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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曲折发展的云南瑶族社会
赵廷光①

以盘艳阳同志为主任的编委会，组织了一支瑶族专家、学者队伍，经过３
年辛勤劳动，成功地撰写出了《当代云南瑶族简史》一书。这本书的出版很
有历史意义，不仅为中国《瑶族通史》一书充实了云南瑶族文化的内涵，而
且为中华文化宝库填补了云南瑶族文化的空白，真可谓“功在当代，利在千
秋”。

《当代云南瑶族简史》一书，如实地告诉当代人和代际人乃至后代的人
们：瑶族是我们这个伟大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成员之一，历史悠久，
中华民族的历史有多长，瑶族的历史也有多长，在创造丰富而又蕴藏深邃的
中华文化进程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瑶族支系繁多，语言各异，但史源同根，均为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瑶语支。
经专家、学者的长期研究考证，认为瑶族始祖是盘瓠，早期生活于五帝时代
的帝喾高辛氏时期，与帝喾高辛氏有着密切的联系，至今大约已有五千多年
的历史。在帝喾高辛氏所率领的部落联盟中，有一支以犬为图腾的氏族部落，
其首领就是盘瓠。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云：“诸瑶率盘姓……岁七月十
四拜年，以盘古为始祖，盘瓠为大宗。”盘古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作为中
华民族重要组成部分的瑶族，崇拜盘古是理所当然的。然而，瑶族的直接始
祖是盘瓠，正如清绪匡鼎在《瑶僮传》中说的：瑶族“皆盘瓠之后也”。瑶
族与“三苗”同根，源于“九黎”，而苗瑶先民“九黎”与帝喾高辛氏同为
东夷集团，关系密切。随着历史的变迁，“三苗”开始分化，魏晋南北朝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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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武陵蛮中的一部分人被称为“莫瑶蛮”。从此，瑶族从“三苗”中分化
出来，成为单一的民族共同体。瑶、苗、畲这三个民族同源，都是从“三苗”
中分化出来的。

瑶族自从“三苗”分化出来形成单一民族共同体之后，就云南瑶族而言，
其社会发展步伐表现出曲曲折折的历程。这个曲折性明显地可分为四个大阶
段：由原始社会向封建社会跨越；由封建社会向原始社会大倒退；由原始社
会向多元性社会演变；由多元性社会同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一　 由原始社会直接向封建社会跨越
瑶族社会经过漫长进程之后，到了隋唐时期，“莫徭”社会已经进入原始

社会末期的发展阶段，开始较多地使用铁器工具，生产力有很大发展，社会
内部出现了贫富悬殊和阶级分化，按常理应由此循序渐进地步入奴隶社会的
发展阶段。然而，由于到了宋初瑶族被宋太祖所征服，并在瑶族地区推行羁
縻制度，在封建王朝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渗透的影响下，客观上促进了
瑶族社会跨越奴隶社会的发展阶段，直接进入封建社会。

在瑶族社会中，至今还流传着一本名为《评皇卷牒》的手抄本，该书出
于宋朝时期。《评皇卷牒》是南宋王朝“租佃契约”的一种变异形式。南宋
王朝给瑶族发放《评皇卷牒》的目的是招抚瑶民，是“以瑶治瑶”羁縻政策
的组成部分，许多专用词是南宋时期的产物。在《评皇卷牒》中，南宋封建
王朝给瑶族不少“准令施行”特权，这是封建统治阶级统治瑶民的一种手段，
也是瑶族生存发展应得的权利，是经过长期斗争得来的。

二　 由封建社会向原始社会倒退
元明清时期，瑶族为了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

不断进行斗争，遭到残酷镇压，被迫迁徙，逃入深山老林，“入山唯恐不深，
入林唯恐不密”，在深山密林中过着“以猿猴为伴，百鸟为邻”的原始式游耕
生活。瑶族社会由封建社会倒退到原始社会。

