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页页江古'拔义话

木丽春著

民族出版社

1996 年·北京



(京)新登字 154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丽江古城史话/木丽春著.一北京:民族出版社， 1997.4

ISBN 7- 105一02761←4

1 .丽… 1 木… m. 纳西族一民族历史 N. K285.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宇 (97)第 00675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5 号邮编 100013) 

丽江华丽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4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云南第 1 次印刷

开本 : 787 X 1092 毫米 1/ 32 印张 :6 字数:1 40 千字

印数 :0001 -3000 册 定价: 15 元



序

和段棋

三年前，((东巴文化揭秘》一书的稿子，木丽春同志、请我看

了一下，当时我看了书稿上的标题以后心想，对于纳西族东巳

文化的研究和探索，将近一个世纪了，纳西族越来越被中外专

家和学者所关注，考察和研究的著作也很多，是不是对《东巴

文化揭秘》这个标题，作者有些过分自信了呢?看了书稿以后，

感觉作者是探索了纳西古文化发展的历史脚印，他的研究对

东巴文化的探讨向更深层次推进了一步。《东巴文化揭秘》一

书出版后，不出所料取得很好的社会效应。

《丽江古城史话》是作者收集积累了近四十年的资料，怀

着高度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责任感，先后写了两年时间才完

成的 。 《丽江古城史话》分为"玉河流域的磨些古村落"、"丽江

古城的崛起"、"丽江古城与磨些文化"、"改土归流与丽江古

城"和"丽江古城风情"等五章，内含"磨些三大部落的兴衰"等

七十多节，全书近十三万字，作者是花了心血，进行了艰苦的

劳动探索的。现在《丽江古城史话》要出版了，作者请我说几句

话，我就说几句话吧。



丽江古城是纳西族先民自隋末唐初经营至今约有一干多

年城建历史的文化名城，它是纳西族古文化的积淀圈，也是纳

西族先民吸收中原汉文化、藏域文化、白地巫文化等的多元文

化的集锦花朵，又是纳西族先民行以再创造的汇萃多元文化

的文明标志，所以丽江古城才毫无逊色地走进国家级的历史

文化名城之列，也是中国向联合国申报的世界文化遗产之一。

丽江古城向人类世界显示了古城蓬勃的生命力和令人激

动心魄的民族灿烂文化的魅力，它充分体现了古城文化的文

明价值。木丽春同志面对丽江古城的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他

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对古城作了全方位的考究工作，探讨了

丽江古城的历史发展面貌，也揭示了纳西族传统文化对古城

建的文明影响和纳西族有识之士吸收中原文化进行城建的文

化现象。丽江古城是纳西文化和中原文化兼收并蓄的多元文

化的杰作，也是纳汉文化相互渗透和相互依存的文明典范。所

以丽江古城的文化遗产，不容置疑，它是先民以纳西传统文化

为本，犬胆地有选择地吸收汉藏自等民族文化凝聚而成的人

类智慧的结晶，而丽江古城是这一文明文化结晶的永存载体 。

《丽江古城史话》的出版，它无疑对丽江的正在崛起的拓

展民族文化旅游事业有着导游和启迪的作用，也对正在恢复

重建古城的工程项目，将会提供历史的 、科学的、文化的依据，

避免对待文化内容的盲目性，增强文化寓意所指的自觉性，使

古城"整旧如旧"的恢复重建工程健康地进行。《丽江古城史

话》的出版发行，定会提高丽江古城的知名度，也将会吸引更

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对古城文化进行广泛的研究和探索。

当《丽江古城史话》出版之际，我感到在对纳西族古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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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和探索中，也存在着一个抢救的紧迫问题。面对知道本

民族传统文化的人越来越少的情况，我们要抓紧目前有一批

捻知民族古文化的人还健在的有利时机，把它挖掘出来，整理

成册，留存下来，传延下去 。 因而我也十分赞同作者提出的出

版纳西古文化系列丛书的建议，并以《丽江古城史话》作为第

一本系列丛书，我们热忱期待更多的国内外和本民族的专家

学者，齐心协力参加到这一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工作中来，

也希望"史话"的作者继续努力，更上一层楼，写出更多更好的

著作，我们热忱地期待着。

1996 年 10 月 28 日于丽江

.3. 



