十多位 “活袍”，其中的赵安贤、曹德春、梁本贤、杨正广

以及杨世品这五位 “活袍”都能用阿昌语完整唱诵史诗，其他的 “活袍”能

程度不一地念诵其中部分内容。如今，在梁河阿昌族地区还能用阿昌语完整

唱诵 《遮帕麻与遮米麻》，并较为熟练地掌握阿昌族宗教祭祀活动仪式的，只

有曹连文、曹明宽及梁其美三位 “活袍”，而他们三人的平均年龄已在６５岁
以上，传承前景令人担忧。

第二节　 《目瑙斋瓦》

一、背景介绍

景颇族是世居云南的中国少数民族之一，由唐代 “寻传”等部落的一部

分发展而来。近代文献多称其为 “山头”，又分别称为 “大山”“小山”“茶

山”“浪速”，自称 “景颇”“载瓦”“喇期”“浪峨”。古代景颇族先民劳动

生息在康藏高原南部，后来沿横断山脉南迁至澜沧江、金沙江一带，至明末

清初才移居到德宏地区，和德昂、傈僳、阿昌、汉等民族交错杂居于山区，

现主要聚居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各县的山区，少数居住在怒江傈

僳族自治州的片马、古浪、岗房以及耿马、澜沧等县。景颇族历史上的几次

大的迁徙深刻地影响着自身的民族文化。“目瑙”是景颇族在漫长的社会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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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颇舞歌

进程中形成的反映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宗教

等习俗的文化现象。竖立在目瑙广场上的 “示栋”

（标牌）分阴阳 （雌雄），当中所绘制的是反映景

颇族的迁徙路线和其他生产、生活的图案。景颇

族举行大的 “目瑙”庆典时都要先祭奠 “木代”

（太阳神），原因之一，是 “目瑙”舞来自太阳宫；

之二，传说景颇族的祖先曾娶太阳女为妻，景颇

人是太阳的子孙， “木代”与景颇族有渊源关系。

因此，景颇族贵族 （山官）家一般都祭奠 “木

代”。“董萨”（祭司）要进行 “目瑙斋瓦”，用特

定的形式和祭词叙述天地的形成，万物的诞生，

景颇人的渊源变迁史等，内容无所不包。这些活

动，千百年来起着记录历史，传承文化的作用。

目瑙示栋

景颇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景颇语支，景颇

族有景颇、载瓦、浪峨、勒期、波拉五个支系，

而每个支系都有自己独特的支系方言，虽然各具

特色，但语法结构以及词汇方面大体一致。１９世
纪末创制了以拉丁字母拼写的景颇文字。１９５７年
在其基础上作了改革，经过改进推广使用。景颇

族在使用本民族语言之外，同时也使用汉语文。

景颇族有丰富、优美的口头文学，有反映景颇族

起源、迁徙历史的叙事长诗；有反映景颇族与大

自然作斗争的故事；也有神话、寓言、谚语、谜

语等。历史传说、故事等多与音乐相结合，又说

又唱，词曲优美动听；情歌内容广泛，形式新颖

活泼，能表达细腻复杂的思想感情，具有丰富的

想象力和较高的意境，在景颇族的口头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景颇族人爱好

音乐和舞蹈，乐器有木鼓、牛角号、箫笛、三比 （管乐器）、象脚鼓、口弦、

锣、钹、小三弦。擅长集体舞，男女老幼都喜欢参加。舞蹈一般有欢庆性

的、祭祀性的和娱乐性的三种。在新屋落成、战争胜利后跳欢庆性舞蹈。在

祭 “木代”（最大的天鬼）或老人死亡后为死者送魂时跳祭祀性舞蹈；在生

产劳动之余和节日时跳娱乐性舞蹈。景颇族舞蹈突出的特点是具有群众性，

有的集体舞有上千人参加，其中有６０多岁的老人，也有１０岁以下的少年儿
童，跳起来通宵达旦，气势豪壮。“目瑙纵歌”是一种上千人一起跳的大型舞

蹈活动，伴以雄浑的木鼓声，气势磅礴，现已发展成景颇族一年一度的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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