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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文化研究且书》

总序

一一英姿坝爽的"山野妙龄女郎"群

刘尧汉

彝族主要分布在金沙江南北两侧。南侧主要分布在云南、贵

州的乌蒙山和云南的六诏山〈乌蒙山脉的分支〉、哀牢山、蒙乐

11]，北侧分布在四川、云南的大小凉山。亚洲人类共祖"元谋猿

人"，就在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北境濒临金沙江乌蒙山脉区域的

元谋县。彝族是我国滇、川、黔三省的主要土著居民。历来只凭

书本治学的地方史家，都说彝族是从西北甘、青迁入的古羌戎

〈或古民芫〉与当地土著融合的遗裔。自从不久前考古发掘出亚

洲人类共祖"元谋猿人"，从而可说，甘、青古羌戎是从金沙江

两侧迁去的。元谋猿人的子孙散布于全亚洲乃至从中国东北经白

令海峡迁入美洲大陆，为当地土著居民印第安人F 至于迁往甘、

青为远古羌戎，贝IJ继续迁往西塔里木盆地越过葱岭F 往东迁达山

东半岛而为远古炎帝神农氏和周代所封齐姜(即羌) J 这便很自

然了。

毛泽东同志说过z "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

献。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①。同样

③ 4毛泽东选集B 第五卷第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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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说，汉族的先进文化是吸收各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而形成的.

郭沫若、范文澜、尊伯赞〈维族)、吕振羽四大史家，一致认

为，如果不研究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就不可能写好中国通

虫。目前尚健在的史家自寿彝同志(回族〉所写巨著《中国通

史)) ，也持有同样的观点。然而，如果依旧停留在从书本到书本

的写法上，尽管具有如上所述的正确观点而无具体的新内容，要

写出一部包括各族新资料的中国通史，只是空话罢了。所以，早

在五卡年代中期，我根据家乡今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南华县哀牢

山沙坦兰等彝村(简称沙村〉的实地调查资料，经初步整理，写

出题为《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个实例一一云南哀牢山彝族

沙村的社会经济结构在明清两代至解放前的发展过程》→份手稿

(1 955年 5 月〉。这份手稿，是我于1945年尚在云南大学社会学

系念书时，以在系主任费孝通教授指导下写的毕业论文《沙衬社

区研究》初稿为基础，逐步增补修改而成.

一、首次出榻的"山野妙龄女郎"

沙材地主刘宇清 0830-1890) 在其高祖刘楷(普楷)墓碑上

撰写具有诫谕子孙性质的一篇碑文和剥削租簿之首附有其《诫谕

诸儿侄》一文，这两篇文献大体反映了明清两代 0368-1910

的沙村社会经济结构变化过程。兹全录于下z

(一〉在碑额"高祖刘公谛楷老大人之基"①的碑文中说:

"南山①中，林木茂，野兽多。我远祖，农耕少，猎事多，

① 刘楷〈即普槽〉之基原在原属沙衬波罗庄的塔校树村. 1育成同之前，其子孙

载培这一宗支也位培技树。到他的玄孙XIJ 字消因协助清朝镇压本山区彝族革

命运动有"功"夺回载培所 lli卖的沙坦兰庄，使全家迁往位该庄大村，同

时将他的基一并迁至沙坦兰马鞍山村穷的马鞍山山岗上，并为之立碑撰文.

该文系我于 1945年就在该地作实地调查时，得马骸山村彝族农民鲁师宏引往

墓地抄录。

② 南山一-哀牢山脉上段属巍山(蒙化)、 到;渡、 I丰j1萨(镇南)、楚雄、双拍五县

相迄的区域，在该五县习惯上，统称之为南山，因其在该五县之F链，故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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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奴众，逐禽兽，朝夕乐，邻侵界，必战斗。当是时，夏衣麻，

