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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库》出版说明

．民俗学是研究民间各种风俗习惯的一门学科，它在我国

的建立和发展，已经历了半个多世纪，走过了曲折的道路。目

前，这一学科正在向广度和深度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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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俗文化遗

产，促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田结；为了适应我国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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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五十五个少

数民族的居住、饮食、服饰、生产、交通、婚姻，家庭、村

落、岁时、节日、丧葬、宗教、道德、礼仪、I：／头文学等风

俗民情。为了推动民俗理论研究工作的发展，本丛书还将适

当地收入国内外有关民俗学的专著和译作。
一

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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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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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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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一孔雀之乡的居民

富有亚热带风光的云南西南部地区，树是常绿的，水是

常青的，竹如喷绿，林木翠翠，枝头鸟儿常鸣，水边林际每

当晨光曦微或夕阳斜照之时，便有美丽的孔雀翩翩起舞，因

而被人们誉为“孔雀之乡”。我国的傣族就是这美丽富饶的孔

雀之乡的最古老的居民，他们在这里繁衍生息，为开发祖国

的西南边疆做出了重要贡献。

傣族有人口1025128人(1990年)。主要分布在云南省的

西南部，聚居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

州、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和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等4

个地区。其余的傣族散居或杂居在临沧、澜沧、新平、元江、

元阳、金平、景东、景谷等县，此外在金沙江沿岸的华坪、大

姚、禄劝以及四川的会理、盐边等地也有少部分傣族居住。傣

族只有少部分居住在云南省的内域地区，大多数分布在边疆

地区，其居地分别与缅甸、老挝、越南等国接壤。

傣族地区属于亚热带气候，气温较高，终年不见雪，雨

量充沛，土壤肥沃，适宜农耕，物产十分丰富。这里森林密

布，植物种类繁多，西双版纳有天然植物园和植物王国的美

称，有5千多种植物，仅此就占全国植物种类的六分之一，其

弋毛’



中有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的稀有树木7种，有世界罕见的铁

力木，还有鸡元松、天料木、树酸等目前尚存的稀少古生植

物。在山间林海之中还有名目繁多的药用植物，有治高血压

的特效药——罗芙木，有提取人体激素的黄山药，有红花、野

三七、砂仁、乳香、龙胆草等珍贵药材。这里还有我国新兴

的橡胶基地，是我国第二天然橡胶林地。

走进傣乡的莽莽原始森林，可以饱赏那亚热带雨林的风

光，那里林外骄阳似火，林内湿雾霏霏，点点滴滴，犹如永

不停息的秋雨。林中有由各种树木组成的暗绿色天幕，有由

数十米高的“望天树”和曼滕组成的滕缠树景观，有干枝万

朵的“风雨花”，有花满枝头的“火树空藤”奇景。真是妙趣

横生，使人无不惊叹!7 ．

傣乡还以众多的珍禽异兽而闻名于世，仅西双版纳就有

陆梁脊椎动物500余种，占全国陆梁脊椎动物的四分之一，其

．中兽类60余种，鸟类400余种，淡水鱼类90余种，故此被

称为“动物王国”。在傣乡可见到象群遨游于林海，金丝猴攀

枝嬉戏，野鸡戏水溪边，白鹇、长嘴犀鸟、双角犀鸟翩翩飞

翔于林中，还有被傣家人视为吉祥、幸福的孔雀。森林中还

繁衍着虎、豹、鹿、麂、熊、野牛、独角犀、长臂猿、香狸

等野兽以及七八米长的大蟒蛇和六七十厘米长的特大水哈

蚧。．． ．

’、～’

·‘傣乡还有丰富的矿产资源。铜、铁、金、银、镍、铅、锡、

水银等矿产早已为人民开发利用。德宏傣乡还盛产宝石、玉

石、绿柱石和水晶等特种工业原料和装饰品。这些都是傣乡

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物质资源。
‘

傣家人多居住在河谷平坝，海拔多在500至1300米之

间‘，地势低平，江河纵横，便利灌溉，极为有利于农作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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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作物的生产。傣家人善长于水稻种植，因而西双版纳获

得了“滇南谷仓”的美称，“芒市谷子遮放米”也为云南各族

人民所赞誉，大部分傣乡都是云南的主要粮食产地。傣族地

区还是中外驰名的“普洱茶”的故乡，勐海茶厂所产的碎红

茶和特级绿茶具有国际水平。棉花、甘蔗也大量种植。德宏

还盛产味道香美的小粒咖啡，曾被誉为世界第一流咖啡品种。

傣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傣语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

壮傣语支，分为德宏、西双版纳、金平等多种方言。傣文是

一种拼音文字，因地区不同而分为傣那文(德宏傣文)、傣泐

文。(西双版纳傣文)、傣绷文(瑞丽、耿马、澜沧等地傣文)

