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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库》出版说明

民俗学是研究民间各种风俗习惯的一门学科。它在我国

建立和发展。已经历了半个多世纪，走过了曲折的道路。目

前，这一学科正在向广度深度发展，引起了国内外越来越

多的人们的重视．为了继承和发扬我国各民族优秀的民俗

文化遗产，促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团结，为了适应我

国民族民俗学学科建设的需要，我社决定出版大型丛书——

《民俗文库》，并为此成立了编委会。这套丛书将着重介绍

我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的居住，饮食，服饰，生产、交通、婚

姻、家庭，村落，岁时，节日，丧葬、宗教、道德，礼仪、

口头文学等风俗民情。为了推动民俗理论研究工作发展，本

丛书还将适当地收入国内外有关民俗学的专著和译作．

千里不同风，万里不同俗。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

各自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鲜明独特的习俗。我们深

知，编辑出版如此大型的丛书，并非轻而易举。我们衷心希

望得到民俗学，民族学专家和广大读者的大力支持，使这套

丛书真正成为各民族民俗遗产的荟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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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神话色彩的地方

如果说云南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是以它璀灿的文化、

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绮丽的风光使人倾倒，那么，景洪县的基

诺山区和补运寨的基诺族则以其独特的原始文化和古朴的民

风而使人神往。

从景洪县城乘汽车，两个多小时即可抵区政府所在地戛

里果箐。这里原是一片茫茫的原始森林，几人才能合围的参天

大树，遮天蔽日，直径一尺左右的大蟒蛇常出没林间J地下

到处是沼泽，连老水牛都可j以陷下去。林中时常会发出敲鼓

似的“咚咚"声，传说这里原是神鬼居住的地方，人们要经

过，必须杀性祭祀，而且不敢走进森林腹地。只能从边沿绕

过。1959年，基诺山修公路，戛里果等开辟成一个小平原。

1960年，区政府(那时叫人民公社)从巴雅寨搬到这里，如

今这里已成为基诺山区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

据1992年人口普查，基诺族共18000余人，主要聚居在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县基诺区。还有1000余人

聚居在景洪县勐旺区的补远寨，其余散居在景洪县的勐养区

橄榄坝区，勐腊县的勐仑区、象明区等处。基诺族聚居的基·

诺山区，基诺语称为“基诺洛克”，汉语旧译为攸乐山。基

诺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无文字，靠刻竹木记事。基诺族

信仰原始宗教，主要形式是灵魂崇拜和祖先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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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诺山区东连小勐仓，西接小勐养，南邻橄榄坝，北靠

勐旺，面积约4000多平方公里。基诺山遍布原始森林。在古

树参天、遮天蔽日的密林中栖息着野象、野牛、犀鸟、飞猴

等珍禽异兽。基诺山属热带山区，土地肥沃，雨量充足，主

要农产品有旱谷、棉花、玉米，盛产茶叶，是驰名的普洱茶

六大茶山之一。解放前生产水平低，耕作粗放，处于刀耕火

种“轮歇秃荒"阶段，所以粮食不够食用，还需辅以采集和

狩猎。山地采集多为妇女进行，采集的野果有一二十种，野

菜有二三十种。在劳动余暇，妇女还用简陋的腰机织布，男子

能编织各种竹器，有的还能打制铁质小农具和银饰品。

基诺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它曾经历过血缘家庭公社、

母系氏族及父系氏族公社等阶段。至解放时，仍处于原始社

会末期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农村公社阶段。但部分村寨已出现

土地租佃和买卖，雇工和高利贷剥削也已发生。基诺族的历

史是一卷真实而生动的原始公社画卷，是一座研究原始社会

的宝贵资料库。
‘

过去，基诺族深受国民党和傣族土司的双重压迫，过着

十分悲惨的生活。为了反抗国民党和漆族土司的压迫，基诺族

人民不断地进行英勇不屈的斗争，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

1942年一1943年反抗国民党征兵的起义斗争。这次斗争持续

了三年多，国民党反动政府因屡次进攻失利，被迫同意不再

向基诺族征兵和加派苛捐杂税。这次斗争在基诺人民中的影

响很深，直到现在，基诺族地区还流传着一些起义的传说，

把起义中的英雄并加以神化。

1954年6月，党和人民政府派民族工作队进入基诺LIl区，

争取和团结了基诺族中有威望的村社长老，疏通民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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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发生产，发放救济粮，帮助群众解决生活和生产中的困