冬衣皮，朝食养，晚食肉，得温饱。明洪武，土头薄，播种→，

获八、九，自此后，农事繁，猎事少，居住定，不再流。楷高

祖，天顺时，土头沃，种)升，获二斗。楷祖时，嘉靖年，开沟

渠，稻谷熟。高祖楷，集街兴，商贾出，带银两，购皮物。楷力

强，善射猎，力敌百，人莫侮。我曾祖，是赌徒，输庄业，不可

赎，白龙庄、改板山、技罗庄、阿底本，是我土，沙坦兰，自龙

庄，输商贾。咸、同乱，我建功，沾圣恩，沙坦兰，得返主，我

后辈，宜保土。楷父体，火化后，①无着落，楷遗体，原葬处，

塔枝树，地不利，乖事出。移此后，龙脉旺，万事昌，南山强，

惟我庄.

玄孙宇清跪撰

大清光绪三年(丁丑， 1877) 三月立

〈二〉在《诫谕诸儿侄》 ② 文中说z

谕诸儿侄z 溯我高祖楷，曾于崇祯驾崩年，一次酷戮庄奴六

人，家奴二人，遂招致摩哈直庄群起暴叛，楷父因是横死，乃将

原有谷租五十扭，包谷租五十担，莽租八十担，折为不值半数之

租银六十两③，并兔耕役，始息争乱。复远溯楷之高祖时，蓄奴

数百，分住低屋，鞭策耕作，耕不勤，织不力，猎不中，战不

勇 s 鞭之急则叛，不鞭则耕猎不敷其所食。遂散奴于村间，投土

地，给锄犁，予牛羊，令其成偶，各事家业，其耕猎，半为主，

①彝俗火葬，普氏系彝族，航行火葬。哀2T 山彝族在十多代前还行火葬， 晚近
荒野中还常发现火葬后盛尸灰的土罐， 现已不行火葬;而凉山彝族现仍行火

剪。

② 附载这篇遗文的陈年租簿，系刘字请之幼子芳固保在，笔者于 1949年调查时
~录u

@该项租银，有时也可用钢质帘]钱代替，曾折为当时"崇祯制钱"十二万文，
直到解放前十年，为j于消的十个儿子和四个侄子皇宫里，每年元旦，皆在供桌

上横陈着五千文的一串崇祯制钱，就是其祖上剥削摩哈芷庄的农民所积留下

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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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为己，若是，始勤于耕猎，半为主耕之所获，多于专为主耕之

时。追至楷祖时，半为主耕之所获，不如为己耕之半，遂散其地

于庄奴，始令扉田种稻，课租五赃，及我曾祖辈，赌输庄业之

半。迄咸、同，全山夷变，追乱平，为抚夷计，我族减租一醒

半，以杜乱源，殷鉴在前，尔等宜善保庄业。此谕，父伯宇清，

光绪戊子(十四年， 1888) ，三月初五日。

我把包括这两篇文献在内的手稿，寄请范文澜先生审阅。我

和范老从未面识，他却热情地为拙稿写了《介绍一篇待字闺中的

稿件》 一文，发表在《光明日报>> 1956年 5 月 24 日《史学》专刊

上，将抽稿称许为"山野妙龄女郎"。他在这篇介绍文字里说z

赘)

4 

近来看到刘尧汉同志所著 《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之→

例》 ……。

刘尧汉先生在前言里说z "本文所采用的材料，几全是

根据实地调查所得F 调查从1945年起到1953年为止，历时十

年，作过四次调查，最后一次1953年。……所根据的材料几

全是取自实地调查，无史籍可稽，…·~"

我觉得这篇稿子的妙处，正在于所采用材料"几全是取

自实地调查，无史籍可稽。"

我们研究古代社会发展的历史，总喜欢在画像上和《书

经》、 《诗经》等等中国的名门老太婆或希腊、罗马等等外国

的贵族老太婆汀交道，对眼前还活着的山野妙龄女郎就未兔

有些目不邪视，冷淡无情。事实上和死了的老太婆打交道，

很难得出新的结果，和妙龄女郎打交道却可以从诸佛菩萨的

种种清规戒律里解脱出来，前途大有可为。刘尧汉先生的文

稿，我看就是许多妙龄女郎之一，我愿意替她介绍一下，摘

出"历虫轮廓"一顶，借《史学》 的地盘和吉士们会面。

〈范老此文中摘引了拙稿所录沙村刘宇清两文， 见前引不



我这份手稿再经加工，发表于《历史研究)) 1958年第 3 期。

不久，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李亚农在其所著《中国的封

建领主制和地主制》 一书里，为阐述周宣王〈前827一一前782)

