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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少数民族生活习俗的文化内涵
一． ’·o。 ， ，-，： ，

杨知!剪，’秦豪华．’季享贤一(执笔‘)．：

j农、食、’住等消费生潘的民俗，不仅是经济民俗的重要组

成部分+，’1也是民族文化，’乃至民族特征的重要标志i苯书所介’

绍的云南少数民族生活>-1俗，主要是备民族的衣：’‘食、住等消。

费生活的民俗’+同时兼及了备民族的宗教信仰、．：节’日等_些最

为活跃≮j常见的生活民俗事象。 、：r++。．．一∥·～‘。：。7，·．

一．凡在云南少数民族中生活过的人一9 t都会对各民族人民衣-、．

食、住等方面的习俗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留下深刻的印象：t认

识一个民族，．往往从这里开始。’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尤其是有

形文化或外显文化；．主要是通过可见的生活>--j俗得以展现。．丢

南的20余个少数民族，．‘都保留着自己特有的生活i习俗，并’以。

此显示出不同的文化特征。，那末，‘如何透过云南少数民族奇异’

独特和多姿多彩的生涪习俗；i把握云南少数民族的文化特一征’

呢j，_．-一·。‘≥j～一‘·‘、j‘：，’·．，1+．-～+．
．：：r目本照叶树林文化论者对云南地区的总体文化特征曾进行

了有益的探索。他们认为’：’j从地理位置上看，。云南是亚洲“扇

子骨∥水系的jE集地，一堪称亚洲的“水塔?；长江‘、珠江．、．’湄

公河、萨尔韫汪_：伊恪瓦底江、·红河等河流的发源地藏．上游，：
均在云南：．这一特殊的地理环境，u使云南成了亚洲-“古代人类．

迁徙和文化交流的中心嘿‘：■云南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活动的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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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舞台。日本照叶树林文化论者认为，西起印度阿萨姆’(喜马

拉雅山山脉中部)，经中国云南、贵州，湖南等省，一直延伸

。到日本西部这一亚热带湿润地带，生长着以青冈栎类为主的常·

绿阔叶林·_-照叶树-林；·o因此这一自然地理带，也称之为照叶树

林带。照叶树林地带的山地和森林．孕育出独特的，有别于其

它地带的文化—j照叶树林文化。其最显著的特征是以栽培杂

粮。(包括陆稻)、和薯类为主的砍烧地农耕。照叶橱林文化带，

是以云南为中心的。云南，又是亚洲栽培稻的发源地之一。在

这_广阔的地带，存在着许多共同文化要素，主要表现在居

住、食物、服饰．、．农耕礼仪、宗教信仰，·以及神话r．节日‘等方

面。用l日本学者佐佐木高熙的话说，，如果“考虑构成前述照叶

树林文化的各种各样的文化要素——稻米、一稗子及荞麦等的起’

．源地，。制造茶、绢、豆腐、药翦、漆、．紫苏‘、，曲酒等技法，以

鱼鹰捕鱼以及对歌风俗等——的分布，，那么这些要素分。布最。

多、最密集的地域就是以云南高原为中心·，西起阿萨姆东至湖

南省这·大体呈半月形的地域”(+((在云南的照叶树下》，译

文引自尹绍亭：《云南在日本文化源流研究中的地位》一。Et

本研究者从更声阔的文化背景之上来考察云南的古文化及其与

日_本文化的渊源关系，．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其研究‘

一成果值得我们注意并加以吸收。然而；从生态民族学的角度来．

考察云南文化，’仅仅是多种视角中一个新颖的考察角度，照叶r

树林文化也只是云南文化的_个历史、、文．化层面。j事实上，由

于云南的地理环境、文化生态，以．及民族众多，历史发展各

异，’与周周．的文化交流等因素，自．古以来云南就呈现出多元一

体．、多源一体、。多维立体这～丰富多采的玟化格局。：．’矗．：o、

一．：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来看，云南至今仍是一个“植：物王

．国”：、，i农业文化的历史极为久远i：据嵛关研究者考证，、‘云南的
。’

