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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国时期云南的奇禽异兽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滇国时期云南的奇禽异兽
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张增祺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独特的气候条件，云南自古以来就适宜于多种动物的

生长与繁衍。现以云南古文献记载及滇国时期出土文物上所见的奇禽异兽图像为

主，试对其种属、特征及其相关问题简述如下：

一、滇国奇禽异兽的种属与特征

（一）奇禽类动物。从战国晚期至秦汉时期有关滇国的文献记载和出土文

物看，当时常见的奇禽类动物主要有以下 10 余种：

1. 孔雀与鹦鹉。据《后汉书·西南夷传》载：滇池区域“河土平敞，多出孔雀、

鹦鹉，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文中所说的孔雀，即雉科鸟类中的绿孔雀，

我国只产于云南省西部及西南部，因绿孔雀的羽毛绚丽多姿，尤以雄性翠绿色尾

屏上有五色金钱状花纹者更为名贵的装饰品。鹦鹉俗称“鹦哥”，属鹦鹉科鸟类。

其羽毛色彩华丽，常见的有白、绯、黄、绿诸色。经驯养，能模仿人言，令人十

分喜爱。鹦鹉在我国南部及西南部近热带的地区多有分布，尤其云南及广西数量

更多，且以绯胸鹦鹉种类为主，也有少量白鹦鹉。

战国至西汉时期，云南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昆明羊甫头等滇国青铜器上，

均有大量孔雀和鹦鹉的雕铸及线刻图像。如生产工具中的铜锄、铜斧、铜铲及铜锥；

房屋模型中的楼梯和栏干上；各种兵器及仪仗器的銎侧与顶部；贮贝器的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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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铜杯、铜盆、铜壶等生活用具，以及铜扣饰等青铜器表面多有用孔雀或鹦鹉

图像作装饰。说明上述奇禽对滇国居民并不陌生。

南诏大理国时期，云南仍为我国孔雀、鹦鹉的主要产地，而且有的孔雀已成

为当时人家的驯养鸟类。比如《蛮书·名类》“茫蛮条”载：“茫蛮部落，并是

开南杂种也。……孔雀巢人家树上。”又《太平御览》卷 924“鹦鹉条”说：“新

安城（金沙江岸边）路多缦山，尽是松林，其上多鹦鹉飞鸣。”明清以来，云南

仍多产孔雀、鹦鹉。如檀萃《滇海虞衡志·志禽》说：“孔雀出滇，雀尾一屏，

值不高，人家多列之几。今以翎为冠饰……故孔雀贵为云南诸禽之首。”“鹦鹉

多于金沙江边，五色具备，亦有白鹦鹉，……养之，伺以香稻及松子，其与孔雀

皆文禽也。”所谓文禽者，及其羽毛有华丽的色泽及纹样而得名，如孔雀、雉鸡、

鸳鸯等。又《新纂云南通志·物产考》载：“鹦鹉属攀木类，体较雅，稍大，羽

毛苍翠，嘴大而短，色褐赤，二端勾曲，舌部肥厚，善学人语。足部两趾向前，

两趾向后，适于攀木，群栖森林，啄食果实。滇边常绿林中产之，而以宁洱及金

沙江边为最多。”

2. 犀鸟与白鹇。犀鸟在滇国青铜器图像中并不乏见。如有的贮贝器之圈足部

雕铸 4 只对称的犀鸟；也有的杖头铜饰作为展翅欲飞的犀鸟形。按：犀鸟属犀鸟

科奇禽鸟类，因其长喙似犀角而得名。其背部羽毛纯黑，并带有紫色金属光泽，

翼缘及其尾端多为白色。嘴呈象牙色，基部有高大的盔突。多栖息于干燥森林中

的巨木上，以果实、昆虫类为食，此种鸟类为我国珍贵动物之一，主要分布在云

南境内，广西西南部接近云南地段亦有分布，但数量较少。

白鹇又称“银雉”或“白雉”，属雉科鸟类。头部长冠及下体全部为蓝黑色，

并有光泽；上体及两翼为白色。长尾，尾中央为纯白色；头上裸露部分及双足为

红色。多分布在我国南方，尤其在西南地区的大山竹林间。虽为野生，但常被驯

养供观赏。南诏时期，云南即驯养其鸟。如《太平御览》卷 924 引韦齐休《云南

行记》云：“齐休使至云南，其国馈白鹇，皆生致之。”又《滇海虞衡志·志禽兽》

“箐鸡条”载：“箐鸡生长于箐，滇南多箐，故箐鸡为多，即白雉、白鹇之类也。”

