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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云南是个多是族的省份，黯汉族外，有二十二个少数民族，带有一些未定族体的民

族成份。少数吴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三分之一，分布地区占全省恙百秧三分之二以上。

各少数民族由于历史原因和特殊的地理条件，社会经济的发展极不平衡，呈现茄史发展

研段的多样是和差异性。

解放后，撞着是族工作的开展，民族调查研究也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从 1950 年至

1955年，中共云南省委边疆工作委员会、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对全省少数英族社会店

史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为党在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进行民主改革、社会主义鼓

造提供系统的科学位据。与此胃时，对云南各少数民族的婚娼习俗、宗教信件和文学艺

术，也不同程度地进行了调查。 1956年，在全嚣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民族委员会直

接领导下，组成了云南少数英族社会历史调查楚，国云南省有关部门配合，对云南边疆

地区的少数民族开展了大规模的谓查。 1958年，为配合编写各族篱史和筒志，继续进行

了各族社会历史的资查工作。在历次调查期间曾得各族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提支持和热

情帮助。经过JJj次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积累了大量的民族社会资查资料。现有的调查

资料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价筐，它 111 涉及马克患主义民族学和民族理论说及其他社会科

学的许多重要领域。

由于"左野假思想以及林菇、 "国人邦"对少数民族社会药史调查研究的子拉坡

坏，致使云南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谓查资料长期无法公开出瓶。现在为了适应民族地这

实现四个理代化的需要，繁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畏族学和民族学理论研究。在自家民族事

务委员会民族;可题五种A书编辑委员会直接领导下，将解放后茄年对云啻各少数民族民

主改革前的社会历史调查资料，分别编辑成册，陆续出展。

《丛予~))是研究民族历史、民族学等学科的综合性调查资料汇编。我音:这次编造基

本上以过去调查整理稿为基础，以便保证调查资料的客观性。在具体编选砖，则以具有

科学研究食堂作为选编资料的荐准，在时向上以反映在民族民主改革前社会面貌的资料

为主。祖据调查资料的货值大小，采取全录或节录。

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由于满查和整理于不需的时间，ffi/地许多调查资

料不能不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摄制，而许多当时调查整理者现在又分散在省内井的不同

单位，本职工1t任务重，无法直接参与编辑工作。现在参与每种《基于IJ>>编辑的人手不

多，加以编辑水平有段，毒是点错误，在野难免，敬希读者给予拉评指正。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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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王南苗族略述