。、‘一’‘’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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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种类多达1．：5万多种j拥有热带：亚热带和温带植物。各种

农作物应有尽有，?‘’目前已达．3、o多种作物，’近万份品种资料：值．

得注意的是，云南已有94个地点发现了包括普通野生稻■+药用

野生稻j一疣粒野生稻在内的各种野生稻。按照国内外有关研究

j者的意见，云南不仅是杂粮、4’薯类栽培文化的故乡j‘也是亚洲t

’栽培稻起源地艺·。i：很早以来；-．‘就·已形成了以稻作．文化为主，’

杂粮(包括薯类)+文化并存的格局；：同嗽又兼容了业已衰微
但却耒绝迹的游牧文化。．‘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看；’云南虽然从

总体土来说属高原．文化，但由于’在纵横爻错的山系’、水系的分．

割下又形成了炎热’的坝区、温和的半山区及高寒山-区，气候及

植物分布均皇立体状态，‘散又可分为顿t区的稻作文化，。半、山区-

：的稻作—÷杂粮文化，以及高寒山区的杂粮文化及游牧文化：一

从宗教学的角度看，历史上云南少数民族中有白撮原始的巫文．
化，+而在傣，‘白、、纳西、藏i·回≮‘彝、牡等二些民族中，则早

。巳产生了佛教文化i-道教文化及伊斯兰教文化；‘．如果从族源来

看，．‘又可分为氐羌系‘文化、’百趣系文化●百濮素文化，以及檠

．瓠系文化：：‘由于云南壁山区：：·半山区：。：坝j区的立体地藐及立体
、气候，··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各民族已．形成了‘定的居住匀惯，i

‘因而零构成守空体性的居住格局i’并形成了t莉豫殊的多维立‘
‘体文化区-·试以红河地区为例。．红河两岸’的顽区：．(1河各地带)

‘聚厨着属百越系；种植水稻的傣族，：．半山区聚居着属氐羌系，．‘一

。创造了历史悠．久的梯田稻作文化的啥尼族。彝族I?。高寒山区则’．

，居住善种植杂槔的瑶族及苗族。：这些民族虽然共居住于红河两j

肆的高山河谷地区，却具存各自不同的文化j·构成了色彩各鼻
．酊多维立体爻化区：·长萌以来各民族芝间茬经济÷，支化等方面
+的相互交流襁影响，。使得每。个民族既保留了自‘己的文化特征6．
叉吸收、?兼寄孑舟围‘民族的某堕更北，从商出现蕃其酶昔；’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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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异彩的局面。值得注意的是，云南是我国通往印度的第二条

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也是佛教经斯里兰卡i．东南亚传到我国

的一个重要地区。这样；云南又成为我国中原文化i‘西北文化

与印度文化、东南亚文化的交汇区∥由此；云南少数民族在其

．历史发展过程中均不同程度地吸收了外来文化，．从而使自：己的

文化获得发展并具有了．新的特质。这在白族、纳西族!一傣族、

藏族等民族的文化与习俗中表现碍更为明显。

二， 云南少数民族消费生活民俗的丰富多样性，正是丰富多样’