《新纂云南通志》所说稍异：“白鹇与白雉相似实不，状类家鸡，可供驯养。初

时尾秃首小，毛色微黄，及长，长颈修翎，鸟喙丹趾，首翘朱冠，目荧金弹，遍

身白质黑章，雏纹蹴踖。”此类“长颈修翎”“首翘朱冠”的长尾禽类，在滇国

时期的青铜器图像并不罕见，有的称为“凤鸟”，也有说是“箐鸡”或“长尾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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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江川李家山墓葬中出土一种长方形铜扣饰，其边沿饰有浮雕的“长尾鸡”一圈，

首尾相连，共 10 只。另外晋宁石寨山墓地出土的铜鼓型贮贝器及铜壶等青铜器

上也有类似的“长尾鸡”线刻图像，与李家山墓地所出者，无疑属于同一种鸟类。

3. 雉鸡与长鸣鸡。滇国青铜器上屡用雉鸡作为装饰图像，比如铜斧、铜钺、

铜喙銎侧之圆雕雉钮，多为系挂缨饰所用。按：雉鸡又称箐鸡、野鸡，属雉鸡鸟

类。雄性有细长尾，羽翎华丽，颈下有一显著的白色环纹，足后有距。雌性短尾，

全身砂褐色，足后无距。雉鸡多喜居蔓生草丛的丘陵地带，以谷类、浆果、昆虫

等为食。善走，但不能久飞、高飞。南诏大理国以来，雉鸡在云南各地多有分布。

如《蛮书·云南管内物产》载：“西洱河及昆州之南接滇池，冬月多鲫鱼，雁、鸭、

丰雉遍于野中水际。”此丰雉即雉鸡中较大的一种。南诏时雉尾还可以做成武士

头盔上的装饰品，如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载：“扑子蛮……骑马不用鞍，

跣足衣短甲，膝颈皆露，善用枪弩，首插雉尾，突走如飞。”《滇海虞衡志·志禽》

亦载：“武定之民善射雉，以媒（即雉媒，亦称‘诱子’）诱野雉而射之”。

长鸣鸡，仅云南南部有分布。鸡身凫足，体小于家鸡，鸣声无昼夜。亦称“摆

夷鸡”“叫鸡”“矮脚鸡”。南诏大理国时期，多作为商品外销，备受我国内地

欢迎。而且价值不菲，每只售价白银一两。如周去非《岭外代答》云：“蛮马之来，

他货亦至。蛮之所赍，麝香、胡羊、长鸣鸡、披毡、云南刀及诸药物。”范成大《桂

海虞衡志·志禽》亦载：“长鸣鸡，自南诏诸蛮来，形矮而大，鸣声圆长，一鸣半刻，

终日啼号不绝。蛮甚贵之，一鸡值银一两。”又《新纂云南通志·物产考》说：“摆

夷（傣族先民）鸡，小于家鸡，足短鸣长，应时无差，距长寸许……缅宁亦名矮

足鸡，镇沅并名小鸡，以其长鸣，故又云长鸣鸡。”