和金平傣文4种。‘ ．
，

傣族来源于我国古代南方的“越”人，与来源予“百

。越”的壮侗语族各民族有着共同的族属渊源关系。傣族在汉

晋时期被称为“滇越”、“掸”(擅)、“鸠僚”；唐宋以来被称

为“茫蛮”、．“金齿”、“银齿”、“黑齿”、“漆齿”、“绣脚”、

“绣面”、“白衣”；元明两代称为“金齿”、“白衣”、“白夷’’、

“百夷”。明代万历以后又改称“燹夷”、“伯夷”；清代称“伯

夷”、“摆夷”，又有“旱摆夷”、“水摆夷”之称。由于傣家人

一直自称为“傣”，故正式定名为傣族。

傣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一万年前傣族的祖先就居住

在今天云南与缅甸交接的广大地区一到公元前1世纪汉文史

籍中就有关于傣族的记载。《史记》中称傣族先民为“滇越”，

亦称“乘象国”。继后傣族先民又在《汉书》、《后汉书》等书

中以“掸”，“擅”的名称出现。东汉王朝曾在滇西南傣族地

区设立过永昌郡，“滇越”、1掸”人地区属于永昌郡管辖。

“掸”人曾经建立过“掸国”，掸国王雍由调曾3次派遣使臣

携带土产、珍宝和精湛的乐队、．杂技艺术人员到东汉王朝的

3

j’‘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

京城洛阳贡献，掸人的杂技艺术在东汉宫廷演出受到了东汉
， 皇帝和群臣的赞誉。东汉王朝赐给掸国王及其使节印绶、金

银、彩赠；并封掸国王雍由调为“汉大都尉”。从此，傣族和

东汉王朝正式建立起隶属关系。

． 公元8至12世纪的唐宋时期是傣族社会迅速发展的时

期。此一时期傣族地区先后归属西南地方政权南诏和大理的

管辖。滇西傣族在历史上曾于公元10世纪末以勐卯(今瑞

丽)为中心建立了强大的勐卯地方政权，下辖勐卯、勐兴古、

勐兴威、勐兴色4个大部落，这4个大部落又曾联合组成过

“侨赏弥国”。滇南(西双版纳)等地的傣族曾在公元8世纪

、以“茫乃’’(今景洪)为中心的黑齿10部落组成过“茫乃

，道”政权；到公元1180年，西双版纳傣族首领叭真又以景洪

为中心建立起强大的“景陇金殿国”政权，共推叭真为国主，

天朝封叭真为“九江王”(澜沧江王)，发给“虎头金印”，

“命为一方之主”；10年后又征服了远近许多部落，成为一方

盟主，所管辖的地区广大，傣文史籍《泐史》称其“有人民

八百四十四万，白象一千条，马九万七千匹”，足见其是一个

地广人稠的地方大势力。这个时期傣族社会经济也进入一个

新的发展时期，生产力有了很快的发展。唐宋时傣族已跨越

了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进入了犁耕农业的发展阶段，并相

伴而起的发展了农田水利灌溉事业，随之而来的是金属冶铸

业、纺织、商业等都有了新的发展。
‘

．．

． +元朝开始在云南建立行省，接着又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

土司机构。元朝在西部德宏等傣族地区设立了金齿宣抚司，下

辖“六路一赕”，管理德宏及周围的傣族。在南部西双版纳等

地区设立辙(车)里军民总管府管理西双版纳等地的傣族。元

末西部傣族思可法势力崛起，建立了强大的麓川政权o．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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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朝土司制度的基础上，将其扩大完善成一套统治制度。在

西部德宏地区对麓川政权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征讨，最后将

麓川思氏势力打垮，接着就在德宏等傣族地区全面推行土司

统治。与此同时又在耿马、临沧、澜沧、景东、元江等地设

立了许多土司政权。在西双版纳地区设立了车里军民宣慰使

司，在傣族地区全面推行土司制度。公元1570年车里宣慰使

刀应勐将其统辖区划分为“十二，：个提供封建负担的行政单

位——西双版纳，傣语“西双”即．，“十二”，“版纳”即“一

千块稻田”之意，从此便有了“西双版纳”这一名称。清朝

在傣族地区采取了废除土官，实行直接派流官统治的政策，即

“改土归流”。民国时期又在傣族地区继续推行“改土归流”的

措施，在傣族地区建立县和设治局，大部分傣族土司不复存

在了，傣族地区完全置于内地的政治范畴了，但在边疆一些

傣族地区土司统治一直延续到解放前。 ·

傣族社会大约在汉代开始跨入阶级社会的门槛，唐代已

进入成熟的阶级社会，宋代开始向封建农奴制社会转化，到

元明时各地傣族均已进入封建农奴制的发展阶段，直到解放

前除接近内地的部分傣族地区已进入地主经济外，其他大部

分边疆傣族地区仍处在农奴制社会之中，特别是西双版纳地

区傣族农奴制保留得还相当的完整和典型。在这种社会制度

下，全部土地、水源及其他主要生产资料全部属于封建领主

集团所有，农奴只有在向领主提供各种劳役之后，才能获得

一分份地，因而广大农奴完全被束缚在领主的土地之上，终

生受领主的剥削和压迫，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傣族人民和汉族以及其他民

族之间的友好往来绵延不绝，通过联姻、贸易等形式相互交

流生产经验，传播宗教、文化、科学知识，使傣族人民的聪

5



明才智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傣族文化十

分蔚为壮观，自成体系，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成为中华民

族文化宝库中珍贵的一部分。在这份珍贵的财富中，傣族风

俗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在风光旖旎的孔雀之乡的傣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进程

