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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库》出版说明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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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H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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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

家庭、村落、岁时，节日、丧葬、宗教、道德、礼仪、口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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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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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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称与分布

勤劳、勇敢的傈僳族是我国各民族大家庭中历史悠久的 ’，

民族之一。 ，

+

．，
k e．．：一

傈僳族自称“傈僳”，“傈?是这个民族的族名，含有

。高贵”之意，“僳”一般是指人或族。 。．卜．．． ，

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时，傈僳族人口是574856人。其 。，．

中，绝大部分分布在云南省境内，其余散居在四川等地区。

傈僳族同胞世世代代生活在云南省的怒江、澜沧江、金
‘

沙江流域海拔高达1500--3000米的峡谷地区和四川等地。在

这些河谷坡台地上，他们以家族为单位结成15二5Q多户的小

村落。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是傈僳族较大的聚居区，而分布在 ．

其他地区的僳僳族大多与当地的汉族、白族、彝族、纳西族、 t

傣族、景颇族等兄弟民族杂居在·起。 一一 - ’、。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碧江、福贡、贡山、泸水、兰坪等．√
县有17万多傈僳族聚居，其余30多万人分别居住在丽江专 。

区的永胜、丽江、华坪、宁蒗，迪庆藏族自治州的维西和中．

甸，楚雄彝族自治州的禄丰、永仁，大姚、武定、禄劝，大．

理白族自治州的云龙、·宾川和保山专区的腾冲、龙陵、昌宁‘‘“

等县，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潞西、盈江，梁河、瑞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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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沧，四川省的凉山、西昌、盐源、木里、盐边

一部分傈僳族。这样傈僳族就形成了大分散小聚

·‘点。虽然他们散居在我国西南广大地区，但他们都保留着本‘；
’

民族的风俗习惯，由于各地区环境不同，又使这个民族的习

． 尚更加丰富多采． o，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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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1 族源与南迁
‘

^二”； ，

．1

’ ’

一
’一在公元1—3世纪期间，今天四川的南部，古时候被称为

’

越德、犍内、台登、邛都、定律的广大地区，都是彝族居住

区域。而傈僳族的先民叟、高、濮等部落聚居区，一般属于

彝语支的部落和集团。在这个时期，傈僳还没有形成一个统
．“ 一的族称和统一的部落组织，而是外于分散状态的大小不等

的部落的发展阶段。 ’

、 从傈僳族语言系属和地理分布情况来考察，较明显地说

明它属于氐羌的后裔，其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中的彝

语支，是古代。乌蛮修的一支。从时间上看，它是唐代时期

．，， 乌蛮的组成部分。因此，有关历史文献常常把这个时期的傈
4

僳族和彝族、‘纳西族(摩梭)并称为。东蛮”、“东乌蛮”等。
，

’

这里的“乌"字本身含有黑色的意思，彝语里原为。诺”，古
‘-．． 代?若水磅为黑水。，当时，雅砻江称诺矣江，金沙江称泸水，
。 澜沧江称兰津，怒江称诺江，都是“黑水”的意思。这种命

名来源于古氐羌族群居于这几条江沿岸。据傈僳族老人说，世

世代代口传，他们先祖居住在澜沧江以东的“诺易比一两岸，

“易比”指金沙江水，泸水的“泸”实为“诺”字，不过是汉

； 、字记傈、彝语的异字而已。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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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理分布和神话传说、风习分析，古代的彝族，傈僳
。

族原属一个族源，后来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才逐渐分化为

不同部落集团，形成单一的民族。这个问题可以从历史文献
’

中加以印证。唐樊绰的《蛮书》卷四名类第四记载“栗粟两 r

姓蛮”，这是有关傈僳族名称在史册上最早的记载。到了明清

时期史籍中有栗蛮、施蛮、顺蛮、长裤蛮、卢蛮、栗些、力

些、僳苏、力劳、劳梦、僳傲等多种同音异写。．：’。： ．，

公元8世纪中叶，傈僳族处在。勿邓一L“两林’’、“丰．、

巴”三个强大的乌蛮部落的统治下，没有形成统一的部落组

织。12世纪以后，先后受元代丽江路军民总管府、明代丽江

土知府木氏的统治。14世纪后，傈僳族仍以狩猎、采集为主一
以兽皮作纳税，处于受官家剥削的社会地位，到了16世纪中

‘。

叶，由于木氏土司的残酷压迫，傈僳族人民在头人术必扒的

率领下，。渡过澜沧江，翻过碧罗雪山，迁到怒江地区。这是

傈僳族最早以四川进入云南怒江地区的时间。在17_-19世纪

的200多年间，傈僳族人民不堪忍受清王朝大民族主义的压、 ．

迫，被迫多次迁徙。嘉庆八年(公元1803年)、道光元年 一

(公元1821年)、光绪三十年(公元1894年)这三次大规模·

的迁徙，大批傈僳族往西、往南等方向迁移到澜沧江、怒江、

德宏、临沧、耿马、禄劝、大姚等地，使傈僳族居住区域不 ．

断扩大，形成现在的分布状况。傈僳族虽然在历史上经历了’
’