4. 鸬鹚与猎鹰。滇国墓地出土铜鼓的船纹下，多有鸬鹚潜水逐鱼和嘴中衔鱼

图像；也有的兵器銎侧雕铸鸬鹚衔鱼作装饰。按：鸬鹚亦称水老鸦或鱼鹰，属鸬

鹚科鸟类。体羽主要为黑色而带有紫色金属光泽。多分布于洱海和滇池等湖滨地

带，栖息在江河、湖沼沿岸。善潜水捕食鱼类，如驯养可使捕鱼。

南诏大理国时期，鸬鹚亦名“水扎鸟”。如《蛮书·云南管内物产》云：“西

洱河及昆州南接滇池，冬月多鲫鱼、雁、鸭子、水扎鸟，遍于野中水际。”此水

扎鸟亦善潜水捕鱼，或即黑色、长喙的捕鱼鸬鹚。又《滇海虞衡志·志禽》载：“滇

南多山河，人畜鸬鹚以捕鱼，虽不致‘家家养乌龟’（按：《夔川图经》云：‘峡

中人以鸬鹚捕鱼，谓之乌龟’），亦到处有之。养鹰以捕雉、兔，养鸬鹚以捕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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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禽之听命于人而效所用者也。一名水老鸦，能合众以捕大鱼，或啄眼，或啄其

翅，或啄其尾鳍。”《新纂云南通志·物产考》亦载：“鸬鹚属游禽类，似鸦而黑，

喉头裸出，喙长微曲，滇中水鸟。渔户畜之，用以捕鱼，俗名水老鸦。”

滇国青铜器上还有以猎鹰为其装饰的图像。如有的杖头铜饰雕铸一只展翅欲

飞的雄鹰，似已发现猎物，准备出击；有的贮贝器盖上的狩猎场面上空，有盘旋

飞翔的猎鹰。按：鹰为鹰科鸟类的通称，如苍鹰及雀鹰等。其喙弯曲而锐利，翼

极强健，羽色苍黄，四趾呈钩状，性猛烈，肉食，多昼间活动，栖山林中。历代

云南少数民族多善驯养猎鹰，每行猎，臂之入山，使捕雉、兔之类的小动物。如

南诏大理国时期的石刻或绘画艺术品中，均有武士或狩猎者肩上立一鹰的图像。

此鹰无疑是被驯养的猎鹰，或用于狩猎，或作为军事上的某种用途。元明以来，

云南少数民族狩猎时仍多使用猎鹰。如《滇海虞衡志·志禽》载：“滇人喜赶山（云

南土著民族称围猎为‘赶山’），多蓄鹰，臂之者盈市，此皆效用于人质良禽也。”

《新纂云南通志》亦说：“鹰属猛禽类，嘴及脚与雕相似而较为小，习性亦相

类……猎者驯致饲养，行猎助臂之入山，使捕诸禽。”

5. 大雕与其他奇禽。据《蛮书·云南管内物产》载，南诏时期，“大雞，永昌、

云南（今祥云县）出，重十余斤。嘴距劲利，能取鹓、鳄、鸢、鹊、凫、鸽、鸲

鹆之类。”上述文字似有脱误或错讹。其一，“大雞”或作“大雕”，因其形近

而致误。因为鸡再大也不至于大至十余斤，即使是云南著名的“武定鸡”也不例外；

鸡虽善走，但并不善飞，尤其不宜快飞、高飞，何以能取得鸽、鹊及鸲鹆之类轻

捷、灵敏和善飞的鸟类呢；鸡的喙与距并不劲利，又如何捕得鹓、鹗一类的猛禽

呢；鸡不会游水，也不会迅飞，岂能获取凫、鸢等既善游弋，又能迅飞的鸟类呢。

其二，“鳄”或作“鹗”，音同致误。前者属于爬行纲鳄形凶猛动物，后者为鸟

纲鹗科鸟类，纲目科别不同，是两码事。按：大雕又称鹫，属鹰科鸟类，为大型

猛禽。雌雄同色，羽毛所被全身直至足距间。李时珍《本草纲目》载：“雕即鹫也。

羌雕出西南夷，黄头赤目，五色皆备。雕类能博鸿、鹄、獐、鹿、犬、豕。”《滇

海虞衡志》亦说：“雕居大泽，飞则盘空如大车盖，滇人取其翎以饰箭……滇雕

之状，殆及羌雕也。”又《新纂云南通志》云：“雕属猛禽类，体型巨大，而翼

广尺许、嘴强大，上端钩曲，趾强健，有钩爪，力强视敏，眼眶凹陷。雌雄双栖，

而雌大于雄。栖高山大泽间及山中乔木上。”

