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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盐边，古称大笮。因这里的古代少数民族用笮渡江河，

或因这里是古笮人聚居区之一丽得名。历史上属我国的西南

夷地区，其具体疆域已不可考。汉、唐，这里是笮人，昆明

人、摩挲夷，松外蛮活动地区之一。到了明、清，这里逐渐

摊成为么些(汉音为么梭)、摆夷、傈僳、西番、水田、

苗、汉、自、彝等多民族杂居区。现在，是一个汉、彝(水田)、

傈僳、苗、纳西、傣、白族、等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县。

属四川省渡口市。

历史上，由于历代封建王朝和地方军阀、国民党政府推

行大民族主义，搞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不重视少数民族地

区的开发和发展。由于这里地处雅砻江下游横断山脉之中，

大山盘结、峰峦重叠。高山狭谷、交通闭塞。这样的特殊地

理条件，使得这里长期与外界隔绝。这里历史上自西汉

建县至唐中叶，与内地文化、经济虽有往来，但自唐中叶没

入吐蕃属南诏以后，县治遂废。直到民国元年，才重新设

置了盐边县。自唐废县到清嘉庆、道光年问，满清行屯田开

垦，才有大量汉族迁入，带来了内地的社会、政治、经济、

文化影响。这中间约一千一百多年，这里都处于关闭状态。

而历代的封建王朝和国民党政府，地方军阀，都将这些地

区，视为“蛮夷之地"。推行“羁縻之治”或搞“以夷治

夷"。他们并不关心这些地区的社会进：步、生产发展。

更不关心广大的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利益。仅依靠少数民族

牛的上层贵族，封他们为土司(长官司、土千户)、土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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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其子孙承袭，坐享其成，高居于统治地位。这些落后保宁·

的统治者，养尊处优、坐井观天、夜郎自大。只知寄生享

乐，不图进取发展。而历代中央政权，对这里时而设置郡

县，时而羁縻，时而土流兼治，时而府卫参设；时而分治，

但皆视为不毛闽濮之乡、鞭长莫及之地。

上述诸因素，使得这儿社会发展缓慢，甚至长期停滞不．

前。社会制度、政治、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这种落后状

态，造成了对这里的少数民族历史资料缺乏。汉族官修的汉、

文史志缺载或少载；少数民族自己则基本上没有记载。给研

究这里的历史，发展这里的现在和将来，造成缺少信息资料
的困难。

两盐和木里，自古是我国么些的主要定居区和聚居区。

现在盐边又是多民族杂居区。搜集整理纂写提供盐边等地的

少数民族历史资料，对于研究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发展少数

民族站区的经济文化，对于建设渡口发展渡口市区内的少数“

民族经济文化，改善提高少数民族生活水平都有积极意义。

为了便于了解渡口市属盐边县的少数民族历史，提供对这里、

少数民族研究的资料。促进民族地、区的进步和经济文化发展

繁荣。盐边县民委，决定编修这本((盐边民族志》，得到县

委、县人民政府和渡iml市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支持和赞助。

《盐边民族志》由叶大槐纂写秦汉至民国的历史部分。由毛

尔哈纂写从一九五。年至一九八。年的当代部份。属于历史

部份，过去官修的史志缺载，或虽有记亦仅一言半语，一鳞

半爪，语焉不详，编纂时遇到了很多困难。经过三年多的努

力，笔者通过三条渠道搜集资料，才形成了《盐边民族志

(初稿)》的历史部分，完成了纂写工作。当代部分，虽有

档案材料，但亦残缺不全。通过笔者调查补充，完成了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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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纂写。因此，挂一漏万，在：所难免。虽然完美最好，
在资料缺乏的情况下，缺漏又比完全没有好。这本有缺点的