4珀勺文化的民俗显现。衣着是消费生活民俗的_个重要方面。服

饰、头饰也是一个民族最外显的重要文化特征，并鲜明地表现

出该民族造形文化的特色。各民旗的服饰、·头饰都可概括为穿

(戴)什么，怎样穿(戴)的规约。至今，’在许多民族．的服

饰、‘头饰习俗．中，仍蕴含着极其丰富‘·多样的历．史、j．文化内

涵i该民族的历史变迁、宗教信仰、审美心理，乃至一些原始

的文化符号，都蕴含于服饰、头饰及有关习俗之中一。在红河两

岸许多地区，哈尼族妇女的衣裙上绣有连接起来的大山图案了

不仅反映了哈尼族的生活环境，；而且暗示着历史上的迁徙：活

j动：·．红河县洛恩、乐育乡的哈尼族女子，一多以金属打制的鱼、

螺，以厦贝作为头饰，．以象征．生命t：丰禳和兴旺发达。‘云．^南

：少数民族酌衣着一习俗，亦充分展示出韬的文化内两。；同属稻
作民族的傣：白，．·哈尼、壮、‘、德昂等民族，．由于所处的地域环

境、j耕作方武、宗教信仰、审姜：心理各异，：：其眼饰j头侮霹有

关‘习俗亦各具特色，有其特定的文-{坟历史内．柄。’僦是同一县
族，也由于聚居地及所爱文化影响钓不同而显示避不同+的特

征，如丽江纳西族与永宇纳西雄旗如乒匕'o水寄绅西孽大多信仰
由西藏传入的佛教，历史上与藏族在经济“文．後篱方面的交往

：频繁r．其男女服饰i。来饰受藏族∞强烈影响而与丽4纳西族有-～·+ ’‘ ’ ‘
‘

．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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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差别。值得一提的是，，卣于云南直到解放前仍是—部活的

社会发展史，各民族分别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因此i各’

民族的衣着文化也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从独龙族历史上曾使

用过的遮羞板：，(布)+到当今各民族的服饰，．’足以写出万部衣着+j

钓文化史。．：‘： 。_·‘·’j．。、：．·‘．．．’．．．r。?
’’_．+．HEt本照叶树林文化论春在谈到照叶树林文化带共同．文化要。

素之L的食文化时，：指出有大豆发酵食品·(云南i有豆^豉、一豆．

酱一醋、。腌鱼肉等制品)．j÷以曲酿酒L(云南各民族利用曲．的酵‘
素力使’淀粉糖化、·．发酵来酿制米酒．、+烧}i酉等)’，以茶为饮料，。

糯食品．’(云南各民族有吃糯米饭、精米粑耙、糯糕、一粽子，以

及节El吃黄饭或紫米饭的翌俗)：篝。．，以上几项；确乎是云南少．
数民族共同的食事习俗j但云南各民族的食事习俗，又各具特．

色，．”驳杂多样，：仍显示出丰富的文化内牺及多元复合特征；在；

以种煎杂粮为主并兼营畜牧业的滇西北少数民族地匠有’的’

’‘如藏族)f以小麦、．青稞制品为主食，辅以肉类j酥油；．有的_1

．(如小凉山彝族)一：则以养子、’玉米．‘土豆：．蔓菁等为主食∥同二

时伴以饮用茶油。除德宏-、．，西‘双版纳傣族之外的许多稻作·民

族；，大多虽以稻米作主食，但辅以小麦、-．薯类食品．。．至于食品-

的：色、‘香、妹'一各民族均存自i己的喜好。风味食品则．各’县j特
色。二云南各民族的食事私俗有几点值得注意。其i-i‘在+白。、
傣、‘哈尼等÷些民族中尚残留食生的习俗，■奎固然与现代科学

化食品相悖，’但是否包含着食事文化史的价值?其二，倦酒、：·

饮荼在备民族的食事>-3俗申=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并由此形成

了不同风格的’誓酒歌7．、j．鼍茶调”，，以至形成一套颇具特色的，

“酒文化?■+。掣茶文化奠．。14这亦与食事文化史相关。’其三，．至

今尚残存于独龙、：佤、i哈尼等一些民族，中钧剽牛祭祀>---j俗；既-‘

号寒教信傀紧密磷系，：+又是直代食事习前的遗留0’因为大凡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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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祭祀之后，’均集体将牛肉分而食之。．‘■‘‘ 、： ，’，

‘’j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i云南少数民族的住居文化亦充分表
现了不同的社会、。文化发展阶段上的特征。：、．解放前，，独龙河畔’

的独龙族还残留着穴居的习俗；金平县拉祜族．’(旧称苦聪人)’’

的一部分，直到解放初期还过着不定居的采集、游猎生活；，敝7

多以搭临时性的芭蕉叶窝棚而居。。历史上宁蒗县，(小凛山)+彝‘

族用木板、石块制作的简易住房÷÷黄板房，’是与人们不断迁，．

居这·生活方式相适应的。’干栏式住房；是云南少数民族中古

典的居室，，其历史极为I久远。．‘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铜房，‘即为干’