滇国青铜器上秃鹫的图像颇多。如晋宁石寨山出土一件秃顶、巨目、长喙、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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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爪的铜铸大鸟，嘴中衔一大鱼，两前爪紧踏鱼背，作蹲卧状；江川李家山也有

一件秃顶、巨目、长颈、尖喙的铜铸大鸟，嘴中衔一条蛇，作展翅欲飞状。以上

大鸟过去我们均以秃鹰或秃鹫称，不知是否为“雕属猛禽类”。

（二）异兽类动物。从古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图像看，云南古代常见的异兽

类动物主要有以下十余种：

1. 象。象为陆地上最大的哺乳类动物，体高约 3 米余，皮厚少毛，腿粗如柱，

圆通状长鼻，雄象上门齿大而长，俗称象牙，为珍贵的手工艺品原料，亦可入药。

目前世界上的象分非洲象和亚洲象两种：亚洲象又称印度象，多分布在印度、巴

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缅甸、泰国等地，我国仅在云南南部热带密林中有分布。

亚洲象易驯养，既可供役用，亦可供观赏。我国内地常见的象，大多是通过云南

传入的。

战国至西汉时期，有关云南的文献记载及出土文物图像中，均未见有关象的

资料，东汉至魏晋时期，云南的文献记载，诸如《后汉书·西南夷传》及《华阳

国志·南中志》都提到：“永昌郡，古哀牢国，有犀、象”；当时云南的文物上

也偶有象的图像出现。如云南出土的“开化铜鼓”上，就有用象纹作装饰图案，

但数量仍较罕见。究其原因，很可能因当时云南大象出没和生活的区域，主要是

在与印度、缅甸等毗邻的边远地区，当地少数民族素少与云南内地往来，以致人

们并不知道云南边疆地区也有大象分布以及如何驯养等情况，因此文献记载和艺

术作品中很少有象的描述。南诏时期，尤其是阁罗凤统治时期“西开寻传、安西，

南通银生、开南”，南诏政权已直接伸入到上述地区，有关当地大象的分布及其

生活状况才为更多的人所知，于是当时的文献记载和石刻、绘画中就有不少以象

为题材的作品问世。如《蛮书·云南管内物产》云：“象，开南以南多有之。或

捉得人家多养之，以代耕田也。”同书《名类》亦载：“茫蛮部落，并是开南杂

种也……孔雀巢人家树上，象大如水牛。土俗养象以耕田，仍烧其粪。”南诏时

不仅云南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有养象者，连都城阳苴咩城平时也养着不少象。就

像“大厘、饨川各有槽枥，喂马数百匹”，“龙尾城东北息龙山，南诏养鹿处”

一样，说明当时云南象的驯养已较普遍。据《蛮书》卷 10 载。贞元十年（794），

唐朝册封使团至南诏，“异牟寻出阳苴咩城五里迎，先饰大象一十二头引前，以

次马步军，以次伎乐队……”南诏后期，云南的许多石刻、绘画中亦多见有象的

图像。如剑川《石宝山石窟》及《南诏图传》绘画等皆其例。大理国时期，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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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以大象为贡品进献宋王朝；也有用象皮制作的盔甲及刀鞘等商品与我国内地

做生意。如《宋史·食货志》载：“绍兴六年（1136），大理国献象及马五百匹。”

又《桂海虞衡志》云：“蛮甲，惟大理国最工，甲胄皆用象皮，胸背各一大片，

如龟壳，坚厚与铁等。”“云南刀，即大理所作，铁青黑，沉沉不锈，南人贵之。

以象皮为鞘，朱之，上亦画犀皮纹。一鞘两室，各函一刀。”《岭外代答》亦说：

“诸蛮甲胄，皆以皮为之。……大理国之制，前后掩心，以大片象皮如龟壳。其

披膊以中片皮相次为之。其护项以全片皮圈成之。其他则小片，如中国之马甲。”