宋息常

云南苗族人口约有 642 ， 000 人〈据1976年统计) ，分布在十一个专辩。我自 1958年

以来，为了配合《苗族简史简志》的编写， 曾时断时续地参与过一部分苗族社会调查

工作，云南苗族的社会历史十分垣得调查研究，但对云南苗族的社会面貌还没有全面的

了解。本文只能根据零散的苗族社会读查资料和常晃的地方志，对苗族分布较集中的昭

通、曲靖、楚雄、文出扣红坷等地剑的苗族社会状况如以概述〈注〉。

一、云南苗族的支系和分布

苗族自称"蒙"。云南苗族根据妇女服饰又具体分为z 自茵〈蒙豆〉、红吉(蒙

卑〉、青苗〈蒙斯〉、花苗〈蒙周〉、汉茵〈蒙尉〉、黑茵〈蒙格勒〉、绿苗〈蒙主10

等七个支系。

据1954年云南省选举委员会选民登记统计，全省苗族人口为360， 470人〈晃云南省民

族事务委员会研究室编印《云南省少数民族概况>> )。分布文山、昭通、红河、楚雄、

曲靖、丽江、大理、保由、玉溪、韩治、思茅、西豆豆版统和昆明等十三专区和市，六十九

个县市，人口分布500人以上的县市达五十个。人口达 1， 000 人民上者 39 个县，人口达

5 ， 000人以上者 16 个县。苗族人口千人以上的县有意文山、麻栗援、现出、路北、广离

富宁、马关、韶通、盐津、会泽、镇雄、巧家、彝良、永善、威信、大关、蒙自、商

江、屏边、开远、元陆、金平、个i日(市〉、禄丰、罗茨、富明、寻甸、师宗、泸西、一

丽江、巍出、凤庆、保山和昌宁等三十民县〈市〉。达五千人斟上的县有主文出、麻栗

援、碗山、邱北、广南、马关、镇雄、彝良、永善、威信、大关、蒙自、屏边、开远、

金平和武定等十五甚。

云南苗语根据语言工作者的想分，属苗语川黔漠方言。 )11黔滇方言内部差到较大，

又分)11黔滇次方言、漠东北次方言。文由、红河南掰苗语属)11黔摸改方言z 韶逼和楚雄

两区的苗语属漠东花7x方言。(参见科学出版社<<中国少数员族语言简志)) (茵瑶语

族部分〉

苗族饵，时迂进云南无虫料可查。摆摆昭通、文山和楚雄等地苗族老人回忆，自清1-t

开始。最早见于雍正《东)11府志》和乾隆《镇雄;.Jf志》。蕴王《东)11府志·种人》载z

苗族"妇女短衣长裙，裙用彩为之，头戴高巾。男DIl与保镖用"。商乾隆《镇雄辩志·

风倍卷》记载苗族当时已分布于"镇雄四撞"。苗族先由贵;闲迁送滇东北，这可以从

《皇清职贡圈》卷七的记载判断。读书说"苦人相传为集辈革之种，楚粤黔皆有之，其



在摸省者惟曲靖、东)I(、昭遇等府。花茧蹈各属土流兼辖。"后来才逐革开分布到文由、

红酒、楚雄和思茅等地。这可以从道光年〈公元1821年至1850年〉编修的《广南府志以

《威远厅志》、 《大姚县志》和《他朗厅志》等地方志书，开始普遍记载该地苗族社会

生活的某些健面得到说明。

在云南许多地区苗族民坷都能行开天辞地和造人的传说。倒妇在苗族人口聚居的文

出纯民间就普遍流传有关洪水潮天的神话传说，传说牛王发大水，发生洪水期天，仅有

一对旦妹坐在木鼓里避难。洪水过后，元妹配为失妻。并编成一首歌，歌词主要为z

伏妹挨伏哥为了一夜亲，

抉妹担伏哥藕去三年。

伏哥折转来到，

伏妹养得一个娃娃不象人。

伏哥说这是一块怪妖稽，

伏哥挂得一把刀来砍。

割十块丢去十里路，

这下子有了南姓李娃。

在哥哥江的自茵民间，其开天辟地和造人的传说中，还保存有关民族国嚣的内容。传

说从前世上发生洪水，人都淹死，仅有姊妹〈兄妹〉坐大鼓得救。姊妹结婚生一犀无头

无掬的肉，商姊妹割成数十块，就在石头上便姓石，就在桃椅上摆姓悔，放在李子树上

使李姓。商量得注意的一些姓还有自己特有的禁忌z 如i如陶家禁养花牛，杨家禁养花

猪，李家禁养黄牛，违反了家人会生病。

在楚雄、丽江等地苗族民间仍流行苗族的祖先为量龙的传说，苗族故乡是卖部流

域，因民族间战争，苗族才退出黄需流域逐渐高迁。甚至用上述的历史传说，来解释苗族

衣服的医案。如在楚雄州的苗族民间，便说苗族衣跟上的"级横交错曲线条是因埂，其

中九个点是谷丛，坎唐的大花是京城，红绿线条是九条河，其中 j可为城市，裙子下摆两

条线是黄词、长江，腾上的绑腿是接黄河时保护国契等留下来的习惯。"上述的解释虽

不科学，但有其历史传堤还是值得注意。

二、文由州苗族概况

文山姆1958年苗族人口为153 ， 151人(现据1976年统计，文山姆苗族人口为278 ， 300

余人〉。分布于广南、麻栗援、马关、邱北、文由、砚山、富宁和西畴各县。各边的苗

族多住山区、半山区。土地~山地为主，农作物以玉米、莽麦为主。

耕地虽以锄耕和辈耕为主，但仍保雷原始刀耕火种的特点。其生产节令，一毅为正

月铺地，撒莽麦F 二R种玉米、黄豆、小豆、南黑、小米、麻，三月种高梁，收蚕豆、

豌豆，四月藉玉米，收春葬，五、六、七三个月藉玉米，收蚕豆、四季豆z 八月收玉米、

小豆F 九月较高梁，种蚕豆、豌豆F 十月收棒子、米豆、芋头，十一、十二是犁冬边。

苗族多租种当地汉、壮族等地主的土地，地租分定额、对分和三七分三种。苗族农民

除去负担边主的沉重地租外，还负担望民党统治者和村寨头人各种劳役和捐税。

z 



从1955年砚山县第二区堡革乡苗族调查资料看，保黑乡有14村蓉，其中十个村寨是

苦族村寨，苗、彝、 E豆、壮杂居寨三个，一个寨子是tlt族聚署。全乡共304户， 1 ， 494人，

其中苗族187户， 965人，富农 1 户， 10人，中农22户， 168人，贫农164户， 787人。( 1 ) 