栏式建筑‘。、至今，傣、哈尼、佤、布朗、?拉祜j’朵颇二?’德昂¨：

基诺等少数民族，-大多仍保留羞千栏-式住居。·∑些生产力发展
水平较高，受汉文化影响较夭的民族i如大理白族：’丽江纳西

族、回族，‘以吸一部‘分彝族、’‘壮族；侧早已，出现亍壬木结构媳

房舍。云南少数民族的房屋建筑。还表现曲了受周围文牝影响’一

的鲜明特点，如傣族的佛寺?<又称缅寺或奘房)‘；：藏族的喇嘛“

寺等寺院，：显然受由印度传天的佛教-文化酌强烈影响，而丽江

纳西族地区、．大理白族地区，．以及内地壮、’：彝等的寺庙∥呗U明‘

显受中原传入的汉文化的影响：·：由于‘些较为原始的象庭、婚’

姻形态长期得以存留，j在÷些民族中还保留着与之相适应的特’

殊住房。直至解放初期j：_-．在独龙族中尚有包括数个乃虱．o余个
火塘在‘内且不断延伸韵父系’大家庭'长房{‘：永宁纳西族董冷仍保
留着与母系大家庭相适应的．四合院式的j兰木楞房，，：并在一侧、

。建有专供女子接待男誓阿注"：的w阿注房"．。‘红河县次羊街．乡

等地的哈尼族，。(奕车-A．Y亦有未婚女子接待男朋友的住房÷÷

，“风火楼罗．：在努、‘拉祜0．景颇、·哈尼等‘些民族审j．直到20

世纪一50年代还残留着专供男发青年进行娱乐及社菱：浯动的“公

房咎’‘：。围绕着建寨乙!建房，+i各民族奎今仍像留着二整蚕与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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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住及生活习俗相联系的仪式、规约。．在许多民族中，建房时

：还存留着咤家建房全寨派人帮助的原始共产圭义遗风。．在许多。’

民族中，·已产生了一批盖房建房的能工巧匠，透过房屋结构及‘

：装饰j-充分体现出该民族造形文化的特色。、这里值得●提的

是，·傣族富丽堂皇的佛寺，白族、一丽江纳西族庄重典雅的宙宇

‘及塔，藏族T、永宁纳西族庄严肃穆的喇嘛寺，回族别具一格的

清真寺，都达到了较高的建筑工艺水平。·它们既是历时久远的

’文化交流的结晶，又是各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 ．

、云南少数民族的信仰民俗，是极其丰富多样的。在许多民

族中，。原始的宗教信仰一直得以残留，。并保留了相应的习俗，
’

至今尚存的纳西族、景颇族、独龙族祭天习俗，以及普遍存在．

于各民族中与原始宗教相联系的各种祭祀活动，‘·都是一些文化

内涵极为丰富的民俗事象。有的民族以巫为中心的宗教信仰，

渗透于各个社会生活领域，并与该民族的文学艺术、造形文．‘

化、民族心理等紧密隧系。唐宋以后，‘佛教、道教、伊斯兰荔f’

先后传入云南，并在一些民族中得到广泛传播，乃至出现了傣

．族、’藏族全民信佛教；’或在一些民族中原始宗教与人为宗教并

存的格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云南是一座活形态的宗教学宝

库，也是一部活形态的宗教史，值得深入研究。 一‘． ．

．， 云南少数民族的节日；也极为丰富多彩，各具特色。·二般

而言，大约有以下几个特点。一、节Et大多与宗教信仰有关；

在许多民族中i节日总是伴随着祭祀神(鬼)．及祖先的活动。．’

二、节日均与农事生活活动有关。或是农事生产之前的休息，·，

或丰收后的欢庆。三、节_日期间皆有十系列相对稳定的民俗活

动。、如对歌，跳集体舞，以及一些独特的体育活动项目等。因

此，各民族的节日可视为该民族各种民俗事象的集中展示或文

化积淀场： ． ．|

．

．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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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诚然；1随着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两个文明建设的深入发展，

