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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前言

尹建业何金平

白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人口 186万人，主

要聚居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分布于贵州、湖南等省区及云南省部分

县市 。 大理是我国唯一的白族自治州，在2.9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

着 白 、 汉 、彝、 回等 13个世居民族，总人口 354 . 7万人，其中白族119.8 万

人。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勤劳善良的白族儿女用智慧和汗水创造了多姿

多彩的民族文化，谱写了一曲曲各兄弟民族共同团结奋斗、 共同繁荣发展

的和谐乐章，为中华民族繁荣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白族主要聚居地的大理，是云南一张亮丽的名片，是生态和美的

诗意家园，是人与自然和谐共荣的一方乐土，是一个充满传奇与神秘的地

方，素有文献名邦之称，集全国历史文化名城、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 最佳中国魅力城市等多顶桂冠于一

身，是世界知名的旅游胜地。 这里有五百余年古国、千年古乐，有浸满岁

月随想的古城，蜿蜒遥远的南方丝绸之路在山海之间穿行，牵引着历史的

回声 。 剑川石宝山唐代石窟被誉为"西南敦煌"佛教圣地鸡足山与中国

四大佛教名山齐名，巍宝山至今仍保存有规模宏大的道教观宇建筑群…

千百年来，丰富的自然资源、良好的生态环境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大理

人。 在这块物华天宝 、 人杰地灵的苍坪大地上，曾经抒写出跌宏起伏 、 风

云壮阔的历史画卷，一直流传着曲折婉转、浪漫动人的传奇故事 O

大理历史悠久。 据考证，远在10000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大理地区就

有人类居住。 在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耳海地区已经是人类聚居和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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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农耕的重要区域。 洋海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发现具有华夏文化特征的鼎以