元明以来，云南地方文献上有关大象的记载更多，也更详细。如《滇海虞衡志》说：

“象出云南诸土司……夫教象以战为象阵，驱象以耕为象耕。南中用象殆兼牛、

马之力。”《新纂云南通志》亦说：“象属长鼻类，陆栖哺乳之最大者，滇沿边

热地如腾冲、思茅、车里（景洪）、镇沅等处产之。”

2. 虎。虎属猫科哺乳动物，亦名“大虫”，云南少数民族语言多称为“波罗”。

虎头大而圆，体长 1.6~2 米，尾长达 1 米左右。毛呈淡黄色或褐色，间有黑横纹，

唇、额、腹部及四肢内侧皆为白色。性夜行，会游水，捕食动物及野猪、鹿、獐

及羚羊等为主。我国常见的虎有东北虎和华南虎两种，东北虎多分布于长白山及

小兴安岭等地；华南虎则主要在长江流域以南。云南各地所见之虎则为华南虎。

滇国时期的青铜器图像，以虎纹作装饰者屡见不鲜。如铜扣饰上有“七人猎

虎”“八人缚虎”“虎熊搏斗”“虎牛（野牛）搏斗”“三虎噬牛”“二虎噬猪（野

猪）”等浮雕图像；铜枕上有“虎噬牛”、铜矛銎部有“五人缚虎”、铜臂甲上

有“虎噬猪”浮雕及线刻图像；另有贮贝器两侧对称的虎耳圆雕饰品。可见当时

云南虎的数量较多，人们对其形象及习性并不陌生，因此工匠们刻画起来自然是

得心应手，形神皆备。

南诏大理国时期，云南文献上有关虎的记载较多，尤其虎皮的用途亦更加

广泛。如《蛮书·云南管内物产》载：“大虫（皮），南诏所披皮，赤黑文深，

炳然可爱。云大虫在高山穷谷者则佳，如在平川，文浅不任用。”又《蛮书·蛮

夷风俗》云：“（南诏）贵绯紫两色，得紫后有大功则得锦。又有超等殊功者，

则得全披波罗皮；其次功则胸前背后得披，而缺其袖；又以次功，则胸前得披，

并缺其背。谓之大虫皮，亦曰波罗皮。”《新唐书·南蛮传》亦说：“自曹长已

降系金佉苴（金带），尚绛紫。有功加锦，又有功加全波罗，全波罗，虎皮也。

功小者衿背不袖，次止于衿。”以上披虎皮者，《南诏图传》和《张胜温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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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均有表现，《南诏德化碑》碑阴职官提名中亦有赏披大虫者，如“仓曹长小银

告身赏二色绫袍金带兼大虫衣□□□”。南诏之披大虫皮，很可能受吐蕃制度影

响。元明以来云南地方文献对虎的描述更为具体、确切。如《新纂云南通志》说：

“滇中不产狮而产虎，体躯亦较狮稍长，牡者约六尺，尾长三尺以上，合尾计之，

长达丈余。牝则较牡为小。赋性孤独，常徘徊林莽间，袭食水牛、野猪。”

3. 豹。豹属猫科哺乳类动物，体较虎小，多有黑色斑纹，喜栖平地多树地方，

善奔跑。云南常见的豹有金钱豹、云豹及雪豹等。

滇国时期云南青铜器上多豹纹装饰图案。如兵器铜戈銎部有豹衔鼠及铜矛銎

侧有豹钮圆雕图像；铜扣饰上有“狼豹争鹿”及“七人猎豹”等浮雕装饰图案；

刻纹铜甲与铜片表面均有豹纹与豹头纹等线刻图像。其数量之多，仅次于虎纹作

饰。南诏大理国时期，云南地方文献和石刻、绘画作品中很少以豹为题材。尤其

不以虎豹等凶猛动物相提并论，而是将豹与猪羊、猫狗、驴骡、鹅鸭等家养动物

为伍，未知何故。如《蛮书·云南管内物产》载：“猪、羊、猫、犬、骡、驴、豹、

兔、鹅、鸭，诸山及人家悉有之，但食之于中土稍异。蛮不待烹熟，皆半生而吃之。”