各民族的生活习俗正在发生剧变，移风易俗已成了一股时代潮

、’流。’’这无疑是一种十分可喜的现象：1面对这种形势，及时抢攒
云南各民族历史上形成的生活习俗并加以科学的总结，‘不仅为

我国民俗学的学科建设提供了大量丰富、生动的资料-有助于’

深入研究云南各民族的文化史，，二而且将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

。鼍两个文明矿的建设产生应有的作用一 ～‘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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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y族二

、

彝族分布于丢南：四川’．贵州、广西等省；据1990年人口：

普查结果，’’云南境内彝族共有405．4万余人。
。

‘、‘

’一

、‘根据汉文和老彝文历史资料的记载，1彝族与白、纳西、哈

尼、拉祜：傈傈等族的先民写分布于我国西部的古代居民氐羌
有着密切关系。在公元前20世纪至公元初期，彝族先民活动盯
中心大约在滇池，、邛都‘(今四川西昌东南)‘两个地区√在这些

地区，。居住着称为。‘‘．rlr都加、．“昆明"：j“劳浸哆．．．“靡莫臻

和“滇，，等从事农业或游牧的部落。根据彝族的历史传说i其

祖先在远古时代居住在“邛之卤"．，有人认为即大雪山之麓．o+

后来东南下到．懈诺以，，，_曲以班两水沿岸。，’即金沙江和安宁
词『流域：大纣在3’世纪以后；’彝族先民‘已从安宁河流域：·金沙

’江两岸、云南滇池；哀荦山等地逐渐扩展到滇东北、滇南：、黔

?西北以及广西西北部i由于彝族筅民定居西南地区以后，曾不

惭与其他民族融合，4加之住地分散；木少彝族与其他民‘’族’杂
居，．故其生活习俗多1姿多彩，。既有本民族远古遗留的习俗，+又?

有与其他尉族融合后形成的>-j俗；、也有与其他民族接触厦因相

互交流相互影响而形成的习俗：。
‘‘

’．。
。’ 一’‘’。‘

～
穹 fj一’ ：-1 ·‘j i： ·：’·。

：：‘．：。·。j：’一o．．．

+．·‘．。’。J’|j=。f^o 11j：一?碍艮：”-：饰。j’。：i=’√．：’o’二!、：．
·．

．

j．‘。 ：．一 ’一：-’．。‘‘+一．．。·、：0．：．jj．i j·．。i，’．‘．．

+。服饰是民族文化传统的表现形式j登民族服r饰，．世代相传
下来j?形成不同的类型；．县有不同屡梅；．j舞旗各：支磊眼饰差别．

’

．1



很大，住地毗邻的两个支系，其服饰亦迥然相异，甚至使你怀．

疑他们不是一个民族。原龙武县(现已并归石屏县)的花腰支

系与三道红支系的服饰就是这样。花腰支系妇女的服饰，满身

刺绣，尤以腰部装饰绣纹最密．(花腰之名，因此而得)．。二’

套衣服，’．．一般要用半年时间来绣。。妇女颈部挂银项圈，，‘带耳

，环，肩挂银质饰品，妇女过路，．20公尺以外都可以听到银佩叮
当声。可是，与他们同住·匹山梁，．没有明显自然界限分割的．

另一彝族支系三道红，其服饰却朴素秀雅。妇女发辫用红头绳

扎成三道，盘于头部，7_块黑纱帕貅包住头部，．只露出扎着三’

一道红头缉的发瓣(三道红因此得名)，．上身穿窄：}囱紧身姊妹j

．装r外加々黑色小领揖，‘．下身穿宽祷脚普通裤子r全身没有一

处刺绣，．却透出_种秀美之感。其他吏系之间，一也都存在明显

差别。。这里着重介绍一些特色突出，二并-且具有特殊内涵?的服‘
1_

-● ． ， 4
●

’