明末清初，部分瑶族又从江西鄱阳湖一带向云南、贵州迁徙。２０多年前，

２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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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搜集到两本瑶族的手抄本，一本叫做《寻亲歌信》，一本叫做《琼州
篆》。经研究认为，《寻亲歌信》是在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条件下产生的，
是瑶族人民弃田逃难保生存的历史见证，是瑶族人民和其他民族人民联合反
抗封建斗争的一部史诗。 《琼州篆》一书是瑶族“漂洋过海”的历史实录。
《寻亲歌信》记载，瑶族的祖先居住在江西鄱阳湖一带（与洞庭湖相邻），自
垦良田，维持生活，曾有一段时间较为稳定。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发生了
变化，土地被封建王朝和地主掠夺霸占了，导致瑶族“人多山少无地开，老
人逝世无地埋”。在封建社会里，“做官之人不当差，坐等钱财滚滚来”，“民
间有难无人管，山子无官当苦差”。瑶族人自垦的良田被霸占或被迫出卖了，
种些杂粮还要缴税，卖了田地又卖儿女，人间大地浮现沉沉阴霾，人民苦不
堪言。除了人祸之外，还有天灾，“稻飞虱虫张呀开，蚜虫蜻岭禾苗害”；“山
猪鼠雀吃又踩，飞蛾飞蝗四边来，害兽害虫禾苗害，遮天蔽日沉阴霾”。兽虫
灾害还没有过去，又是“连年干旱泪涟涟”，“三月撒秧望春雨”，谁知五六
月份还没有水耙田，秋苗枯死了，十二月天没饭吃，只好“采来蘑菇度日
年”。干旱最严重的是丑年，“瘟饥死尸满山间”。旱灾刚过，洪水又来，“连
年大雨发洪水，风吹雨打水淹田，雾气沉沉无日现，饥寒交迫难安眠。”在天
灾人祸的严重威胁下，人们深感到生存无望，于是“想来想去无奈何，乡亲
共同来商约”，被迫“携儿带女渡江河，逃难他乡谋生活。”就这样，这部分
瑶族于道光壬辰年逃离江西，从江西鄱阳湖畔出发先是到了一个叫“真龙”
的山里住下，而后到“百花山”宿营，住一段时间后又进入广东湖州地区，
再漂洋渡过琼州海峡，逃到海南岛住下。他们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希望能
够找到一个安定的地方住下来。进入海南岛住不了几年，又分开了，少部分
留下来，大部分漂洋过海进入广西。瑶族《琼州篆》一书较详细地记载了这
段悲痛的历史。书中说：他们是在“仔细思量难度世”的情况下，才想迁到
广西的，但不知迁往广西的道路怎么走。正在发愁之时，有人找来水师，于
是将“妻儿男女上船坐，调转船头过海心；三年不见山和岭，只见日头出海
心；大家行船到布政，望见广西山岭头。”终于到达了广西境内。这是这部分
瑶族人“漂洋过海”的真实记录。进入广西的这部分瑶族，先后住过廉州、
灵山、贵县的上林、西龙、西林，最后一部分进入云南。进入云南的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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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族，有的住在开化府（今文山县），有的住在广南府，有的流动到红河、西
双版纳和思茅等地，还有一部分迁往越南居住。

《寻亲歌信》和《琼州篆》两书记录了云南瑶族由于年荒世乱，被迫
“弃田逃难”、“漂洋过海”的史实。使我们清楚地了解到，云南瑶族于清道
光壬辰年间逃离江西，翻山越岭，不知经历了多少年、多少代的游耕生活，
社会倒退了。他们“过山吃山，砍木头吃木尾”，过着原始式的生活，处于生
死存亡的危险关头。

三　 由原始社会形态向多元社会形态演变
迁进云南的瑶族，几乎一无所有，人们靠着随身带来的“一把开山斧”，

租山开发，重新创业。经过长期的艰苦创业，逐步打下发展基础。随着生产
力水平的有所进步，瑶族对自然资源的控制力不断增强，管理水平不断提高，
经济不断发展，原始积累不断增强。于是人们开始购置田产，扩大耕地面积，
为生存和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逐渐改变，生产条
件大为改善。自由买卖土地的出现和发展，使土地逐渐地集中于少数人的手
中，雇工、高利贷、出租土地等剥削形式，在瑶族地区发展起来，阶级分化
由此而产生。据可知的情况分析，到了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云南瑶族社会
的发展进程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大部分瑶族地区进入了成熟的封
建地主制发展阶段；第二种类型是少数地区社会进程停滞不前；第三种类型
是极少数地区还停留在原始公社制的末期。这就是多元性社会形态的具体
表现。

大部分瑶族地区进入了成熟的封建地主制发展阶段，出现了生产关系重
大演变的进程，社会发生了跨越式的进步。具体表现为社会分为雇农、贫农、
中农、富农、地主５个阶级，与当地壮、汉族社会发展水平相当。例如，文
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洞波乡的果布瑶族地区，绝大部分土地集中于地主
富农手中。据１９５３年土地改革时的统计，占人口４％的地主富农，其土地占
该地区总面积的６６％，而占总人口９６％的农民，其土地只占该地区总面积的
３４％。瑶族中出现了集政治、经济、文化为一体的大恶霸地主。果布瑶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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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有两户地主，其中一户因其霸占的土地太多，剥削手段太残酷，所以农民
给他一个外号，叫做“霸山王”。 “霸山王”通过逼卖强占的手段，共占有
２９７８ ５亩的耕地和经济林，占这一地区土地总面积的５４％。地主阶级对农民
的地租、雇工、高利贷等剥削，其形式的多样性不一而足，其手段的残酷性
罄竹难书。