估计当时无论云南盛产的金钱豹、云豹或雪豹，对于当地少数民族来说，除看重

其皮毛与牛羊、猫狗一样能做衣帽外，骨肉只能充作食物，与一般家畜、家禽无

异。元明以来，云南盛产各种豹类又见于文献记载，而且多恢复了它在动物界“奇

禽异兽”的重要地位。如《新纂云南通志·物产考》载：“豹亦食肉类，产豹区域，

我省百数十县中，至少百县以上。……肩高二尺五寸许，全长七尺。其毛皮有灿

烂之斑点，普遍带紫黄色，文采蔚然，状若金钱，故有金钱豹之称。另有云豹一

种，亦滇产。体型与普通豹同大，尾部较巨，毛色淡灰，密被近黑色之斑纹。豹

虽栖息滇中山林，有低地、高地之不同，但行无常路。所嗜动物如猪、羊及其他

小哺乳类，而以犬为其特嗜之物。皮值与虎相埒，同为本省之贵重山货。”其实，

云南盛产的豹类，除皮毛有“状若金钱”的金钱豹，以及“近黑色斑纹”的云豹

外，滇西北中甸、德钦一带还产一种更为名贵的雪豹。按：雪豹亦称“艾叶豹”，

体型较一般豹小，体长仅 1.3 米，尾长 0.9 米，毛较金钱豹和云豹更长，灰褐色，

躯干和尾部均有连续的环状纹。多栖息于海拔 3000 米至 6000 米的高山峻岭中，

雌雄同栖，夜出活动，捕食野羊、鹿、麝、雪兔及鸟类等。

4. 貊。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永昌郡，孝明帝永平十二年（69），

哀牢抑狼遣子奉献，明帝乃置郡，以蜀郡郑纯为太守。属县八，户六万，去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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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千九百里，宁州极西南也。……土地沃腴，有黄金、光珠、虎魄、翡翠、孔雀、犀、象、