饰。’：·_√·．．’，’ 一．，：～，。．1’．·．+，o I ．7．'~：． ．

．：．‘?(·了，白依人的服饰。白依人居住于鹤庆六合区夸萼乡。男

．子用他们自．己织染的白地细黑纹火草布作衣料、(火草布的来由

是纪念莲母老祖。传说火革是蓬母老祖的血洒在地上变成，详

。情见《(，生产习俗志》)，j包黑布包头，．身穿短袖长衫，束，腰

带，．。挎挂挎包和腰刀。，白依人很重视挂包，一挂包主体和装饰带
、

：全用麂子皮做成，：_张麂皮只够做_个挂包，?其特殊含义是：．

‘只麂子全挂在他身上，以后容易打到麂子。．白依姑娘的装束‘．

是头戴布帕，用长方形的两块不同颜色的布迭在一起，．然后往．

后迭成两条对称的触角，’用先就拴在头上的线绕几圈拴牢罗盖

．住后颈，腰系彩色毛线织成的宽腰带，．腰带宽_尺左右，两端+

渐窄，用不同颜色的布条往后绕成梭形的几何图案拴住，腰束

得很紧，：远远看去；t：整个妇女韵形状；，与蜜蜂i锻相似：。这种装’

．：束的形成；：1写白依：人莳图腾崇拜有联系。自依人很崇拜蜂≥传’
● ‘’ ●

， ●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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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他们的祖先在大火烧山时，因得山。蜂帮助，‘t莲母老祖和她的’

十个儿女才死里逃生。：传说他们原来住在永胜县的莲瓦塔鲁i．·

得到蜜蜂的指引，?才跨过金沙皿找到土地肥沃、森林茂密的夸

萼山，‘27他们才长期居住在这里．。．传说他们的姑娘曾被妖魔弧

。走，，得到蜜蜂报能．并从蜜蜂那里找到制服妖魔的办法，他们：
。的祖先才制服了妖魔，救出了姑娘··j：·‘对蜜蜂的这种特殊感
情，形成了他们以蜂形为美的审美感，所以白依入妇女的服饰

尽可能妆饰得象只蜜蜂j：一?
’

．‘t．? √

-(二)路南彝族支系撒尼妇女的服饰。撒尼妇女的头饰是’，

_美丽鲜艳的包头(撒尼人叫鼍窝耳结”．．)；．花纹是横条格子．

私一·种颜色绣_条；．共有七种颜色_间隔距离匀称，远看题
如悬在天空的彩虹。传说；：一个名叫若尔的放羊伙子与名叫若’

兹的姑娘相爱。·若尔是摔跤能手；，．若兹美貌出众；心灵手巧。t

土司木格看上了若兹，弛在用金钱权势诱惑威逼不成之后，’用．
毒计害死了若尔。土司在山头焚烧若尔遗体时，若兹扑向火．i

中，自．焚而死。土司把若兹的尸体搬到另一个山头，．使他俩死．

、后也不能在二起矿但是，诺尔和若兹尸体燃起的青烟却在天空’

．连接起来，变成一条绚丽的彩虹。撒尼妇女怀念这对忠贞不渝
’的青年，就头戴彩虹式包头纪念他们。．撒尼妇女还斜披一块黑
色披挂作为装饰，I-这是为了纪念刚强美丽的姑娘阿诗玛，传说．．_

一阿诗玛曾经披过这样‘的披挂。·．．．。 一．．。．j=-、，。 ’，’

’
’

(三)：红河彝族的鸡冠帽。+．红河彝族用硬布剪成码冠帽形

袄，．再用大dxl200多颗银泡镶绣而成，．戴在头_上，象j只是喔．

喔一啼叫的公鸡。彝家姑娘每年过“尼遮西?。节时，都要绣觚，

了两顶鸡面帽∥关霸p鸡冠帽圾还有这样二个传说i■-：对深深
相爱的青年男女在森林中约会，被魔王发现；．小伙子被杀，⋯姑

娘向一个村寨逃跑，j剐到塞边，：寨中雄鹰突然高叫；“魔王听至喹，
’ ’● 。 J ’