和生产生活的过程中，不仅继承和保留了古越人优良的传统

生产、J生活习俗，如种植水稻、居住。干栏”房屋、文身等

古越人的习俗，而且还创造出独具民族特色的物质和精神文

化风俗，形成傣族特有的民风民情。傣家人无论在服饰、饮

食、居住、婚丧、信仰还是在生产、贸易、社会组织以及文

学艺术诸多方面都反映出傣家人独有的心理特征，使其无不

充满着浓郁的民族性、地区性、继承性、历史性和神秘性的

特色。诸如傣家妇女绝丽的统裙，图形多变的文身和饰齿．饶

有情趣的恋爱婚姻，丰富多彩的节El，优美动人的民间文学

和音乐舞蹈，都深深地表露出生活在亚热带风光中的傣族人

民温柔刚毅而又富有生活情趣的民族特性。凡到过傣乡的人，

无不为傣家人这些优良的民情风俗所感慨，皆会异口同声的

赞叹：“傣乡的山水美，傣家的风俗民情更美!”《傣族风俗

志》就是要反映傣族独具特色的民情风俗的专书，它将全面

的介绍傣族各种风俗的起源、发展和发扬光大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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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消费风俗

j傣族的生产消费风俗，是傣族风俗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它

是傣族物质生产、物质消费中形成的特有社会风俗，、是傣族

社会的基础，反映了傣族社会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和文化发展

的内涵，它包括了傣族的生产、商业、交换、交通、服饰、饮

食、居住等方面的内容。 ，

’

。，

． T ^

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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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产

傣族的生产，以农业为主要生产部门，手工业和农业紧 。

密结合，尤以农业生产较发达。

农业生产 ．一． r．

’

．

傣族大部分居住在云南省境内的河谷盆地里，这里北有．

高原和山脉屏障着北来的寒流，南受印度洋和西南季风的影

响，海拔在500一1300米之间，地势低洼，因而形成温暖湿

润的亚热带气候，既不受台风的影响，又有日照长，终年无

霜，霜期较短，雨量充沛的优点。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

为傣族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

傣族从事农业生产具有悠久的历史，有着丰富的农耕技

术经验。在傣族居住的普洱地区曾发现过野生稻的化石。在

景洪新石器遗址中发掘出稻壳的堆积层，说明傣族人民在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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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期就开始采集野生稻以充饥。许多科学家经研究证明，云

南是稻谷的起源地之一，我国最早培养稻谷的民族是古代百

越和百濮族群，在云南最早驯化野生稻的是壮、傣族的先民，

可见傣族是最早种植水稻的民族之一。到秦汉时期，傣族人

民开始了种植水稻为主的农业生产。在距今一千三百多年的

唐代时，傣族农业生产上普遍使用畜力二象和牛耕田，跨
越了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进入了犁耕农业的发展阶段。唐

代樊绰《蛮书》在记载茫蛮、金齿诸部时说：“象大如水牛，

土俗养象以耕田。”“象，开南以南多有之，或捉得人家，多

养之以耕田也。”“通海以南多野水牛，或一千二千为群。弥

诺江以西出辇牛。”犁耕农业已较突出。其特殊的习俗是用象

耕田，是我国为数不多的象耕民族之一i元明清时，傣族农

业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元代《秋间先生大全文集》记载

傣族地区“其地宜稻”。李京《云南志略》说：傣族“妇女尽

力农事，勤苦不辍。”《马可波罗行记》金齿州条说：“地多桑

拓，四时皆蚕”，这是元代傣族水田种植业发展的反映。明代

傣族地区是“地多平川沃土，民一甸率有数十千户众。”呈现

出人口众多，农业生产发展的繁荣景象，其农耕、农副产品

生产都有较快的发展。明代朱孟震《西南夷风土地》说：“三

宣素号富庶，⋯⋯蛮莫以下，地饶五谷，”“男耕稼，女织衽，

米谷木棉皆贱”。同时期有古文献记载德宏地区的芒市“田土

富饶”，猛卯“阡陌膏腴”，盏达“称殷富”，潞江、湾甸“地

广人稠”。南部的景东府“田旧种秫，今皆为禾稻”。农业生

产中经济作物和农副产品生产已在不断发展。唐代已开始种

茶树，“茶出银生城界诸山(今云南景东以南至西双版纳地

区)，散收无采制法，蒙舍蛮(南诏王族)以椒、姜、桂和烹

而饮之。”至今西双版纳勐海地西定还有一茶树王，树龄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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