选行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改革，引用了刘宇清两文。李亚农说z

西周的奴隶制已经发展到了最后关头，周宣王的政治改

革乃势所必至。

我们知道周宣王是周代的英明的中兴之主，毫无问题，

他老早就看到了当时的奴隶生产已经无利可图，才采取了改

革的措施，尽管有不少糊涂的奴隶主在反对他的改革，但他

还是坚定的贯彻了他的改革政策。凡是有远见的、精于盘算

的奴隶主都会采取同样措施的。云南哀牢山沙村的彝族奴隶

主，留下来的宝贵无比的两篇文献，便是最好的实例。

第一篇文献。"高祖刘公讳楷老大人之基"的碑文说s

〈己见前，此处略〉

第二篇文献。收租簿之首，附有《诫谕诸儿侄》一文说z

(略〉

这位刘宇清先生简直是一位伟大的史家，起码比那些下

笔动辄就是数十万言，还说不清楚由奴隶制而封建制的转化

过程的史家要伟大得多p 他这两篇总结过去经验，藉以浩诫子

孙的文章，简明而又明确地叙述了沙村将近五个半世纪〈明、

清两代〉的阶级斗争史及自奴隶制而封建制的转化过程。①

当年范老撰文介绍拙稿，称许为"山野妙龄女郎"，其用意

在于鼓励青年做研究工作，不宜只停留在书本上兜圈子，还须走

出书斋，面向社会作实地调查，寻觅现存的活史料，以补书本之

不足。范老的勉扇，一直鼓舞着我坚持走实地调查的道路。倏忽

三十年，我己年逾花甲。所幸三中全会带来了科学的春天， 近年

① 见李亚农《欣然斋史论祭)) .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 9 月第 1 版， 第 995 一

997页.

5 



来我带领彝族男女青年往返于金沙江两侧滇、川、黔三省山谷间，
曾大雨淋漓乘骑入哀牢山，顶烈日爬鲁魁山(属六诏山脉)，冰天雪

地徒步登乌蒙山，不分冬夏往来于)11 、滇大小凉山，为的就是寻访

"山野妙龄女郎飞至今"山野女郎朱颜在，鬓白男翁志未衰"。

1984年 2 月上旬，我把拙著 《中国文明源头新探一一道家与

彝族虎宇宙观》 →书"概要"，寄请中国文化思想史家上海复旦

大学蔡尚思教授审阅并请他赐序(我和蔡老亦未面识) ，他在序

题为《中国各民族的血统与文化》的序中，①开头便说z

现今研究中国通史尤其是上古史，原始社会史部分，再

也不好停留于书本上了，不仅要把书本与出土古器物相结

合，而且要到兄弟民族地区去进行社会历史调查。把书本与

出土古器物结合起来研究的，有王国维与其他考古家，把书

本与社会历史调查结合起来研究的，后面我要说的刘尧汉教

授就是其中一例。

他又正确地指出z

社会历史调查的材料，比之书本的材料，是一种未成文

的活史料，这种活史料有时安比死虫料更能说明问题。至少

也是可以互相参考的。

蔡老在文中末段又说z

现在云南省成立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刘尧汉教授以彝

族学者而兼任所长，真庆得人。彝族是我国现在占人口较多

数的兄弟民族之→，我很盼望其他兄弟民族向彝族看齐，成

立各自的文化研究所，对自己的文化历史进行研究。有了各

兄弟民族的文化历史，才能写出真正能够代表中国各兄弟民

族的中国通史、中国文化通史之类的著作。中国文化通史必

须建立在中国各兄弟民族文化专虫的基础上，也同于中国通

① 载 4文汇报)) 1984年 4 月 9 日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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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必须建立在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专虫的基础

上，这就不待多说，大家都会明白的!