《盐边民族志(初稿)》，作为引玉之砖献给读者，希望今

后有志之士来对此补缺修正。

这本志的历史资料来源是：1、考古调查材料。这部份

材料因唐中叶此地没入南诏后，居住在此的少数民族多行火

葬。明、清时代迁入的摆夷、傈僳、苗等虽土葬又不重厚

葬，实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葬俗。加上盐边土质酸

性极重。以发掘的清乾隆二十四年下葬的阿懿墓为例，不仅

尸骨化泥，红漆棺木亦化为泥土。不重厚葬，火葬、酸性土

等给寻找古代地下资料造成了困难。2、从历代汉文正史、

野史及邻近县、府的地方史志中搜集一鳞半爪的有关记载。

并依靠近现代民族学者的著述，从中寻觅与盐边民族志有关

。的资料。3、通过民族调查，搜集、整理各民族口头流传的

历史资料和进行社会调查，进行汇集分析。因此，这本“盐

边民族志》无论系统性、完整性、资料性、科学性等方面，

都存在着缺点，请读者批评指正。

志者记也。在纂写中，由于资料奇缺，为了照顾历史

性，资料性、地方性、民族性等特点，在收集资料时，即使

是支言片语，只要有辑纂价值，亦收集綦入。因此，难免缺

点或不足。由于纂写人学识、能力有限，修纂((盐边民族

志》又属开生荒工作。所以，尽管耕耘了、种植了、有了收

谈，但并不等于丰产。无论如何，必竟开拓了这块土地。其

缺漏不足部分，待今后修志者来填漏补齐。由于历代行政区

戈B更易，本书辑录的历史材料范围，包括今盐边县的邻近地

甚。因此定名为《盐边民族志》。

本书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纂成的。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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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八二年由前民委主任傅正恩(彝)主持开纂至一九八四年

底纂写完成。得到李朝申(彝)、张涵(藏)、芦从顺(彝>

同等志的大力支持和赞助，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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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边地区的少数民族历史概况

(～)从秦汉时代到吐蕃侵唐

盐边县的历史，更古已不可考。

根据一九七九年五月到一九八。年七月的考古调查征集

和发掘到的地下文物，与史籍文献对照可以作出如下的认

识：

一、在今健康、缱鱼、渔门、惠民等公社发现的原始公

社末甥的新石器时代磨制石器：石斧、石锛、石杵、石甜削

器及同时发现了一些陶片，陶纲坠和发掘的石棺葬中发现的

程糙手剑夹沙灰陶罐等考查，这些石器的器形、器质以及石

棺葬出土陶罐的梳篦纹等，对照西昌礼州原始公社的遗址出

土文物。可以判认为：大约在拒今三千年至四千年的原始公

社末期，已有人类在这里居住、生产和生活。 ·

二、在今盐边健康公社的坛罐窑和江西公社朵格、江西

二队出土的青铜器。包括铜矛、铜短剑、铜斧、铜戈、铜锸，

以及花果山出土的铜柄铁剑等青铜时代的少数民族文物判

认，这些文物是远在春秋时代到秦汉时代的少数民族遗物。

特别是这批青铜器中的山字格螺旋柄短剑，和云南省滇西地

区出土的C型剑形制一样。据云南省博物馆张增棋同志在

1982年((考古》第l期发表的文章《云南铜柄铁剑及其有关

问题的初步探讨》他们“采李家山2l号墓中与铜柄铁剑共同出。

土的铜器木柄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作放射性碳素

测定，结果为2500±105年，相当于春秋末至战国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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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铜柄铁剑基本上是模仿当地青铜剑制作的。"而“与此器

形、纹饰相同的青铜剑在昌宁新街，祥云大波那、楚雄万家

坝和禄半黑井都有发现。”这些剑被该文归类为滇西地区的

C型D型青铜剑。而盐边发现的山字格螺旋柄青铜短剑，属

于同一文化类型的古代少数民族遗物。而在盐边发现的无胡

戈，其爱上铸造的纹饰与出现在中原青铜器上的殷商文化的

饕饕纹很近似。上述论据证明，远在春秋末至战国初期，在

今盐边地区生活的少数民族，文化已相当发达，而且明显的

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

三、根据历史文献记载。 《大藏扎记·帝系》说： “黄

帝居轩辕之丘，娶于西陵氏之女谓之嫘祖氏。产青阳及昌

意。青阳降居泯水，昌意降若水。昌意娶于蜀山氏，蜀山氏

之子谓昌濮氏、产项颛。”《史记·五帝本本纪》记载也大

略相同。；氐水和若水都是古代羌人的分布区域。《山海经·

海内经》说： “黄帝娶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居若水，‘生韩

流、韩流⋯⋯取淖子日阿女，生帝颛顼”郭璞《传》引《竹

书纪年》说： “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乾荒(即韩流

也)生帝颛顼。，，《水经注·若水》记： “若水沿流间关蜀

土，黄帝长子昌意，德劣不足绍承大位、降居若水为诸候

焉。娶蜀山氏女，生颛顼予若水之野。”彝族语言中称“诺”

为黑，诺若同音。若水邸为黑水之意。《蛮书·卷二》“东

泸(水)，古诺水也。”东泸水即今天的雅砻江。雅砻江又

称诺矣江。“诺矣，，为彝语的黑水。氐羌系统的少数民族，

是今纳西族、彝族等少数民族的先民。上述记载说明远在传

说的黄帝时代，氐羌系统的少数民族，已在今天的雅砻江流

域定居从事生产活劳了。

又据《尚书·禹贡》篇。四川古代属梁之荆域。雅砻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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