难，改善了人民生活。1956年底，基诺山普遍成立了换工互

助组。1957年初成立了“攸乐山区生产文化站"。1958年成

立了“基诺洛克公社”。1979年6月，国务院正式确认基诺

族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共同体。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基诺族人民贯彻了“以林为

主，粮食自给，多种经营，综合发展”的生产方针。划分林

牧区，固定轮歇地，统一规划，分户经营。群众在荒山、荒

坡、林下种植了砂仁、橡胶、茶叶、热带水果。由于政策对头，

措施得当，又有专家指导应用科学方法种植，粮食产量成倍

增长，经济收入不断增加，物质文化生活显著提高。近几年

群众自筹资金，修建水池、安装水管、架设电线、修桥筑路、

兴办电影事业。现全区6个乡都买了电影放映机和微型发电

机，45个自然村有32个通了电，38个村用上了自来水，60％

的村寨通了公路。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区上办起了完小和中

学，45个村都有小学。令天群众的生产、生活都发生了历史

性的变化。

·3·



二、基诺人的来历

关于基诺族的来历，在基诺族中流传着几种说法：

神话传说中说：基诺人是创世女始祖“阿嫫尧白”创造、

的。远古的时候，整个大地都被无边无际的大水淹没了。后

来，从水中浮出来一个力大无穷的女人，她就是阿嫫尧白。

她创造出天、地、日、月、星、辰，但是大地上无生灵。她：

搓了搓手，把搓出的汗垢扔在地上，地上便长出青草树木； i

她又搓下身上的污垢，做成人和各种动物。人和动物都是阿i

嫫尧自身上的汗垢变成的，都有她的灵气，都会说话，都要i

生存。人去砍树，树不愿让人砍，动物肚子饿了要吃人，大；

地上一片混乱。阿嫫尧自准备搬造出来的这些东西晒死，以；

便重新安排天地万物。她造了七个太阳，七个太阳把地上的；

一切植物都晒死了，地上形成人吃人、人吃动物、动物吃人i

的混乱局面。阿嫫尧白便发洪水淹没了大地。这时有一对兄；

妹，哥哥Hq玛黑，妹妹叫玛妞，他们的父母为他们想了一个i

逃生之计，即砍倒一-棵大树做成一个大木鼓，把兄妹二人装

进鼓里，让鼓随水飘流。过了不知多少天，洪水退了，大鼓

停留在基诺山“杰卓”的最高峰“苏毛普它”。兄妹俩从大

鼓里走出来，他们成了亲，安了家，种出一个有房子大的葫

芦，里面还有人说话。兄妹用烧红的火钳捅葫芦，当他们分

另0朝三个方向捅时，里面都有人的声音说： “不要朝这边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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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然我们会被烙死"。他们又朝第四个方向捅，里面有一个老

