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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格博文库〉总序

齐扎拉

云南藏学以研究云南境内的藏族及其民族关系为主要对象。

云南藏族主要聚居在迪庆藏族自治州境内，迪庆藏族自治州地处

滇、 川、藏三省交界处，总面积23870平方千米，人口 334332

人，其中藏族约 12 万人，人口在千人以上的还有保傣族、汉族、

纳西族、彝族等 8 个民族。自治州辖香格里拉县、 德钦县、维西

保傣族自治县三县及迪庆藏族自治州扶贫民族经济开发区，其

中，香格里拉县原名中甸县，为了适应迪庆藏族自治州政治、经

济和文化的快速发展，经国务院批准于 2002 年 6 月改名为香格

里拉县。 州府设在香格里拉县建塘镇，距省城昆明 709 千米，经

香格里拉机场起降的航班可直达昆明、拉萨、成都和广州，迪庆

与外界的距离已经大大缩短了 。

考古发掘说明迪庆境内早在4ω0 多年前就有人类活动，汉

时这里为越寓羌牛毛牛地(又为神川、牛毛牛)11) ;唐代为吐蕃铁桥

节度地;宋时为吐蕃东封地;元时为唐古特地;明时为丽江木氏

土司地;清初为西藏属地;雍正二年(公元 1724 年)归版设治

后，划归云南管辖，设中甸厅，雍正五年(公元 1727 年)设维

西厅(辖阿墩子) ;民国元年(公元 1911 年)中甸、维西改县，

直属云南省腾越道。 1950 年，中甸、德钦、维西相继和平解放，

三县均归丽江地区代管。 1957 年 9 月，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批准，成立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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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庆自然环境特殊，区位优势明显，历史上时常是兵家必争

之地，当然也是藏族和其他民族友好往来的历史通道。这里的战

略地位十分重要，历代中央王朝通过西藏地方或云南土司占据并

长期经营的方式管理这一地方。 与此相应，在历史长河中，迪庆

各族人民在建设家乡、开发边疆、保卫祖国，以及在祖国大家庭

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都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 迪庆人民勤

劳、勇敢、聪明、智慧，在历史进程中，留下了大量的历史档

案、文献和文化遗迹，不仅成为历史的见证，而且也是云南藏学

赖以开展的历史源泉。

《卡格博文库》就是以学术研究的方式，要系统而全面地研

究和反映迪庆地方民族、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历史发展过程，展

现迪庆籍各类专家和学者在学术研究领域已经进行和正在进行的

研究全貌。 《卡格博文库》的内容广泛，题材丰富。 从时间跨度

上看，迪庆有人类活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晚期，而藏族形

成的历史也有1 300多年的历史。 从研究的领域看，云南藏族以

及迪庆地方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宗教、文化、军事、科

技、交通和民族关系等方面都包含有十分丰富的内容，然而这些

领域的许多方面在学术研究上还很薄弱。 云南藏区及藏族与周边

地区和周边民族是有着密切联系、友好往来和广泛交流的，有关

的历史内容大量的记载于藏文的史籍和档案之中，同时见于汉文

地方志、历代王朝的官书之中，还有一些见于纳西族的历史史

籍，蒙古文、满文的史籍和档案中 。 此外，国外的一些藏文资料

和外文史籍中包含着有关云南藏区和藏族的记载。 资料是研究的

重要基础，但资料的发掘、整理、研究和探索方面的工作还十分

有限，这是云南藏学需要加强的地方之一。

云南藏学研究起步晚，资料匮乏，资金不足，学术活动的开

展有一定的难度。如今迪庆的经济发展的势头很好，我们正在把

迪庆建设成为全国最好的藏区之一，学术研究一方面要适应迪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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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一方面又要积极适应全国藏学发展的大好