‘
●

J ●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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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鸡高叫就停止了追赶。姑娘知道魔王怕雄鸡，就抱着一只雄、

鸡来到他们约会的地方。雄鸡“喔喔一高叫，．小伙子立唧‘复

活，‘他们结为夫妻，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从此，一鸡冠帽就被+

彝家姑娘作为吉祥幸福的象征；把它戴在头上，表示7雄鸡永远

伴着姑娘，那千余颗大小银泡，·则代表星星和月亮，．象征光明

幸福永远伴随姑娘：．‘-一i一． ．

．’

’·‘‘

_，(四)’那坡彝族的兽皮鸟衣服饰。那坡彝族节日服饰有突

出特色， “摩公”(巫师)w穿戴的衣服，有的上身披一张兽

皮，‘前襟披风两侧粘满鸟毛b他们穿这样的衣服是为了纪念祖

先。；有个摩公曾经这样解释： “我们’的祖先最早愚没有衣服穿

的．，‘我们这样穿戴是为了纪念祖先。．，，l“麻公妈，，‘(女巫师)

务的衣服是自制腊染布做的长袍，其花纹主要是水纹和螃蟹图‘

案．o。每个妇女胸前都佩二块方形银牌，其图案主要是鱼，少箭
分象龙或虾之类的勘物i．’这是为了纪念他们祖先经历的渔猎生

活。据当地传说；．他们的祖先以前常常捉鱼捞虾充饥，直到现

在j·：节．日跳坪上的聚餐或跳公节的祭．祀食品’中都必须有鱼虾之‘

类。记载彝族古代历史的重要文献’《六祖魂光辉汾描述最初的

人来自水机、是“水生)∥‘；
石；·‘盘踞水中，头上雀做窝广

： ．‘ 。。

·

．

’蛇；j脚下有鱼虾。‘后经祭祀；‘

后来育出。’魄间人矿。他形如巨
眉上拦蜂窝，’’廊上跑鹿，腰中挂
’9府间人矿战：了t g雅入口．’：‘’他形

似人而手足成雁翅状，能翱翔于天空或游于涿湖，后来又变成

人虎b习匪玻彝族图案崇尚水生动物，‘妇女服面仿鸟状，．可铝与
此起源传说有关。．ji一．t--． 一一一‘r’· ‘。，‘．·．：

·-j：：i、：之五)大小凉出彝族头上的I“天菩萨，，一j、关小凉山彝族看
立稀苦老的装隶≯．；、男畦在买：顶留i块方形的头发，蒋其编成小

：：．：：：；：：二：：一j：．?‘： ．：、i冀j二：j：一7F．j‘．j≮一．．．、j‘’：

①彝族的祭师，巫师．‘珞地称呼不一致，‘那坡叫摩公：⋯?一一 一
· -’

、 ．⋯j．n ’ +’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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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再用头帕竖立包着，俗称之为“天菩?萨，，，-叉叫‘‘撸天

刺”。人们把它看作天神的代表，．：认为它能主宰■切吉凶。棍

福，t故神圣不可侵犯，如遇他人戏弄或不慎触着，。就_以为遭到．

凶险而必与之搏斗j．÷t，‘i。t‘一。‘：：： ’：’：“鼻．j一一．．÷，j：
’‘：。 +：：’．‘7．“-．‘j ‘：．|⋯-’．_．。．“：?-。。’：一．．j．。

：j一。．．'‘．’．二、’饮√。食4，．，．L．．．·．”
’

．j
·

。 一
·

：
．

．

，

‘
一

’

：。!’
’