女人的声音说： “朝我这边捅吧，我死了以后你们不要忘记

我。”葫芦捅开了，从里面相继走出布朗族、。基诺族、傣族、

汉族、哈尼族来。

被捅死的老女人名叫“耳”，她为人类的出生献出了生

命，所以基诺族尊称她为“阿妣耳”，即“老祖母耳”。为

了纪念她，基诺族在唱歌开始时都要呼喊她的名字，在吃饭

时要先请她吃。

这个古老的神话，反映了妇女在基诺族创世时的伟大作

用、人们对妇女的尊敬以及血缘婚的史影。

口头流传中说：基诺族的祖先是随孔明南征到基诺山的

战士，因途中睡觉而掉队，他们睡醒来追赶队伍到达江边，

孔明已率军过了江。为严肃军纪，孑L明没有收留他们，但给

他们留下茶籽，教他们种茶，又教他们照着自己帽子的式样

建造房子。

还有的传说讲：古时候，孔明向云南王要一片土地，王

问他要多少，他回答只要一弓之地，王同意了。，孔明请人造

好弩，派三千人拉弩，八百人抬箭，一箭就射到基诺山的孔

明山，王派人去找箭，有的人就在dj上睡着了，他们便是基

诺族的祖先。

把基诺族的族源与孔明故事联系在一起的传说，无可靠

的历史事实依据。因为孔明南征并未到过基诺山，但这个故

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族团结的史影。

历史学家关于基诺族来历的问题，有不同的说法，有的

学者认为基诺族自古代就生息在基诺山，其祖先最初定居的

地方是基诺山的“卓杰”，其中有块地方至今仍叫“特巴特

· 5 ·



前”，意为基诺族共有的祖先的住牧地。有的学者则认为基

诺族的祖先是古代从北南迁至金沙江流域的氏羌族群的一部

分。迁徙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孔明南征而引起的。据说他们

迁徙到西双版纳后，经过勐遮、勐养一带，最后定居于基诺

山洛特大队附近的“卓杰山”的山梁上。

传说最先定居在“杰卓，，的是一个女祖先。她生了七男

七女，兄妹相互婚配，逐渐繁衍了人类。由于人口增多，逐

渐形成三大部落。一个部落叫“阿西”，一个部落nlj“阿哈”，还

有一个部落叫“鸟尤，，。由于相互械斗，阿西部落中有的人

搬到了司土寨，被称为“母寨"。有的人搬到巴夺寨，被称

为“父寨”。由于“母寨，，与“父寨，，通婚，人口逐渐发

展，形成了巴亚、么卓，巴来、回珍、少纽、左米等十几个

儿女寨。这些寨子一般称为基诺山的前半ljj。“阿哈”部落

中有的入搬到巴普寨，被称为“父寨”。有的人搬到巴飘

寨，被称为“母寨”，两寨通婚后，人口繁衍形成了亚诺、巴卡、

普米、札果等寨。这9个寨一般称为基诺山的后半lJj。每年前后

两半山的各儿女寨(包括父寨)，都要回到母寨进行一次祭

祖仪式，叫祭大龙。祭祖期间，剽一·次牛，各家平均分一份。

照惯例每三年母寨和父寨要巡视儿女寨一次，到时候，儿女

寨要远出迎送，热情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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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母系氏族社会的史影和遗风

基诺族定居于“杰卓”山时，还处于原始母系氏族社会誓

从其兄妹互相婚配来看，仍处于原始时代的血缘家庭阶段。

而基诺族的母系制被父系制取代的时间，却只有三百多年，

所以至今在基诺族社会生活中，仍可看到许多母系氏族社会

的史影和遗风。

属相的排列和女

始祖开天辟地

汉族的属相有十二个，即鼠、牛、虎、兔、龙、蛇、马、

羊、猴、鸡、狗、猪。基诺族的属相也是十二个，但它的来

历很有趣，它是用创世女祖先阿嫫尧白创造事物的先后顺序

来定名和排列的。阿嫫尧自出世时，宇宙是一片汪洋，在世

界上水比阿嫫尧白早诞生，所以水排在属相的第一，基诺语

称“正搓”日，阿嫫尧白是第二个在世上诞生的，所以属相

的第二个是阿嫫尧白的生Ft，基诺语称“尼嫫”日。阿嫫尧

白出世后创造了太阳、月亮星宿，然后天地合拢又产生出

草、风、树、雨、七个太阳和火。所芝l属相的第三至十二便

按这个顺序排列下去。即太阳生日称为“章”日，月亮生日称

为“布罗”日，星宿生日称为“尼"日，天地合拢日为“帽”

It，草的生日为“许”日，风的生日为“赛尔"日，树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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