前

和 IJ .J寄

始建于隋末唐初的丽江古城，至今已有一干多年的历史 。

古城以玉龙雪山为背景，以水为魂魄，完美地将山与水，水与

居住环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其独特的城建格局，曲折有致的

街道深巷，高低错落的民居建筑与常流活水构成了人与自然

和谐统一的"浪漫空间"，描绘出了"雪山、绿地、小桥流水、纳

西人家"的诗情画意。在 80 年代，丽江古城光荣地走进了国家

级的历史文化名城的行列;又在 90 年代的今天，国家把丽江

古城又作为向联合国申报的世界文化遗产 。 丽江古城以其较

高的民族文化综合价值和古城城建艺术的整体价值，以及充

满魅力、神秘、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吸引着越来

越多的中外游客和独具慧眼的中外投资者，它正盛载着独特

而又神奇的文化遗产的财富 。从边陆的大山走向全国，又从中

国走向世界。

丽江古城作为活着的历史文化名城，它的声誉有如春雷

过大山，在望不断的重重大山间呼唤着，跳跃着;猛烈地激发

着纳西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尊心。丽江古城作为纳西

族的智慧形象的标志，和作为一笔宝贵的世界文化遗产，它遗

存在长江第一湾的腹地、屹立在圣洁的玉龙大雪山脚下，嵌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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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绿色的丽江坝子中央，存活在广大纳西人民的心中;但是至

今还没有一本系统的介绍丽江古城文化的书籍，今天木丽春

同志在对古城历史文化进行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过两

年的辛勤笔耕，((丽江古城史话 》终于脱稿成书了，为我们填补

了这一美中不足的缺憾。

木丽春同志出身在丽江县拉市乡的一个农民家庭，从小

深受民族文化的熏陶;他还在读高中的时候，与他人合写《玉

龙第三国 》民间叙事长诗。毕业后，他被分到省城某研究所工

作，但是他却从昆明弃职回乡，参加丽江县文化馆工作，在丽

江县文化馆工作的时期，几番深入山区，抢救收集三干余卷的

东巴典籍，也曾深入古城各街道收集计干余幅名贵的古字画;

他也是"丽江智人"的发掘者之一 。后来，他又从事民族文化研

究工作，曾撰写了《东巴文化揭秘》专著。

《丽江古城史话》是作者历史地文化地全面阐述丽江古城

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他还大胆地科学地提出古城文化的价

值取向 :纳西族有举世瞩目的象形文字文明，又有以纳西族原

始文化作为本源文化，广泛吸收汉域道佛教文化，藏域苯敦和

藏传佛教文化，白地巫文化熔为一炉的东巴文化文明，也有

《巴石什礼》古乐文明，还有一大批本民族的文人学子，使其移

植进来的汉域洞经音乐改造成纳西古乐的文明，也有融汇纳

汉藏绘画艺术的丽江壁画文明，还有集成纳汉藏自民居建筑

艺术的古城民居遗产文明，也有古城民居构建格局的文化文

明，也有丽江古城城建格局规划文化的文明，还有古城桥市文

化文明……等的文化遗产 。这些均系先民创造的智慧结品，而

丽江古城是拥有这一文明财富的独特载体 。

纳西先民是丽江古城的创始人，是他们创造丽江古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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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文明的灵魂。木丽春同志以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揭示

了凝聚这一智慧灵魂的文化因素，充分阐述了古城与纳西传

统文化的遗留，古城与汉文化的遗留，古城与藏自文化的遗

留;从而明晰地指出丽江古城是这一多元文化遗留的积淀宝

库;而这些文化遗留又是涵盖古城文化遗产的内蕴。木丽春同

志置身在这一拙特的历史文化名城环境氛围里，他带着民族

特有的神奇的文化心态，和奇异的民族文化视角，在拥有丰厚

资料的条件下，撰写《丽江古城史话>>，而《丽江古城史话》的最

大功绩，是分清了丽江古城文化遗产的源流，也判明了纳、汉、

藏和自等民族文化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有机联系，并揭示了

各民族文化水乳交融般的相互丰富相互依存的历史关系。他

为丽江古城的研究扩展了新的视角，新的文化价值。《丽江古

城史话》在方兴未艾的纳西文化研究中是一枝独异的花朵，其

独异的芳香更加引起人们对古城文化的关注和兴趣，其成果

将更加启发和促进把古城文化的研究引向深入。我们也热诚

地期待更多的国内外有识之士和本民族的文化人，参加到开

发利用丽江古城文化的工作中来，这将是具有深远的历史和

现实意义的大事情。

1996 年 11 月 16 日于丽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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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玉河流域的磨些古村落