有少数瑶族地区社会进程停滞不前。例如，居住在今西双版纳傣族自治
州勐腊县的瑶族，依附于他族封建领主制而生存，社会进程停滞不前。瑶族
进入勐腊地区时，这个地区的社会已经处于封建领主制的阶段。从１１世纪
起，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封建领主制度，统治包括瑶族在内的所辖区域。瑶族
耕种的土地均为他族领主或土司所有，本民族阶级分化不明显，是在他族封
建领主制度下组织自己的经济生活的，寨老制保持得很完整。

有极少部分瑶族还停留在原始公社制的末期。分布在今普洱市江城县的
瑶族，其社会是云南瑶族中倒退最深的地区。这部分瑶族原来已经进入封建
地主制的发展阶段，因被迫弃田逃难，辗转流离，最后进入处于多元社会形
态的江城地区，过着不定居的原始游耕生活，社会倒退到原始状态，原始生
产方式一直保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云南瑶族社会总体上已经进入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但由于分布地域的
社会发展不平衡，因而表现出其社会发展水平多样性的特点。

四　 由多元性社会同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压在

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瑶族人民和全国
各族人民一样翻身得解放，在黑暗里挣扎了几千年的历史从此结束了。新中
国成立，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作为制定民族政策、解决民
族问题的指导思想，结合我国民族实际，制定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
区域自治和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走出了一条
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
推动了包括瑶族在内的各民族社会的跨越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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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变革社会制度的历史性的深刻革命在全国展开，全国开始了农业的
社会主义的改造。云南也处在这种变革的前夜，经过土地改革分到了土地的
瑶族农民和全省各族农民一样，都在盼望着这场变革的早日到来。这时，人
们都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处于多元社会形态的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能不能
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列宁早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当马克思、
恩格斯看到俄国“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的时候，就采取问答式地提
出：“那么试问，俄国农民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公社所有制形
式，是否能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土地所有制呢？或者，它必须先经
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过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这一问题，目前唯一可能
的回答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工人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
话，那么现在的俄国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马克思、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１８９０年德文版序言）原先处在比较落后的社会发展
阶段的民族，夺取了政权后，其国民经济是不是还要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如
果革命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对他们进行系统的宣传，各国苏维埃政府尽自己的
能力给他们帮助，那么，说落后民族无法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就不对了。
……而且共产国际还应该指出，还应该从理论上说明，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
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
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列宁全集》第３１卷，第２１３ ～
２１４页）

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长期革命斗争，夺取了政权后，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联系中国实际，依照广大农民的迫切愿望和要求，
于１９５３年发布了《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
提出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１９５５年７月毛泽东主席作了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同年１０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
问题的决议》。党中央的这一系列《决议》和毛泽东主席的重要报告，得到了
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

中共云南省委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精神，联系迅速发展了的
全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形势，对本省的工作基础、群众觉悟程度、新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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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关系的形势和发展情况、民族干部队伍的形成和素质水平、基层政权的巩
固和社会稳定程度等方面的问题，进行全面认真分析。一致认为，地处祖国
边疆的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国内外条件已经成熟，势在
必行。１９５６年春，全省各地区瑶族人民和其他各民族一起，穿着节日盛装，
高举红旗，敲锣打鼓，浩浩荡荡地集会，迎接社会主义高潮的到来。全省瑶
族人民纷纷申请加入农业合作社，初级农业合作社普遍建立起来，相当部分
地区建立了高级农业合作社，有的地区还建立了民族联合社。在短短的时间
内，瑶族地区完成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实现了生产资料由私人所有制
向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转变，实现了由多元社会同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进
程，实现了社会发展史上最伟大的跨越。

新中国成立６０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瑶族人民在党的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的指导下，经过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生
了深刻的历史性的发展和进步。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最进步的社会
制度，瑶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怀着坚定的信念，高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旗帜，坚持改革开放，沿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道路前进。

２０１２年８月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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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　 云南瑶族的人口分布、构成及语言文字
（一）人口分布
瑶族是云南省２５个少数民族中的重要一员。据２０１０年第六次全国人口