趋势。我们要很好地总结过去的成功经验，不断地开拓、自强、

自新，要有新思路、新办法、新行动。《卡格博文库》就是一种

新的尝试，它也是一个平台，通过它把自治州内外迪庆籍各民族

的专家和学者吸引进来。而且不仅如此，由于《卡格博文库》

涉及的内容广泛和具有难度，我们仅靠自身的力量难以做好工

作，因此我们还要向北京、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

地的藏学等相关学科的学者寻求帮助，形成自治州内外的学术

互动关系，努力把迪庆学术和云南藏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历史

阶段。

云南藏族是藏族的一个分支，云南藏学是藏学研究的一个重

要构成部分，中国藏学发展的大好形势和云南藏区社会经济的发

展，为云南藏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同时也面临新的

挑战。云南藏学如何在新的历史阶段加快发展?云南藏学的发展

战略和目标是什么?云南藏学如何体现自身的优势和特点，并在

国家藏学发展战略中崭露头角发挥应有的作用，体现应有的价值

呢?我们应该立足于学术研究，及时掌握国内外藏学发展的前沿

动向和最新信息，联系中国藏学的时代要求和任务，抓住藏学研

究的特点和规律，力图运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总结经

验，指导实践，揭示云南藏区以及西藏和其他藏区社会发展的本

质和规律。邓小平曾提出一个很有价值的观点，他说关键是

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

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因此，云南藏学在加强学术基础

研究的同时，还应当与云南藏区的实践结合起来，注重前沿性和

前瞻性问题的研究，加强重点领域和重大课题的研究，为云南藏

区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服务，为迪庆藏区的发展和稳定

服务。

我们衷心地希望《卡格博文库》与藏学等相关学科的优秀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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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和学者同在，祝愿 《卡格博文库》 越办越好，成为世人了

解迪庆、 了解云南藏族的一个重要窗口和平台。

2007 年 8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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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亚娜

此书稿成，瞩我写序。 我不会写文章。 但作为怒族的一分

子，无论就工作性质，还是个人感情而言，我都义不容辞，故提

笔写此序。

怒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 怒族先民早在1 8∞多年前就已居 | 廖
住在怒江和澜沧江两岸，是美丽富饶的怒江大峡谷的开拓者。 只

是由于自然及历史等诸多方面的原因，直至 20 世纪 50 年代初，

怒族社会仍然保留着较为普遍的原始公社遗迹，其经济、文化依

然呈现为古朴淳厚的原始面貌，具有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活化

石"的特点。 马克思曾说过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

面优越于其他民族。"怒族也不例外，在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过

程中，她的先民就不断地总结与自然和社会抗争的经验，创造出

辉煌的历史文化，并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体系，为中华民族的文化

宝库增添了奇光异彩。

认识自然、改造自然，适应并改造环境，这是人的本质属

性。马克思也曾经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

不是随心所欲，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

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正基于此，怒

族人民集千年的文化底蕴，面对特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利用

石、竹、木为代表的自然物，创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壁耕农

业"、溜索交通和独特的猎神文化，以及一整套科学指导生产



和安排生活的物候历法。 并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具有鲜

明民族特色和地方风格的手工艺品及其精湛技艺红纹麻布"

色影艳丽，图案丰富"怒斯"精巧独特;转扇、挎包精彩绝伦

…..各种器具都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 而且怒族人民向来热爱

生活 、 热情奔放，还创造了射弩、秋千、滑草、爬杆、顶竿 、

"怒球"、"虎熊抱石头"、下母猪棋、过溜等数十种游娱样式。

所有这些，都凝聚了怒族人民的智慧和心血。

此外，怒族的民间文学艺术同样也是其历史文化的精华之

一。 "你想知道我有多少歌，就去数数沙滩上的沙粒;你想知道

我有多少舞，就去数数山坡上的树叶。"这首民歌形象地道出了

怒族人民热爱自然、师法自然，得益于山水所赋予的灵4性，以艺

术的方式表现其所认知的自然与社会 、 历史与现实的真实，反映

出她们丰富多彩的生活，集中体现了怒族人民独特的艺术情怀和

审美观念。 有神圣庄重的《婚礼歌》、《猎神调》、《祈祷词》、

《找土舞} ;有轻松活泼的寓言笑话;也有小巧的乐器"达比

亚"、"几昧"及"独独比亚"……甚至于一首短章、 一句谚语、

一种舞步、一个音符，都无一不蕴含着这样的特质。 斯大林说

过每一个民族，不论其大小，都有它自己的本质上的特点，

都有只属于该民族而为其他民族所没有的特殊性。这些特点便是

每个民族对世界文化共同宝库的贡献，补充了它，丰富了它。 "