蔡老把我与王国维相并提，我不敢当。蔡老十分谦虚，他以

年近八旬(1905年 11 月 10 日生〉的高龄，看了拙著之后，还说他

更加不满足于过去书本材料，而期望"趁机补课"。在他给我的

信里说，当年(1984年〉暑假，他很想往西南山区一游。因身体

条件，未能成行。这反映了民族学资料即活史料的价值，日益为

其他学科的专家学者所重视。同样，我们从事民族学的人，也要

更重视研习其他学科，以开阔自己的视野。

1985年 3 月上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杨向奎教授，

为我与卢央合著《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太阳历》一书所写序言中

说s

我们常说，历史学有三重证据=一是文献，一是考古，

一是民族调查，第三者尤为重要，因为它是过去历史的重

现，是时间的倒转，是转瞬即逝的良机。

他在序言的末段中又指出z

我们不读中国各民族史，各民族文化史，就不能了解中国

古代文明之所以光芒四射F 我们不读彝族历史、彝族文化史、

《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太阳历》更不能透彻了解中国古代史

上的一些难解的问题以及中华民族文化之综合构成的体系!

蔡老和杨老，南北异居，不约而同，对于民族学，各少数民

族史、文化史、彝族文化史及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成果在

中国史中的地位，其正确观点是不谋而合的。

彝族共有545万人口(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数字) ，居我国

五十六个少数民族人口的第四位〈一壮，二维1 三回) ，历来被

视为文化落后s 因而在文化上的地位，或许是在第四卡位之后

了。彝族的文化既然落后到这样的地步，我竟然要主编这套 《彝

族文化研究丛书>> ，而写书的人多是彝族青年，并未获得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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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学位，只是高等院校、大专、中专毕业的青年.

我却认为，能获得硕士、博士的学位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

是能干实事;能获得高等院校的文凭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

有水平。那么，怎样衡量水平呢?我的浅见是E 任何一篇文章虱

专著，或多或少总得有其新内容或是新观点，才有学术价值。我

们编的这套丛书预计三十本，除了我和卢央副教授各自写一两

本，两人合写两本(共四本)之外，大多数是我指导的青年们写

的。写作的方法是脚踏实地，从调查研究出发，以获得新资料

(活史料) ，再与书本和考古资料相结合，在比较研究中使知识

系统化，从中得出新观点，进而寻求具有规律性的认识。这便是

科学论文和传著产生的过程。我就这样带领新战士，走新路子，

出新成果，这也是我不拘一格培育中华儿女的新方法，是一项培

养人才的大胆试验。

总之，我指导青年的研究方法，是把从山野中采摘到的"鲜

果"与书斋中的"干果"相配合，即用活史料给死虫料注射新鲜

血液，使其获得新的生命力。我们这套《彝族文化研究丛书>> , 

多赋有山野昧，其中或多或少也杂拌着海味乃至洋味。总之，它

们都不是从书本到书本，如范老所说，其"妙处正在于所采用材

料，几全是取自实地调查，无史籍可稽"，因而别有风味，以饷

读者和大方之家，请择可口者品尝之F 切盼给予鉴寇，提出批

评i 现举21本的提要为例，

二、 "山野妙龄女郎"酵

(1) C彝族〕刘尧汉《中国文明源头新探一-道家与彝族虎

宇宙观)) (已出版〉

中外不少学者如同一多、周士一、潘启明、莱布尼兹、李约

瑟等指出 s 中国科技文明，主要出自道家、道教及远古伏罄。但

他们未明其源头究在何处。拙著旨在究明其源头出自长江上带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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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江南北两侧哀牢山、乌蒙山、凉山彝区原始进教的彝族虎宇宙

观，这种原始宗教哲学，由彝族十月太阳历所表达，详见拙著。

( 2) (彝族〕刘尧汉、〔彝族〕卢央 《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太

阳历>> (已出版〉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为埃及、巴比仑、印度、中国，中国居于