普查统计，分布在云南境内的瑶族有２１９９７３人，占全省总人口的０ ４８％。云
南瑶族主要聚居在红河、文山、西双版纳、普洱、曲靖等五个州市的１８个县
内，成大分散、小集中格局。其中，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瑶族人口共有
９２８００人，占云南瑶族总人口的４２ １９％，主要分布在河口、金平、绿春、元
阳、屏边、红河等县内，又以金平县人口最多，共有４９８７６人。文山壮族苗
族自治州瑶族人口共有８７７０９人，占云南瑶族总人口的３９ ８７％，全州８个县
（市）均有瑶族分布，其中富宁、麻栗坡、广南等县较多，而麻栗坡县猛硐瑶
族乡、富宁县洞波瑶族乡是最为集中的地区，连片聚居，具有代表性和典型
性；文山州共有７００多个瑶族村寨，其中几户或几十户成寨较为普遍，百户
以上成寨的有７个。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有瑶族人口２２２６６人，主要分布在
勐腊县，瑶区瑶族乡较为集中。普洱市有瑶族人口１１０７２人，主要分布在江
城、墨江、景东等县。曲靖市有瑶族人口２２５９人，主要分布在师宗县，又以
高良壮族苗族瑶族乡居多。

（二）云南瑶族的构成
云南瑶族是一个不断迁徙、从游耕到定居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

程中，由于居住地分散，虽然形成语言差异大（不同的语言和方言）、风俗习
惯略有不同、有不同的自称和他称的特点，但他们始终都认为自己是瑶族。
经过考察和科学论证，各支系之间仍然有各自的个性和文化特色。因此，云
南瑶族是一个由不同支系构成的民族共同体。学术界一般认为，按照不同语
言可分为四个支系，即门瑶、勉瑶、布努瑶和景东瑶族。
１ 门瑶，使用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瑶语支瑶语门话（门话或称瑶语金门方

１



言、金门土语、门方言），自称“门” ［ｍｕｎ２２］ （注：瑶文，以下同）、“金
门”［ｋｉｉｍ２２ｍｕｎ２２］、“金底门”［ｋｉｉｍ２２ ｄｉ３４ｍｕｎ２２］或“尤门” ［ｈｉｉｕ２２ｍｕｎ２２］
等。他称有“蓝靛瑶”（或“靛瑶”）、“沙瑶”、“平头瑶”“白线瑶”等。门
瑶人口最多，约占全省瑶族总人口的６５％左右，而且分布面较广，主要分布
在富宁、麻栗坡、广南、西畴、马关、砚山、丘北、河口、金平、屏边、红
河、元阳、绿春、勐腊、江城、墨江、师宗等１７个县。
２ 勉瑶，使用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瑶语支瑶语勉话（勉话或称勉方言、优

勉方言、优勉土语），自称“勉”［ｍｉｅｎ４２］或“尤勉”［ｊｉｕ４２ｍｉｅｎ４２］。有“大
板瑶”（或“板瑶”）、“红头瑶”、“广东瑶”、“广西瑶”、“顶板瑶”、“角
瑶”、“花瑶”等他称。勉瑶支系人口数量次于门瑶，全省大约有七、八万人。
主要分布在金平、河口、元阳、勐腊、麻栗坡、富宁、广南等７个县。
３ 布努瑶，使用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布努语，自称“布昨” ［ｐｕ５５

ａ１１］，他称“山瑶”，仅分布于富宁县的新华、皈朝、洞波、者桑、花甲、
那能等６个乡镇，共有９３个村小组１８２８户８４２９人。
４ 景东瑶族自称“乐舞”人，附近的其他民族也称他们为“乐舞”人。

景东瑶族曾有自己的语言，民国期间，当地的瑶族普遍都会讲瑶语。近几十
年来，讲汉语的人多了，瑶语濒临失传，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尚有个别老
人会瑶族语言的一些词语，但现在已经没有人会说自己的母语了，都操汉语，
“乐舞”一词的本意已不清。由于语言失传，因此，景东瑶族原属哪个瑶族支
系，操的是什么瑶族语言或方言，现已无从考证。

（三）云南瑶族的语言文字
瑶族最早期也和其他民族一样，“刻木为契”，结绳记事。据宋朱辅《溪

蛮丛笑》载：“溪蛮，刻木为符契，长短大小不等，冗其停多至十数，名志其
事，持以出验，名木契”。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瑶族发
展到了使用方块汉字，汉文瑶读，并形成两类读法。一类是使用汉字，字义
不变，读瑶语。如“杨柳枝”，瑶语读“杨捞贼”（“金门”方言）；一类是借
用汉字，不用汉字义，读瑶语。如“妈耐”是没有的意思（“金门”方言）。

云南瑶族传统文字就是方块瑶文。这是一种以汉字和仿汉瑶字混合起来
的文字。“仿汉瑶字”就是瑶族借用汉字笔画自创的字。方块瑶文有着比较悠
久的历史，历代瑶族的歌词和瑶传道教经书都是用汉字标瑶族语音的方块文
字记录的，如今，这种文字在瑶族地区仍然广泛应用。门瑶（蓝靛支系）和
勉瑶（大板支系）语言、风俗习惯比较接近，文字相同，大部分可以互通。
布努瑶（山瑶支系）与门瑶（蓝靛支系）、勉瑶（大板支系）两个支系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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