茶花寨，为苗族占多数的杂嚣寨，地程为三成分租，三分之一归地主，三分之二归农

民。同时负捏七、八个到数十个劳役z 婚丧嫁娶逢年过节向地主送礼作为礼程。正式实

物地租有"马盘程"、 u木耳香菌程"、 "x 夫车马租"和"拜年租"等。( 2 )芭蕉;中是

苗族聚居村，地租包括劳役地租、小租、马盘挠、木耳香菌貌 "x 夫车马租"、 "拜

年租押和正在。 J总数约占棋会总产量的68.8%。

再以麻栗按县荒E乡苗族社会为例，该乡苗族农民负担的劳役实物地租和苛揭杂税

多达二十一种z 劳役〈自工〉、鸡程、督办署公粮、汛公粮、乡公艳、保公粮、督办署

服装费、伙头粮、养兼费、积谷、填合谷、督办署马料款，马稼粮、汛丁食粮、保丁食

米，征兵款、请兵款、户籍款、交通款、保了脚费和教育金。

国民党时代在苗族地区相继设立团总、保董和保甲，在保甲长之二F设小摧小薇。例

如麻栗拨县荒田乡，原属茜畴县第二区。解放前属寐栗援大火地乡，解鼓后属尚喜乡，

1954年设立荒E乡。接1957年统计，本乡人口共266户，汉族38户，苗族166户，瑶族66

户，壮族 1 户。属自苗，自称孟楼。荒田又名"偏腊"苗语称"壮踵 "0 1920 年以

前，本地属于八布团总管辖， 1920年以后，设立对戳，本乡属于攀枝花部署。

在国民党设立保甲缸度之前，此地只有固恙，直接或治人畏的是壮族地主李家的封

建势力。 1920年以后，国民党政府在麻栗按设特别区，下设六个对泪，对汛下设乡、保

甲，于是保串制度与地主饮头小报并行......团总、乡、保申长，包括小催小援部享有一

些特技剥削( 1 )不交程。( 2 )强迫农民服劳役。西畴甚荒臼乡农民每年为饮头作

自工三个，为小派作一个。( 3 )放高利贷。饮头、小报家接食多，乘农民提粮，大就

高利贷，麻栗城荒国乡新寨地主王小萌当伙头放按。

据寐栗按、碗山和马关等地土地改革时的语查，解敖前苗族社会己普遍存在椅级分

化。倒如: (1) 麻栗按县荒回乡，土改前全乡234户. (苗族166户)，只有 9 户有土地，

占田8.4亩，地39.9亩。 (2) 寐栗提县八布区，全区870户苗族〈白、在苗〉地主23户，

占总户数的0.25%，富农33户，占总户数的 0.37%，中农205户，占总户数的 23.5 %, 

贫农609户，占总户数的69.75%0 (3) 砚山县保黑乡，全乡304户，其中苗族187户，

富农 1 户 (0.5%) 中农 2 户 (11.7%) ，贫农104户 (87.8%)0 (4) 马关县牛槌乡

牛棚村， 20户苗族 1 户汉族，无一户地富，只有 4 户中农，其余都是贫农。

在文山地区一些苗族社会，直到解放前还保留父系大家庭的残余。在马关县都龙区

岩头小新寨，苗族王家大家庭，人多到99人， J 文山县杨梅井乡团回寨马朝林家有45个

成员，直到1964年四个凡弟才最后分家，麻栗按县马街塘子衰王秀珍家因代人同居，家庭

成员30余人。