·‘
．．‘ 。b -．

r ‘． ．t：⋯一

． 彝族一般住在山区’气由于山高气候寒冷，农作物以耐寒的．

养子、包谷。洋芋、燕麦为主，、这些食物成为山区彝族人民的

主食o．居住坝区或有梯田的山区的彝族人民，也栽种稻谷，但．

数量较少。，■．__．．’√：：1’Y ，，．、．_，≯。．一：’，o，．．
一， 彝族的饮食情况与汉族基本相似，但饮食．习俗则差别很

大。，彝族在饮食方面的突出特点是好喝酒?，“汉人贵茶i，彝家

贵酒"}：“有酒便是宴，，。 “地上没有走不通的路，河里没有‘

流不走的水，彝家没有喝错了的酒”。， ：‘-+|_ ．

‘．有的地区，．还有歌舞伴酒的习俗。徐云虎在((南诏录》中．

曾介绍他在唐乾符六年．(公元S79年)一出使南诏时，南诏．千骠

信欢迎他肘的酒宴情境：⋯擘吹瓢笙，|肇四．管，酒至客前，、：以笙：

推盏助爵”。至今，彝族节日联欢，．还完整地保存着这种盛酒

·于碗，．_人捧酒，数人吹笛～吹葫芦笙、弹三弦、i弹月琴，歌‘

舞至客前，以笙推酒敬客的习俗；，白依人则以琐呐推酒敬客6
． ．‘彝族盛酒容器多种多样j+饮酒的类犁也多种多样，据去声．

民族研究所王物同志调毒的材料，i．可以分为下面况种1·．：一⋯
(一)饮牛角酒。歌舞者以牛角盛酒，／管弦伴奏，‘唱至客

前，i人梦角方星ij’角墀向士t：审尖右弯，．恭宴于动?歌者趋二
前，对客而唱，．客人以歌唱答之后，．．饮酒·口，’点共琢谢一执一。

角人并不答礼，一只是移动一步一至另一客前，-．歌舞者亦跟至，．．

． 量



如前以歌劝酒，俟客唱答；吻饮角酒，．致敬成礼之后，：又依次

’辖至第三、第四人⋯··：顺序轮唱i．周而复始，迄至席散。． ．

’··(二)饮同心酒。在过年或喜庆的El子里，当客人到来之

时，主妇率诸妇以木碗或猪蹄杯盛酒，分给每一位来宾。．客人

：接酒后，各自便去寻找饮酒对象0或为故交；或为新识，或为

’不请自来之客，莫不以此为至高无上的娱乐。正如他们在饮双

人酒时唱的那样： “两人怀抱同心酒，一饮能消万古愁”。饮。

双人酒的方式有二入并坐0并立：·并蹲，·或长者坐幼者蹲，或

幼者跪长者立，’或俯或仰，姿态各异j￡人在接酒之时，·先是

一一个用左手，‘一个用右手，相互搂肩搭脖；然后一个用左手，‘

一个用右手共端酒碗，头交头，耳接耳，嘴靠嘴地同饮一-碗

酒。。有的一饮而尽i有的分几次饮完，也有的是边饮边唱，喝一

醉方休乙饮这种双人酒，既象征团结i也是一种节庆礼仪，：只

要受到邀请，被邀的一方不能拒绝。j若为结盟盟誓而饮双入

酒，必须庄严肃穆，盟誓念咒之后，才能共同一1：3饮下，然后

一发誓人共持碗口，举手翻转碗底‘，一滴不留，以示正心诚意，

．人天共鉴：有的地区在喜庆之日，大众狂欢之际，他们更是交

颈贴耳，．．唇颊相依，共饮于二杯之中，·不计性别j，不论亲疏，

，莫不以此表示相亲相爱。一 ．
“· ～。

j· (三)：饮竹管酒。置酒于木桶或瓮中，插入二三尺长细竹。

=管10余根，人们围酒而舞，轮流唱歌，相与共饮。贵客至则欢

．．迎入场。先舞一阵之后，旋即簇拥其至酒前。7主持者持管相．

邀，’客插管入瓮；‘众亦各持管插入，·嘎然俯首就饮助兴b他客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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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亦如此：‘ · · ’一t‘⋯。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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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饮花酒。又叫“拼伙酒"：-青年男女各备酒肴，’集

；中在一起饮宴二。原来范围限于青年男女之间，‘但演变至今∥已

成为全民性的娱乐活动。‘时间订在春季。滇西地区彝族，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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