多次迁徙，但他们一直保留着民族特点和民族传统习俗。

．我国疆土辽阔广大，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即便是一。

个民族，·其内部也因地理自然等条件的不同而存在很大的差
’

别。傈僳族内部的社会经济发展也很不平衡。例如，居住在 ，

。

怒江地区的傈僳族主要从事刀耕火种的轮歇耕作农业经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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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猎、采集业仍然是生活的重要补充。到本世纪中叶，虽糕
生产资料出现多寡之分，物质占有出现贫富之差别，但是还

没有出现明显的阶级分化。但是分布在内地丽江、永胜、维

西、兰坪、云龙等地的傈僳，大多处在汉族、白族、纳西族、

彝族的封建领主、地主、奴隶主的统治下，阶级分化较为明

显，已出现剥削为生和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头目——伙长、闾

长、排首等。他们向。四山野夷”征收各种苛派。在这些地

区的傈僳族和其他民族分别承担木土司的多达几十种的实物

贡纳，承担各种差役，。使傈僳族人民过着“岩洞当住房，麻

片当衣裳，火塘当被盖，野菜当食粮”的饥苦生活。无力缴

纳的人则沦为奴隶，怒江就有200多人沦为奴隶。因此，反

．抗剥削压迫的斗争此起彼伏。 ，

’

在傈僳族历史上影响较大的反抗压迫的斗争，有t764

年，泸水县牧戛村首领弄更扒、技花扒、蜜老五领导的抗清

斗争和1801年维西县农民领袖恒乍绷领导的各族人民大起

义。还有1802年、1894年唐贵、丁洪领导抗清武装斗争，1917

年兰坪和沛三领导傈僳族、‘白族反抗唐继尧及县政府苛派压

。榨的武装斗争，1919年丽江三仙姑傈僳族楚沙扒领导反对丽

江恶霸地主及县政府苛派勒索的武装斗争。

。 傈僳族在保卫祖国疆土、打击外来侵略势力的斗争，在

’中华民族反帝斗争史上，有着自己光辉的一页。1907年贡山

白哈罗、’茶兰等村寨傈僳族人民反抗法国天主教司泽任安收

4及其同伙强行占地，强派民工摊派款项修教堂的斗争。1908

年，福贡腊乌村傈僳族人民处死以“探险”为名进行侵略活动

的德国人布伦胡拍和他的协回者。1910年和1911年，傈僳族

人民愤然抵抗英帝国主义进占片马、古浪、岗房，迫使英帝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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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主义正式承认这里是中国的领土。1937年，福贡枯甲的傈

僳族人民又愤然掀起对美帝国主义占领田园修教堂的斗争，

’，

赶走了帝国主义分子，’烧毁了教堂一 0 t-j。 ，

·

‘

1934年到1943年间，傈僳族人民在云南中共工作委员 ．一·

会的领导下，展开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不断开展对
’

’

国民党、设治局和土司地主的斗争，一直坚持到1949年年底‘，”

获得解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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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饶的山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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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僳僳族人民主要居住在怒江、金沙江两岸的峡谷中，怒

’江像一条翠绿的缎带，镶嵌在云南边陲，海拔4000米的碧罗

，。雪山和5000米的高黎贡山像两扇耸立的屏风，对峙予怒江两

岸，形成我国西南气势磅礴的著名三大峡谷，这里江水奔腾

汹涌，山势陡峭巍峨，是祖国西南边疆的天然屏障。从江面

到两岸的山巅高差2000多米，自然构成“一江两山三气候，

重林宜粮山货多”的特点。在这种奇特的气候环境里，植被

层次分明，河谷地区气候温和，宜于多种农作物生长，种植
* 有玉米、养麦、小麦、豆类、高梁，还有少量水稻等。目前，

。还种植了甘蔗、花生等经济作物。山腰地区常年气候凉爽，宜

，于桐果、核桃、甘蔗、漆树、茶叶、大麻等经济林木生长，农

副产品还有生漆、漆腊、油桐、紫胶等。高山地区气候比较

‘寒冷，原始森林遮天蔽日，是滇西北有名的木材生产基地和

药材产区，密林中有虎、豹、熊、马鹿、孔雀、鹦鹉、小熊

猫、小野牛、大灵猫、羚羊i金丝猴、懒猴、长臂猴、猕猴
， 以及稀有的白尾梢红雉、红斑角雉、血雉、环颈雉等珍禽异

兽。这里由于受印度洋西南季风的影响，雨量充沛，气候适

：’宜，各种药材又生长得茂盛，生长着百合、黄草、党参、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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