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民族政策指

引下，怒族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治、经济、文化、 教

育、科技、卫生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并如同其

他民族一样，翻了身做了主人的怒族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关

注自己的历史文化。 由于怒族先民没有文字，自古以来，怒族的

历史文化均靠口耳相传、代代不息，这就决定了怒族历史具有

"史随人亡"的特点。随着岁月的流失，古稀老人越来越少，原

来精通历史文化的老巫师和头人更是凤毛麟角，怒族的历史文化

怒
族
历
史
与
文
化



也随之正在大量消失。 在这种情形下，党和政府及时而有效地采

取了一些措施来挽救像怒族这样的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同时，

怒族及其他民族的学者们，也越来越关注怒族的现状与发展，他

们从不同的视角，收集、整理和研究怒族历史文化及怒族本身，

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赵沛曦女士和张波先生就是其中的两

位。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我作为怒族这一群体中的一员，感

到万分高兴和由衷欣慰。 因为这必将在推动怒族经济社会全面发

展的过程中起到很好的杠杆作用。

赵沛曦女士、张波先生， 1985 年从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和

云南民族学院历史系毕业后，就一直从事着云南地方民族历史与

文化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是两位颇有造诣和成就的年轻学者。 他

们秉承严谨治学的作风，为写《怒族历史与文化》一书，多次| 廖

深入到怒族地区，跋山涉水、走村串寨，进行田野调查，搜集并

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和相关论著。 在广泛占有材料的基础上，以马

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对怒

族的生存环境、人口及其分布、历史源流、政治、经济、文化教

育、科技交通、宗教道德、语言文字、生产生活、风俗习惯、民

族交往等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客观系统地展示了怒族从自然到社

会、从历史到现实的方方面面。这种花大力气为人口较少民族

一-怒族著书宣传的精神的确难能可贵，让人敬佩。

总之， ~怒族历史与文化》一书，字数不多，篇幅不长，但

题目鲜活灵动，快语新意，→题之下，直述一事，决不他顾或延

伸。表述简明，自然流畅，可读性强。 我想，这种用字简省而又

切乎肯萦，只有建立在相当了解和研究怒族这一民族的基础上才

能够做到的。 纵览全书，资料翔实具体，内容丰富全面，记述清

晰明了，见微知著。

写此序言，万千往事，历历在目而又难以言表。 它让我再次

回到了遥远的过去:回到了少小依傍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人一事;回到了作为一名怒族儿女在党和政府的悉心培养下，一

步步的从怒山到省城昆明、再到首都北京的漫漫求学之路;回到

在家乡工作的日口夜夜……藉此书页，略以感怀。

(亚娜，女，怒族，原怒江保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副州长，

云南省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

2003 年 4 月于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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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人口较少的跨境民族之一

怒族跨境而居，除大部分分布在缅甸克钦邦的北部山区外，

在我国主要聚居于云南省怒江保镖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怒江州)

的福贡县、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以下简称贡山县) 、 泸水县

及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兰坪县) ，其范围大体处在

东经 98 020' - 98045' 、北纬 26 0
- 28 0 15'之间 。 东西横距最宽约

60 公里，南北纵距最长约 160 多公里。此外，迪庆藏族自治州

(以下简称迪庆州)的维西保傣族自治县(以下简称维西县)和

西藏自治区察隅县的察瓦龙乡也有少数怒族与保傣族、藏族、白

族等民族杂居。

作为我国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之一，怒族由于过去自然环境

恶劣和生存条件极差，而长期处于一种高出生、高死亡和低增长

的原始状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怒族人民从原始社会末期

直接跨入到社会主义社会，政治上的翻身，经济和文化生活水平

的提高，特别是医疗卫生、妇幼保健事业的发展，各种危害人民

身体健康的疾病逐渐得以控制，使得人口死亡率下降和人均寿命

提高，加上党和政府采取了一些鼓励少数民族发展人口的政策，

都极大地促进了怒族人'口的增长。 这些年来其人口变化的情况主

要是 1953 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云南省共有怒族12736人，其

中贡山县3152人，福贡县2735人。 1964 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

省内共有怒族15041 人，男性7515人，女性7526人。 其中贡山

县4144人，福贡县3779人。 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全省怒族



又增加到22837 人， 男性11 675 人， 女性 11 162人 。 其中贡山县

5616人， 福贡县6153人 。 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 整个云南

境内共有怒族26667 人， 男性13508人，女性 13 159人。 其中福

贡县最多 ， 共16706人， 男性8464人，女性8242人 。 主要分布

在该县的匹河、知子罗、老姆登、普乐、果科、木古甲、古泉、

鹿马登等地; 贡山县有6350人， 多在该县的茨开镇、捧当乡和

丙中洛乡 ; 泸水县有 895 人; 兰坪县的兔峨乡则有 1879人。 另

在迪庆州的维西县及西藏自治区察隅县的察瓦龙乡也有少量的分

布。① 到了 2000 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怒族总数已达到

28759人， 其中怒江州内就有 26670 人， 男性 13950 人， 女性

12720人。 仍以福贡县的怒族为最多 ， 一共16783 人; 其余依次

为 : 贡山县6513人 、 兰坪县2076人、泸水县1298人。②

二、怒江一一恕族可爱的家乡

1.怒江一一怒族的主要聚居区

作为中国怒族的主

要聚居区，怒江州位于

祖国西南边陆的云南省

西北部，地处东经

98 0 39' - 99 039' 、 北 纬

25 0 33' -28 023' ， 东西最

大横距 153 公里，南北

最大纵距 320.4 公 里，

总面积为 14 703 平方公

里。 北靠西藏，西邻缅甸， 国境线长达 449.467 公里。 东、南两

面则与迪庆州、丽江市、大理臼族自治州和保山市相连。 下辖泸

……·-哩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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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蕴秋主编 : <云南境内的少数民族} ， 民族出版社， 1999 年。

《怒江州立)()() 年人口普查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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