末位。历法是衡量文明的一项重要标志。"一个月三十六日、一

年十个月矿的彝族十月太阳历，它始自彝族原始先民虎伏疆民族

部落时代，它不仅渗透中国文、虫、哲各领域，而且把中国文明

史追溯到其他三个文明古国之前，本书专对此作论证。这为振兴

中华以加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为建设"四化"的新中国将起

振奋作用。

( 3) (彝族〕刘尧汉、〔彝族〕卢央 《彝族向天拉在世界考古

天文学领域的地位》

彝族向天坟是综合十月太阳历两种观测方法的现象台，它在

中国考古天文学上是首次发现，在世界考古天文学领域有其独特

地位。

彝族十月太阳历的特点，是按天文点〈冬至、夏至、大寒、

大暑、春分、秋分等等)来定季节，因此它的季节性很准确。它

观察太阳运动定冬夏，北斗柄指向定寒暑。滇、川、黔大量残存

的彝族向天坟是综合十月历两种观测方法的观象台或天文台，它

在中国墓葬方法上独具一格F 在世界考古天文学领域里别有特

色，美洲土著印第安部落玛雅人金字塔与之相似。它在中华文化

史和世界文化史的研究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1983年12月下旬，在大雪冰封中，我率领三个彝族青年，首

次考察贵州西北乌蒙山威宁县彝区大坟梁子山冈上规模宏伟的彝

族古向天坟，时为白雪覆盖，满天阴蠢，未能辨明而返。 1984年

10 月 2 日，我邀南京大学天文学系主任卢央副教授→同率领另两个

彝族青年再次考察此向天坟，惜己毁于"文革"中，尚依稀可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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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 11 月 7 日，我率领另三个彝族男女青年，考察了摸西

乌蒙山弥应县与南涧、巍山两彝县毗邻德直区金古村(曾是彝

族〉所倚向天坟。 11月 16 日带领这三个彝族青年离云南楚雄彝州

赴四川凉山彝州， 22 日赴金沙江北岸雷波县， 23 日考察了县城南

三公里的→座向天坟和县城东五十多公里的四座向天坟。

金沙江两侧云南、贵州乌蒙山和四川凉山都有彝族向天坟。

以贵州威宁盐仓区大拉梁子的向天坟尚保持彝族固有传统，呈现

由大渐小的三圆台堆垒形，没有碑记，有台阶自基台、中台而达

职台，上台顶凹陷向天。夜晚埋葬，尸灰置入凹陷处。此基主名

宜穆阿切〈又名直穆直博) ，约当唐宋之间，为民族部落首领.

以此坟为中心，周围五十公里范围内有大大小小五十座向天坟。

四川雷波城南三公里丁丁堡村向天坟，只有一个圆台， 没有碑

记，基主为本村杨树森(1984年 10月 26 日病逝， 78岁〉之父，与

曾为雷波土司杨黛蒂同志(女， 62岁，现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

同为凉山彝族贵族阿卓民族的成员，且是雷披杨土司的管家。雷

波城东五十多公里永盛乡和溪洛米乡各有两座向天坟，都是圆

圃，受汉族墓影响，已有碑文，彝汉文对照。后两座向天坟之间

有三座汉族坟。这两座彝族向天文坟，有彝汉文碑记，基主为彝

族阿折〈别译"昂折" )民族，与明代贵州水西宣慰司〈治今大

方县〉同民族。

向天坟所在山冈均取南北或北南的方向，便于南向观察太阳

运动定冬夏、北向观察斗柄指向定寒暑，它综合了彝族十月太阳

历两种观测方法。云南哀牢山摩哈直彝村，作为祖先灵位的葫

芦，顶端开口向天F 又称 "灵台"，即为祖先灵魂所居。三圆台

堆垒的向天坟略似将三个葫芦刻成三个圆台形。 <<华阳国志·巳

志》记载，今川东古代巴国〈与彝族同属古羌戎〉有"灵台"

当即古天文台。<<国语·楚语上》 记载，楚庄王时尚保留"强

〈葫芦〉居之台以现国氛"的观象台，其形很可能似哀牢山彝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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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葫芦灵台或似贵州堆垒三困台，有台阶达1页台。