文由苗族各支系的习摇大同小异，现据《马关县志》、 《新铺廓栗撞撞志资料》和

《邱北县志》中有关苗族习俗，分到辑录于后z

1. <<马关县志》有关该地苗族支系和习倍的记载"苗族本三苗后裔，其先自期鼠

黔，自黔入滇其来久矣。苗之种类虽多，风倍语言无异，亦不过装束上之这射耳。分录

3 . 



子后z

( 1 )妇女穿百新麻布花裙不着裤，以白寐布裹两踵，短衣无钮以左右襟交搭，系

以腰带。无论男女胸膛垣露于外者称之曰叉叉苗。( 2 )男子衣裤用棉布，有钮扣与汉

服略目者，称之为江苗。( 3) 男、妇衣装用白色，以青色镶领口艳口者，称之为自

苗。( 4 )衣摄头船咸黯青色，称之为青苗。( 5 )担女扎红线于发，其粗如蹄，盘于

头顶者，称之为红头苗。( 6 )头式如红头，而戴花援属，于领襟袖口腰带均绣斟红黄
色花纹者，称之为花窜。掉

"苗人之家庭不设掉堂，亦无内室，屋内设一火塘z 热以大木，未想则复器以木，

自谓人可死火不可死。

盲言人嗜掏肉，款宾以狗肉为上品，若杀狗款远宾必留一腿，不尽食，追宾局去，用

作蜡镜~示为宾杀猪之意。"

"苦人早婚之习，一如依人，……故未成年之小夫妻，所在皆有。...…"

有夫之妇被人拐逃，只要赔偿本夫婿礼，便可与拐夫成婚，此乃苗族惯例，无人敢

为异说。至或年女子凭媒婚嫁者器多，先拐去雨后托媒者亦复不少。

"苦人之踩山，上年冬季选一高百稽平之出场，竖数丈离之木杆于其娃作据识，而

资号召。当事者酿幢缸酒数缸。翌年春裙，陈咂草酒于场，茜男女皆薪其装铺，多自

远方来，如归市然。自韧一日起，来者日众，累百盈干，肩摩撞接，诫盛会也。旱准既

罢，山场己开，众苗女遥立场外，作羞渲不能态。有苗男子，在i油脂涂于长绳，商人拉

其端而围之，故作欲污女衣之状。诸苗女乃被迫入场，或三或五梧聚而立，任凭苗男选

择，中意时撑一伞以复照之，此期一小群苗女，己为其占有，独与歌唱， f邑人不得参

加。茜男胜，卖自苗女蹭与指环，得意洋洋。又鼓勇雨之他群，大唱特唱。曾觅一苗男所

得指环两手无着处，谓是善歌者毡。远宾至场，必先款以砸缸酒，哩蛙酒者踊玉麦〈玉

蜀茶〉为京料，弟、香，磨碎复煮之，使软和越入缸，封之数月而酿成。插四五尺长之组

竹管于槽内，由其端商砸其汁，汁减期增之以水，至日晨，早无语昧，吸饮者我哩唇蔽

舌，但津津有余味，以领主者盛意。场中卢笙者既攻呈舞，屈其腰商需首，足或题矣，

子或翔矣，盘旋往复。……。终日歌声攘攘，笙韵悠悠，饮者晓康，论者琳啡，递盏追

欢不醉无归。如是者数目，概有唱黯既结，男女相悦，拐退私奔之事，陆续发生。为之

父若夫者视为故，常无敢曹议，惟先事严防期无变故为幸。"

"茧人之丧葬，自人死时，即敲鼓吹芦笙以乐鬼，昼夜不静，鼓坷数捞一敲，笙问

数分一吹，直至埋葬雨后己，朝喜焉食，子孙各以酒肉，喂塞死者之口。其择地法，不

在l罗针是方位，以木棒一条，拚力向空提搏，就棒横落葬，斜落斜葬。并言于五、六年

间，须翻尸一次，否剥能住虎以害生人。"