及与青海、甘肃等地原始文化有相同特征的半地穴式住房 、 瓮棺葬 、 陶器

刻符等。

秦建立统一国家后，在云南设置官史。 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在坪海

地区设叶榆县。 东汉时又在今大理州 、 保山市和德宏州等地设永昌郡 O 汉

代，大理同中原有往来，与印度也有交往，是四川通往印度的"南方丝绸

之路" (蜀身毒道)中转站 。

隋及唐初，居住在坪海区域的居民从事狞猎 、 捕鱼，以及种植水稻、

饲养家畜，有较高的农业生产水平 。 他们在耳海西面建筑了太和 、 羊直

呼、大厘等较大的城邑i.耳海的南岸建有石和 、 石桥等城。 初唐，坪海地

区兴起六个大的民族部落，史称"六诏"即蒙古骂诏 、 越析诏 、 浪穹诏 、

适股诏 、 施浪诏 、 蒙舍诏 D 其中蒙舍诏因其地理位置在最南端，又被称为

"南诏"其势力发展最快 。 唐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 ，南诏并五

诏，统一了坪海地区，南诏王皮罗阁受唐王朝封为云南王，赐名蒙归义 o

唐天宝七年(公元748年) ，南诏利用统治云南四百多年 、 中心区在今曲

靖的囊氏家族内部矛盾灭了囊氏，使南诏成为云南的统治者，开创了云南

文明史上第三个重要时期一一"南诏大理国时期 " O 后南诏因赋役等原因

一度与唐王朝矛盾激化，唐负元年间再度归附，唐遂封南诏王异牟寻 O 今

滇东盐津县豆沙关有记载该事的摩崖石刻 O

公元902年，权臣郑买嗣推翻蒙氏南诏，自立为王，改国号为大长和。

公元928年，东川节度使杨干负灭大长和国，拥立赵善政为国王，国号大

天兴。 公元929年，杨干贞废赵善政自立，改国号为大义宁 O 公元937年，

通海节度使段忠平联络滇东各部攻破下关，灭大义宁国，建立大理国 。 宋



皇朝亦多次册封大理王，公元1117年，宋微宗封大理国主段和誉为全紫光

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 。 这一政权延续达

300余年 。 公元8世纪至公元13世纪中期，大理曾经是云南政治、经济 、 文

化中心 。 公元1253年忽必烈率大军灭了大理固，而后建立了云南行省 。 云

南政治中心由此从大理移至昆明 。 明、清两朝均在大理设府 、 县 。 民国

时期大理地区设有13个县 。 1950年设大理专区 。 1956年成立大理白族自治

州，下关定为自治州首府。 大理白族自治州现辖 1 市 11县，即:大理市 、

漾潺彝族自治县、祥云县、宾川县、弥渡县、南涧彝族自治县、巍山彝族

回族自治县、永平县、 云龙县 、 i耳源县、击IJ 川县、鹤庆县。

大理交通区位优越。 著名的"南方丝绸之路"与"茶马古道"在这里

交汇，使大理成为连接东南亚 、 南亚的重要交通枢纽。

被称为"南方丝绸之路"的"蜀(四川)身毒(印度)道"是一条

从四川经大理通往印度及中亚的民间商道，是当今国内外学术界所公认的

我国最早的对外交往国际通道。 其路线为 : 从成都出友，穿过川西平原，

渡过金沙江进入云南西部，又越过博南 山 ，跨越澜沧江，经保山 、腾冲进

入缅甸 、 印度，再从印度翻山越海抵达中亚然后直至地中海沿岸 。 "蜀身

毒道"分段又有各自的名称:从成都出发过雅安 、 西昌 、 会理至大理一段

称为"灵关道"从成都过乐山 、 宜宾 、 昭通 、 曲靖 、 昆明 、楚雄至大理

一段称为"五尺道"由大理至永平越博南山过澜沧江一段称为"博南古

道"再从保山至腾冲然后分两路出境到缅句一段称为"永昌道" 。

大理恰恰处于灵关道 、 五尺道和博南古道的交汇点，位居古道枢纽。

因此，围绕着这条古道所演绎的一系列历史事件都和大理有着密切的联

系，构成了大理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 中原王朝;最早发现这条古道的时间



为西汉武帝元朔三年 ( 公元前126年) 0 当时汉武帝派张2号出使西域，在

大夏国(今阿富汗)发现有来自四川的蜀布 、 吓竹杖之后得以知晓。 这事

促成了汉武帝通西南夷的决心 O

另一条叫做"茶马古道" 是一条自唐代以来沟通我国南方川l 、滇、

藏三省商业贸易和汉 、 藏 、 白 、彝、 傣 、 纳西等民族文化交流的通道。 茶

马古道以大理为中心，往东经楚雄到昆明，再到内地;往南经巍山到茶叶

主产区云县 、 凤庆及普坪等地;往西经保山到缅句，再到东南亚诸国;往

北经丽江 、 中句到西藏，再到印度、不丹 、 尼泊尔诸国 O 茶马古道是藏族

地区以马匹 、 皮毛、屠香、鹿茸 、 藏红花 、 贝母 、 虫草等特产与四川l 、 云

南各民族地区交换以茶叶为主包括糖、布、线、粉丝等生活必需品的商业

通道，主要依靠马帮在山谷 、 驿道中成年累月地长途跋涉来运输。 自唐代

以来，茶叶成了藏胞生活的必需品，宋代开始又推行"以茶治边" 的政

策，而滇茶始终是藏胞信赖的生活必需品，使得这条神秘的古道绵延千

年，成为各民族友好交往的纽带 。 无数史料表明，绵亘在横断山脉高山深

谷中的茶马古道，以频繁往来的马帮商队作媒介和载体，进行着汉、藏、

白 、彝、傣、纳西等各民族的文化 、 宗教、 艺术交流，增进着边疆各民族