彝族向天坟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在墓葬结构上独具一格，它兼

有古观象台或天文台的作用，在世界考古天文学领域具有重要意

义。

(4) (彝族7杨和森《图腾层次论-一从彝族的图腾层次考

察夏、商、周的原生图腾>; (已出版〉

"图腾"是美洲土著印第安人的语词，它是用动物、植物、

自然现象作为区别民族的标志和符号。原始人认为，他们的祖先

与某种动物、植物有血缘关系。美洲印第安人由许多民族部落组

成，每一个民族都有他的图腾。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中，

对印第安人的图腾一一列举，但从中没有区分出印第安人最早的

原生图腾和他门后来因人口增加而产生的演生图腾。"图腾"这

一词，由清末严复首次翻译成汉文，介绍到中国。郭沫若首次运

用美洲印第安人的图腾来解释我国夏、商、周的图腾， 而夏、

商、周又各有许多图腾。由郭沫若开始直到史学界的名人以及在

我国古代史和原始社会虫、民族学家的文章和专著中，对于夏、

商、用的图腾各执一说，莫衷一是。这就是由于摩尔根未区分美

洲印第安人的图腾，何者为原生图腾，何者为演生图腾，或再演

生图腾，由此而造成的混乱。现在，如果还要从美洲的众多图腾

和非洲、澳洲有关图腾的零星记载中，来区分出其图腾层次，已

经不可能了。在我国，要从有关三皇五帝、夏、商、用的图腾记

载中，即从书本上来区分他们的图腾层次，也已经不可能了，或

者是从其他少数民族的零星图腾中，去区分其图腾层次，同样也

不可能了。只有从四川凉山德昌县的彝族各种图腾，云南楚雄州

乌蒙山武定县彝族各种图腾F 滇南六诏山新平鲁魁山大寨彝族的

各种图腾及滇、川、黔彝族共有的彝族虎图腾，即上述三地较为

系统的图腾，可以看出彝族的众多图腾是有层次的，即虎是彝族的

原生图腾，其它的图腾是从虎图腾中分衍出来的演生图腾和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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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图腾。用彝族的图腾层次，即彝族的图腾具有原生形态，演生

形态和再捷生形态，从而表明图腾诀化具有层次性，由此可以区

分出夏、商、周各具多种图腾中，何者为原生图腾，何者为演生

图腾或再演生图腾。藉此可澄清我国史学界和民族学界在图腾问

题上的混乱。由此可见， "图腾层次论"在学术上具有何等重要

的意义。

( 5) C彝族〕龙建民《市场起源论一一从彝族的"十二兽"

纪日集场考察现代市场的起源>> (己出版〉

当前欧美学者都研究英国利物浦、美国纽约等现代市场的未

来，我国学者从本国众多的小城镇出发来研究其发展前景，国内

都在向前看，这是顺应世界潮流，而必须如此。本书则是从彝族

的集会到"十二兽"纪日集场来考察我国小城镇及国内外现代市

场的起源，这并不是向后看z 向后看也是为了要向前看，要鉴往

知来。

我国西南滇、黔两省彝区，现在依然普遍地存有以虎、兔、

龙、蛇、牛、羊、马等"十二兽"纪日的集场，各地众多"十二

兽'集场，有些在荒野，赶场百姓无处避风雨，时逢集期，人f!'1

纷纷而至F 眼看太阳偏西或大雨将临，人们匆匆离去。这样的集

场，俗称"草皮街"或"露水街"有些有若干草棚聊以蔽风

雨，俗称"草棚街" ;有些则有座商定居，开设铺面， 门当户

对，形成一条或数条小街道，这便是集镇F 有的已有数条街道，

解放前曾有围城，这便是小城镇。集场的空间分布增多和集期时

间间隔逐渐缩短，小城镇也随之增多。

至于四川凉山彝族的中心区，在解放前还处于父系民族制和

民族奴隶制的社会条件下，还没有产生集场。各民族各有其按"卡

二兽"纪日的不远期集会和集会场，以商讨民族事务。凉山彝族

的交换多借民族集会和集会场进行。

任何事物都曾经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低级到高级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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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过程。同样，欧美的现代市场，我国的大城市、小城镇也曾经