《马关县志》卷二《风俗》载=

"苗人之迷信，苗稽信鬼，有病不服药，推请巫公，攘玫逗送或于野旷之地，悬竿

为记。击鼓吹笙，焚香奠酒，然后执斧锥牛以集祖先。男女聚墩，谓能却病，不效亦无

海悟，至于外科，又每有良药接骨生筋，其效如神，又复密而不宣。流传不广，识者告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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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人露牛狗法，择广场栽木椿，紧系牛鼻，索于棒上，提牛头不能左右转，一人

背持大斧猛击牛脑二三击，牛已晕倒，然后以尖刀事u其喉。屠狗则木棒连击其脑，既毙

复到火烧其毛，全不用刀矣。野

2. <<薪编寐栗撞撞志资料》有关该地苗族支系和习倍的记载E

苗族"其类多由贵娟而来，喜居高出，以种玉蜀毒害为业，大多系但农。其类繁多，

约可分为下列六种z

自苗人，住喜搬家，夜闻随地市卧，以其无论男女纯著白色麻衣丽得名。

青茜人，妇女不服裙，一切衣裤装束与汉族略词......以其类，无诠男女纯著青色

麻衣丽得名，言语亦与上述之白苗有异。

花蕾人，妇女服裙，在i染花为辨，人死以后三日内，不入丰富，其亲朋来号丧者，每

人须以熟饭嚼锢喂死者一口，以作祭仪。

红头苗，性喜爵浩，勇敢好斗，以其如女头上喜以红花布作申职戴丽得名。

鸦雀苦人，妇女服裙，衣领后方系花布一块，宽尺许，其余职业言语与诸苦相同，

维搬家。

偏头苗，女人头上撤木撞一担，脑前以发结篡于面前，撤木棒，其余元甚辑出。"

3. <<邱北县志》有关该地苗族各支系和习蓓记载z

"苦人有青黑花三种。各屈服色分，男以蓝布包头，女卷布成盘包头，状如小簸，

斟本捷结发，穿短衣系搞裙。喜居菩林，烧火山种撞，林败则迁，无完E汗。好猎，善用

强弩。有喜事那吹葫芦笙，作孔雀舞。婚嫁则以牛为聘，近来必以金百余元为聘。有丧

黯霆部吹笙，开十三吕后，超涟灵魂，椎牛市祭之。婚姻事交聘金后，即领商眉，不择

自时，数年后，无子自毒者许以采花白祈神佑之。有效则采，采必三年，头年三哥，次年

五日，三年七日。远来者不掬多寡，主人必招待之。冉

邱北县苗族除去在春节期间举行踩花出活动外，还举行规模较大的"斗牛"比赛。

所谓斗牛郎牛打架，举行斗牛一般在花山附近山坪上举行。牛斗胜的主人，可以喝酒三

杯。

-一一」、
红河苗族概况

红向晗尾族彝族自治州是个多民族自治颊，主要有汉、哈尾、彝、苗、瑶和傣等民

族。全州各族人口总数为1， 364 ， 244人，少数民族人口为798 ， 982 人， 占总人口数的

58.56%。苗族人口为90 ， 795人，占全分l各族人口总数的6.65%。全捕有十三甚一市，

除曲溪、龙武、石屏、红坷如绿春五县外，都有苗族散居。以屏边、蒙自和金平三县为

最多，散窟在屏边的苗族有25， 962人，占全9日苗族人口总数的1.29%。散居在蒙自 17， 430

人，占全州苗族人口总数的19.2%，散居在金平30， 250人，占全知[苗族人口总数的33.3% ，

散居在元阳4 ， 488人，占全炖苗族人口总数的4.9%，散居在开远3.977人，占全姆苗族

人口总数的3.4%，散居在弥草草3 ， 260人，占全州苗族λ口恙数的3.53%，散居在河口

4， 247人，占全州苗族人口总数的 4.8%，散居在建水 900人，占全卅苗族人口总数的

1 %，散居在个18301人，占全知苗族人口恙数的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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