第一节 磨些三大部落的兴衰

隋末唐初以来"酋寨星歹IJ ，互不统摄"的磨些族，在滇西

北地区出现了部落联盟为基础的三个磨些大酋长部落。那时

一个大酋长部落包有几十个或近百个小的酋寨，而这些联盟

组织起来的小酋寨，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联盟成相对统摄的

大部落。

一为蒙(梅)醋醋一系的磨些大酋长:此一支的氏系为禾

梅互婚集团发展起来的势力 。 其蒙醋醋一系磨些大部落盘踞

的地域为:东从吕底(永宁)起到格底(今中甸县东坝乡)、主底

(大小中匍)、公底(巨甸)、鲁底(鲁甸)、临西(维西) ，还有磨些

江(金沙江)流域一带地方。蒙醋醋→系的磨些部落联盟的据

有地盘最大，拥有的人口也最多 。

二为波冲一系的磨些大酋长，其被冲一系的磨些大部落，

又称为磨些诏(越析诏) ，它为束尤互婚集团发展起来的势力，

盘踞的地域为宾)1\、永北、薄渠、盐源、盐边等地方，此一系磨

些诏盘踞的地域也较大，拥有的人口也多 。

三为尤古年一系的磨些大酋长，它为束尤氏族互婚集团

发展起来的势力，尤古年盘踞地域为丽江坝、拉市坝、白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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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宝山、东山、奉科等地，它与蒙醋醋和波冲一系的磨些大酋

长势力相比，不仅地盘小，而且势力也比较弱小。

这是唐时三大磨些大酋长势力比较的情况 。 但是当时此

三个磨些大酋长势力，其蒙醋醋一系的势力依附于吐蕃，波冲

一系势力为南诏所辖，尤古年一系势力，因地少力小，又居住

在远离南诏和吐蕃的江湾腹地的口袋底 ，其特殊的地理位置，

对南诏和吐蕃任何一方威胁不大，因而它处于两边讨好的地

位 。

从当时南诏对待这三个磨些大部落的政策上，也明显地

看出来三个势力的对比:磨些诏，它为南诏六诏中的越析诏，

如一头伏卧南诏榻边的猛虎 ，随时威协着南诏的安全。这样南

诏对待这只老虎的态度是拔除磨些诏，以绝心腹之患，方有南

诏的安全发展。当时唐王朝也为牵制吐蕃的势力，希望有个强

大的南诏政权，与吐蕃相抗衡，以减弱吐蕃对唐王朝的压力。

所以越析诏变成了唐王朝扶持南诏的牺牲品。这样南诏豪族

施以阴谋诡计，杀害了越析诏诏主波冲。虽然波冲被杀后，佳

子于赠不服，带领部落子民和携带越析诏传家宝锋栗，北渡金

沙江，重整旗鼓，多次欲复 l故土，终因于赠失利，投江自杀，几

天后捞获其尸和锋架，越析诏最后灭亡 。 其越析诏的磨些子

民，作以鸟兽散，一部分流散到藻渠等地方，另一部分返回盐

源、盐边等地方，不复南下了 。

越析诏又称为磨些诏，它是纳西族先民建立的政权。此一

系的磨些蛮从哪里来呢?人们一般认为是从四川盐源、盐边南

下，渡过金沙江进入宾川坝，建立了越析诏政权。

蒙醋醋一系的磨些势力，雄踞铁桥上下，此一系势力分布

在南诏和吐蕃两大势力的缓冲地带，他依附南诏或吐蕃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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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一方，都直接关系到南诏和吐蕃的力量对比。所以南诏在唐