历过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本书提供这样→个从无到有，从低级

到高级发展的序列，以探索现代市场的起源和供面向未来者参

考。

( 6 )钱成润、〔彝族7杜晋宏、〔白族)史岳灵《彝州"禄

村"今昔》

费孝通教授青年时在他的家乡江苏省吴江县作实地调查，写

了《江村经济》之后，四十年代初来到今楚雄彝州禄丰县城郊大

北厂村作调查，写成《禄村农田》一书。大北厂早先居民是彝

族，后来汉人迁入，彝族迁往本县山区基拉村。"禄村"是禄丰

县"禄丰"的彝义是百翩。

《禄村农田》→书根据调查资料，反映了中国工商业长期不

发达是由于受土地及传统农业的束缚。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之

后，作者于1983年秋对"禄村"作了调查，旧时状况开始有所改

变。

( 7) (彝族〉龙建民、〔彝族〕刘小幸《彝族"沙衬"五百

年》

四十年代中期，我就学于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在费孝通教授

指导下在今楚雄彝州南华县哀牢山沙坦兰和摩哈直等彝村作社区

调查，其研究成果，五十年代中期写成 《→个彝族地区的社会经

济结构在明清两代迄解放前的发展过程一-出奴隶制向封建制过

攘的一个实例》一文手稿，经史家范文澜阅后，以《介绍一篇待

字闺中的稿件)> .为题。(发表于《光明日报)) 1956年 5 月 24 日〉

赞许拙文为"山野妙龄女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1983 

年 6 月和1986年 5 月，我指导这两位彝族青年，再次访问这位

"山野妙龄女郎"将谱写这位"妙龄女fl~"的新篇章。

( 8) C彝族〕龙建民 <<)IU真凉山彝族父系民族奴隶制土地租

伺关系的典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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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说过，在封建制社会谁占有土地谁就有权有势。在我国

川滇凉山彝族的父系民族奴隶制社会里，占有土地者并不有权有

势，而是占有人身者的奴隶主才有权有势。占有土地的奴隶可向

其他奴隶甚至他的奴隶主出租土地，但他并不有权有势，他的奴

隶主有权把他的土地牲畜没收并把他本人及妻女降为更低级的奴

隶。本书对此研究的成果，可补五种社会发展形态中，奴隶制社

会里土地租徊关系的空白。

( 9) 唐楚臣《彝族的火神话与中华民族火文化》

彝族有丰富的关于人类用火的神话。彝族对火的崇拜，在其

十月历中也有所反映。彝族十月历据斗柄上指定大暑的盛大火把

节。在楚雄彝州牟定县彝族所祀火神庙，有三十六个大火塘和七

十二个小火塘。此"三十六"和"七十二"这两个成数，是一个

月三十六日及一年十个月分丑季每季两个月"七十二"日的成

数。彝族远古先民伏毒、炎帝在汉文典籍中被奉为火的发明者和

火食发明者，又把中国文化的开创者归之于伏慧和炎帝认为"文

起慧、炎"。这也带有中华文化起于火的发明者伏载、炎帝的含

意。

源出于彝族远古先民羌戎伏疆、炎帝、黄帝为首的"三皇五

帝"之原始道教的先秦方士和东汉道教的炼丹，发展到北宋炼出

火药并产生出火炮F 到十三世纪传入西欧，摧毁了西欧的封建堡

垒，为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这是彝族远古先民羌戎

及中华民族火文化对人类的一项重大贡献。

(1 0) (彝族〕刘尧汉《彝族的占卡与西方未来学》

西方的未来学是近四、五十年来才产生的一门新学科，它是

从现状出发以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种种事象及现代社会发展的前

景。

三千年前我国商、周之际产生的伏蕃之《易》 又称《周易》

或《易经)> )所载八卦，官专用占扣吉凶，预制未来。因而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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