蚕桑、棉绢、采帛、文绣。又有貊兽食铁……”按：貊兽即大熊猫，如《山海经·中

山经》郭注云：“邛崃山出貊，貊似熊而黑白驳（相杂），亦食铜铁。”又《后汉书·西

南夷传》李《注》引魏宏《南中八郡志》说：“貊大如驴，状颇似熊，多力食铁，

而触无不拉。”此南中八郡即东郡时南中地区的皺皹、兴古、晋宁、建宁、朱提、

越嶲、云南、永昌等八郡。说明古代能食铜铁的貊兽分布区域不仅蜀中的邛崃山，

亦有南中的永昌郡。据说大熊猫确有食铁的本领，如 1981 年 3 月 26 日，《南方

日报》有文云：“四川卧龙岗自然保护区有一只新入场的大熊猫，一天进食时竟

将铁质的食盆咬成碎片一起吃掉，后来在粪便中排出，肠胃并无损伤。”可见古

文献上所说的貊兽（大熊猫）能食铜铁亦并非虚构。

5.犀。犀即犀牛，犀科哺乳动物。其体形粗大，吻上有一或二角，前肢三或四趾，

后肢三趾，毛极稀少，皮坚厚而有韧性，多皱襞，色微黑。以植物为食。犀肉可食，

皮可制甲胄，角为珍贵药材。

战国末至西汉时期，滇国青铜器装饰图像中，尽管各种常见的动物多达数

十种，但极少有犀牛。东汉至魏晋以来，云南的古文献上才有犀、象的记载。如

《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永昌郡……土地沃腴，有黄金、光珠、虎魄、翡翠、

孔雀、犀、象……”《后汉书·西南夷传》亦说：“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遣

子率种人内属，其称邑……出铜、铁、铅、锡、金、银、光珠、虎魄、琉璃、轲虫、

蚌珠、孔雀、翡翠、犀、象、猩猩、貊兽。”究其原因，很可能因犀牛多分布于

云南与印度、缅甸等国接壤的边远地区，内地文人尚不熟悉此类动物的形象特征

和生活习性，故少有记述。南诏大理国时期，有关犀牛记述的古文献逐渐多起来。

如《蛮书·云南管内物产》载：“犀出越赕、丽水。其人以陷阱取之……寻传川

界殻弄川界亦出犀皮，蛮排甲并马统备（被），马骑甲仗，多用犀皮，亦杂用牛皮。

负排罗苴子已下，未得系金佉苴（腰带）者，悉用犀革佉苴，皆朱漆之。”又《宋

史·大理国传》：“熙宁九年（1076），遣使贡金装碧轩山、毡、罽、刀、剑、

犀皮甲、鞍辔。”明清时期，有关滇产犀牛的文献记述更多。如李时珍《本草纲目》

载：“滇产水犀，出入水中，最为难得。并有二角，鼻角长而额角短，皮有珠甲。”

又《新纂云南通志·物产考》：“犀属有蹄类，比牛肥大，皮肤有厚皱襞，质坚，

不能贯入枪弹。古以其皮为甲，称犀甲。头部有角，乃皮肤分泌物之凝结而成者，

位置一在鼻部，一在额部。体色稍黑，微带淡紫。栖息河泽畔低湿之地，徘徊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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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薮丛，或泳水中，或转泥地，水犀之得名以此。”云南犀牛多水犀，亦即印度犀，

为犀牛中最名贵的一种。

6. 麝。麝即麝香，亦称獐，鹿科哺乳动物。体长 0.8~0.9 米，前肢短，后肢长，

蹄小耳大，雌雄皆无角。体毛呈棕色，背部色较深，有的作褐色，带有不甚明显

的土黄色条纹和斑纹。性夜行，不喜群居。以青草、苔藓、野草为食。其香腺能

分泌名贵的麝香，可作药物和香料用。肉可食，皮可制革。

云南古代盛产麝香，尤其南诏大理国时期为最。有的作为商品销往外地，有

的作为交易媒介（货币）在境内作流通。如《蛮书·云南管内物产》载：“麝香

出永昌及南诏诸山，土人皆以交易货币。”又《蛮书·云南城镇》云：“银生城……

又南在婆罗门、波斯、阇婆、勃泥、崑仑数种外道，交易之处，多诸珍宝，以

黄金、麝香为贵货。”李石《续博物志》亦载：“天宝中，渔人献水麝，诏养之，

滴水染衣，衣敝而香不散。”大理国时期，云南麝香不仅质量上乘，数量亦多，

而且成为与我国内地交易的主要商品。如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兽》说：“自

邑州溪洞来者名土麝，气燥烈，不及西蕃。”所谓西蕃者，即指云南的大理国。

又如周去非《岭外代答》说：“蛮之所贵，麝香、胡羊、长鸣鸡、披毡、云南刀

及诸药物。”此“蛮”也是说的大理国与我国内地交易者。自南诏大理国以来，

我国上好的麝香又称“西蕃麝香”，直至清代晚期，这一品牌的名气仍未被人们

遗忘。如《新纂云南通志·物产考》说：“麝与獐相类，亦无角。牲之下腹，具

有一囊，分泌腺质，能放芳香。制取入药，即有名之麝香也。……滇中真品，称

为西蕃香，入药有力，故至今仍珍视之。”