贞元十年(公元 794 年)大破吐蕃于铁桥，基本上解除了吐蕃

对南诏的威胁势力。可是南诏面对盘踞金沙江铁桥上下大片

土地的蒙醋醋一系势力，犹存戒备心理。南诏大破铁桥后，他

把依附于吐蕃的万户磨些部落的酋民从铁桥盐边一带迁往滇

中，以削弱蒙醋醋一系的势力，蒙醋醋一系的磨些部落不再依

附于吐蕃;南诏成为云南的统治者，也统一了全境。

南诏对待尤古年一系的大酋长部落的磨些势力，因尤氏

所踞的地域叉地处江湾腹地的口袋底，在唐王朝、南诏和吐蕃

三大势力的逐角中，没有涉足到这个地方$在其三大磨些势力

的对比中，尤古年一系的大酋长部落比其前两个磨些部落的

势力弱小，一般取以安抚或者用其力量，承认其世袭酋长地

位;另一方面采取"与南诏为婚姻家"的办法。这种婚姻无疑是

借姻娅巩固彼此间的联系。

显然，磨些地域时为吐蕃所有，时为南诏所辖，所以在磨

些族的东巴经典记载有 z天为藏人开，地为白人辟，磨些居老

二，没有天和地。这一载文却真实地反映了磨些族时为藏族所

辖.时为白人所管的真实的历史情况。所以从贞元十年到唐朝

灭亡，这 103 年的时间内，磨些地区一直在南诏的统辖下。

唐朝时候，磨西三股势力，真蒙醋醋一系的势力受到极大

的削弱;波冲一系的越析诏，亡于南诏。时约在唐开元二十六

年至天宝七载以前，即公元 738 年一一748 年，尤古年一系的

磨些大酋长与越析诏阻隔重山峻岭，也同蒙醋醋一系阻隔大

山大江。据传那时候从石鼓至丽江的道路还没有开拓，而却有

一条由吕底(永宁)至格底(中甸县东坝、乡)、主底(大小中甸人

公底(巨甸〉、鲁底(鲁甸〉、临西的贯通全境的道路，所以尤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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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系的大酋长世代据守丽江坝、拉市坝、大具、臼地、宝山、

大东、奉科等地域，虽然他的地域比起越析诏和蒙醋醋一系大

部落是小多了，其势力也弱小多了，但由于尤古年一系的大酋

长部落对南诏取以亲和，与本民族的两大部落取以中立的态

度，致使南诏与越析诏和蒙醋醋一系的大部落产生矛盾，它们

相残时，尤氏自守中立。因而自唐以来，尤古年一系的势力范

围内，未有过兵火相残，使其南诏异牟寻封赐境内的玉龙大雪

山为"北岳"尤古年一系的磨些大酋长，在唐时建造北岳庙，

此为纳西族始建的第一个寺庙，庙里塑以北岳神，也是磨些族

笃信的阿普三多神抵，至今还有当年植造的唐柏 。 显然，这也

是尤古年一系的磨些大酋长授南诏册封的民族神抵，它也反

映了当时南诏异牟寻与尤古年一系磨些大酋长的相互关系 。

在这一段相互安定的历史时期，蒙醋醋一系大酋长部落，

通过近百年的休养生息，势力逐步又转强大了，而尤古年一系

的磨些大酋长部落，在近 300 年的唐朝时期，躲藏在江湾复地

的口袋底，从未经历过战争的祸殃，也从弱小变强大了 。 到了

宋代，随着南诏势力的消亡，又出现了段氏一统的大理国 。 那

时蒙醋醋一系和尤古年一系为首的磨些两大部落，己拥有能

同大理国相抗衡的"段氏虽盛，亦莫能有"的自立局面，说明当

时磨些两大部落已拥有了相当强大的实力，他们自立以诏，自

任大酋长，足可以与大理国相抗衡 。

磨些三大部落联盟组织，波冲一系的磨些诏灭亡，以后再

也没有复活起来了。那么，蒙醋醋一系的磨些部落，和尤古年

一系的磨些部落，此两个大部落联盟组织，在宋朝时候的情况

又如何呢?磨些"酋寨星列，互不统摄"，由于他们在外族侵害

的痛苦教训中，深感其"酋寨星列，互不统摄"的祸害，于是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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