之间的友谊和团结 D

正是由于南方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在大理交汇，从而使中原文化 、 巴

蜀文化与来自东南亚的南传上座部佛教以及来自青藏高原的藏传佛教文

化 、 经小亚细亚和缅甸向中国传入的伊斯兰文明 、 古地中海文明 、 古波斯

文明 、 古印度文明等在此交汇融合，故而使大理成为了亚洲文化的十字路

口 O 对于大理来说，正是由于亚洲文化十字路口的形成，其历史 、 宗教和

文化艺术的多元性以及白族的开放性才逐步形成 D 在这个自然 、 人文地理



的交接部位，文化的多元性、辐射性、交融性显露无余。

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勤劳勇敢、聪明智慧、淳朴善良的白族人民

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 O 星罗棋布的秀丽村庄，精耕细作的农业技

术，三坊一照壁 、 四合五天井的别致民居，色彩斑斓的白族扎染，神奇的

大理石工艺品，精妙绝伦的剑川木雕，优美的民间故事传说，动人的大本

曲和吹吹腔，欢乐的三月街、本主节、绕三灵、石宝山歌会，无一不是白

族文化的具体体现。

中国白族村落历史悠久 、 文化灿烂、独具特色 。 在近5000年的历史发

展长河中，白族人民与全国各兄弟民族一起披荆斩棘、艰苦奋斗，共同建

设了自己幸福美好的家园 。 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白族地区的经

济社会得到全面快速发展，白族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为了记录白族人民在21世纪的现实面貌， 2009年，大理白族自治州启

动了白族百村群像工程，组织专业摄影队伍，跨越7个省区、 120 多个村

庄，拍摄时间达一年，拍摄对象逾万人，完成了"中国白族百村群像"的

拍摄。 2010年8月"中国白族百村群像"在第二届大理国际影会上公开

展出，对当地白族人民和广大摄影工作者、民族学研究者，以及影视人类

学家都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大家一致认同这是一个极好的创意 O

对于影像民族志来说，白族百村群像已经开了一个很好的头 。 但仅靠

百幅群像照片的展览，还远未达到目的 。 基于此，我们认为将此项目进一

步挖掘、延伸，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在中共大理州委、大理白族自治

州人民政府的领导下， ~ 中国白族村落影像文化志 》 项目于2010年开始筹

划，得到了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具体由中共大理州委宣传部

和云南省社科联组织实施，中山大学 、 云南大学等协助组织全国作者团



队 。 2011年 1 月，一个由中山大学 、 四川大学 、 辽宁大学 、 浙江大学 、 广

州体育学院 、 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大学、云南师范大学 、 大理学院 、 云南

省社会科学院等科研机构的教师 、 科研人员和在校博士 、 硕士等民族学 、

人类学 、 民俗学 、 考古学等跨学科跨区域作者组成的调查、写作和编辑班

子正式启动调研和摄影工作，并得到各县市宣传部 、 基层文化站等相关部

门 、 村落和本土学者的大力支持配合。

整个项目计划在白族百村群像项目的基础上，选取较有文化特色的白

族村落进行后续调查，加强民族学 、 人类学理论指导，采用影视人类学田

野工作理论和方法，结合白族百村群像中的人物，补充村落故事 、 人物故

事等文字和图片资料，制作规范的影像民族志文本。 图片按影像民族志要

求，全面拍摄，但出版时不强求面面俱到，而是每本书突出某一方面，凸

显最有特色的文化节，或 O

本项目主要书写和记录当下全国范围内白族人民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生

存状况，真实地展现今日白族的风采，传递白族人民生生不息的时代脉

搏，广视角展现白族地区气势恢宏的发展场景，是对白族时代生活的聚

焦;是一次反映白族心路历程的记录，从细微处浓缩白族先民几千年发展

的文化历程。 在前期调研、广泛征求意见 、 反复论证的前提下，编委会结

合不同的村落特点，初步在全国范围内筛选出四种不同类型的白族村寨 :

建筑特色类村寨，主要包括大理州剑川县沙溪寺登街、 云龙县诺邓镇诺邓

村等;分布特殊类村寨，主要包括贵州省大方县响水白族彝族化佬族乡大

井村等;节庆习俗类村寨，主要包括云龙县长新乡大达村、 大理市挖色镇

海印村等;民间工艺类村寨，主要包括大理州鹤庆县新华村、 剑川县狮河

村、西藏拉萨鹤庆白族"手工艺村"等 O 每一个村寨为一个基本书写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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