7. 野牛。野牛属牛科哺乳类动物，体长 2 米余，肩高 2 米。大头、阔耳，背

脊发达，四肢粗短，长尾，尾端有长毛一束。体毛较短，全身棕色深暗，鼻、唇

为灰白色，四肢内侧全棕色，下端为白色。多群栖于阔叶林或竹阔混合林。我国

野牛仅产于云南西双版纳及高黎贡山地区。肉可食，皮可制革，为我国稀有的珍

奇动物。

野牛之高大身躯及凶悍之习性，很早即为云南古代民族所认识。滇国时期的

青铜器图像上，就有老虎与野牛搏斗的动人场面。如石寨山墓地出土一件铜扣饰，

其表面为一虎与一巨型牛搏斗，虎被牛撞倒在地，两前蹄踩踏虎腹，虎腰部被牛

角穿透，肠冒体外；虎口翻咬牛之前腿，前爪紧抓牛腹。此牛头大、肩阔，肌肉

发达，尾部卷曲，尾端有长毛一束，两巨角异常锋利，鼓目，张嘴作怒吼状。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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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青铜器上虎牛搏斗和虎噬牛图像颇多，一虎与一牛搏斗中，牛明显处于强势者

唯此一例，说明巨型牛显然是一头野牛。南诏时期，云南已有野牛的文献记载。

如《蛮书·云南管内物产》载：“通海已南多野水牛，或一千二千为群。”文中

“一千二千为群”当系“一十二十为群”，因“千”与“十”形近致误。明清以来，

有关滇产野牛的记述更多，且更详细。如《滇海虞衡志·志兽》载：“野牛、犀

牛、兕牛，皆牛也，滇多有之。野牛能斗虎。”《新纂云南通志·物产考》亦说：

“滇产犀类，据旧分为水犀、兕犀及犀三种……兕犀，泸西亦产，或即野牛，山

犀名虽为犀，但旧传居山林，亦有二角，并无珠皮，是仍属野牛一类，非真犀也。

马关产野牛，似牛，角直生，只蹄趾三岔，其大如象，当系野牛之指为山犀或者

兕犀者。”

8. 金丝猴。金丝猴又称“仰鼻猴”，疣猴科哺乳类动物。体长约 0.7 米，尾

与体长相等或稍长。背部有发光的长毛，颜面为青色，头顶、颈项及肩、臂部均

为黑色，头颈侧及腹部和四肢内侧为黄褐色，金丝猴之名称即由此而来。多群栖

于海拔 2500~3000 米的高山密林中，以野果、嫩芽、竹笋等为食。主要分布于四

川西部及云南西北部，为我国特有的珍贵动物。据《桂海虞衡志·志兽》载：“猿

与猴为一类，有三种：金丝者黄，玉面者黑，纯黑者面亦黑。独金丝、玉面难得。”

滇国青铜器装饰图像中，有一种猴通身鎏金成金黄色，未知即滇金丝猴否？据近

代动物学家实地考察，滇产金丝猴主要分布在今滇西北地区中甸、德钦、福贡等

高山森林地带，其种群逐年增加，目前大致有两千余只。

9.长臂猿。属长臂猿科哺乳动物，前臂较长，站立时可达地面。体长1米左右，

重一般不超过 10 公斤。多栖居于亚洲热带森林，善于在树上活动，亦可在地面

双足行走。喜群居，以果实、嫩芽、昆虫和鸟卵为食。长臂猿分为两种：一种称

白眉长臂猿，雄性体毛赤色或赤褐色，有白眉纹，雌性淡黄色，仅见于我国云南

及缅甸、印度等地；另一种称黑长臂猿，雄性全身黑色，无白眉纹，雌性淡黄色

或淡灰色，多分布于云南、海南岛及越南、老挝等地。

滇国时期，云南青铜器上就有长臂猿图像。如晋宁石寨山墓地出土一件青铜

贮贝器，器盖上铸有虎牛搏斗图像。在其搏斗场所中有一大树，树上有两只似长

臂猿的小猴跳跃行动，其中一只双臂抱树枝作惊恐状，另一只在树枝上双臂抱膝，

蹲踞观望，其两臂过膝近于足部。另有石寨山墓地出土一种“猴柄青铜剑”，剑

柄部铸一圆雕小猴，作蹲踞状，两前臂下垂过膝与两后足齐平，显然也是一种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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