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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米族是我国人日较少的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云‘

南省的宁蒗县和兰坪县境内，相邻的永胜，丽江，维西及四

川省的木里，盐源等地也有步量人居住。人日总计29，657人．

．’(1990年)，其中云南省境内约2万余人0．、‘’’：1，
‘

，‘普米族大多居住在滇西北高原的丛山竣岭之巾，集中聚：

居于牦牛山麓和金沙江沿岸二带；一般以小村落聚居，少则

。三五户，多至几百户，有的散居于纳西，藏，彝，白，傈傈一

．等民族之中。 ．．，
扎’ 。．’ z．0 二”：：1．，．

r 酱米族自称拓堵米"(plonmi)。。搿培米炒普米语义．

译为“自人矽，其内涵为搿纯洁善良的民族，，。汉族和白族

～般称酱米族为。西番"。解放前兰坪一带有些人将保持本民．

族语言习俗较多的酱米人称为∥黑西番”；而籍能操多种语‘

言，习俗与其它民族差别不大的普米人称为“自西番∥．与

普米族毗邻的傈僳族称普米人为“君律吕扒黟，怒族称为i

“流流扒，，，彝族称为“哦珠"，，摩梭人和藏族称为“巴一

．或“巴苴，，，，而史书古籍中多记载为“西番”或口巴苴修0

1960年10月，·根据有关专家的考证和本民族的意愿j国务院：

正式确定其族称为普米族。：‘7．· ‘’·：‘．，：i j

-普米族属我国古代游牧民族氐羌后裔。’酱米族先民系远；

古时代居住于青藏高原的甘，青巴颜喀拉山一带的古羌人，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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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由于白雪皑皑的大山不宜放牧，便逐渐从高寒地带沿横断
山脉向气候宜人、水草丰茂的南方迁徙。约在公元七世纪

前，普米族先民己分布在今四川越西，冕宁、汉源、九龙，

石棉等地，是当时西昌地区的主要民族之一。十三世纪后，

普米人陆续迁入宁蒗、丽江，维西、兰坪一带定居，饲养家

畜、耕山种田，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农业生产逐渐占居了

．主要地位，替代了以往的游牧生活。
’

‘

相传普米人最早居住在叫做。直吾布织多吾”的地方，(约

。嚣大雪山下的河流(雅砻江、大渡河)之源)■宁蒗一带普桨

族中传说最早的祖先有四兄弟，称为“培米让袁祖"，意为
j“匹座山梁上的子孙，，。最初他们不会说话，后来按神的旨

1意在他们都能望得到的一块蔓瞢地里，放了一匹马，四兄弟

：见马在吃蔓菁，从四个山头叫喊着冲到地里赶马．老大说

馏打尼油马扎刀(藏话，马吃蔓菁地)，老二说“让尼念给

潜力(摩梭话，马吃蔓菁地)，老三说t。贡尼银格祖黟(酱
米话·马吃蔓菁地)，老四说“马吃蔓菁地誓(汉话)。此

J旨，四兄弟就成了四种民族。老大藏族定居在高山，老二摩

梭人定居在山脚下的平坝里，老三普米族定居在山菁里，老

泗汉族定居在坝区。一 ’，“
．

·， 兰坪一带普米族认为，他们的祖先原来居住在现在的四

川I木星和云南的永宁等地，后来由于长期的战乱，普米族先

民西迁来到兰坪一带定居。也有的认为他们是蒙古族的后

裔，是元代之初忽必烈南征时随军进入云南的．。 ，．

关于普米族的族源及迁徙经过，可以从丧葬中的送魂路

线得到佐证·普米族葬礼中，要将死者的灵魂送往祖先的发

掘地，送魂路线各地有异，是因为各地普米族部落搬迁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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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的地方不同，但最终的方向和到达点基本·致，即都要避
魂到青藏高原一带。如兰坪一带的普米族其送魂路线为。；兰i

坪——鲁甸——石鼓——金沙江—-一宁蒗—。木里·一山林j

——大风丫口——贡戛山——草原牧场，然后送往天堂。宁．一

蒗永宁地区普米族的送魂路线为·拉子——查不洛——书古、

。瓦哈一支古——让吾多古——无尼多古——木里顶吾——一
布支古去——几格米去(大山脚下)一布今格安(雪山丫
口)一——格里顶吾(放牧的草场)⋯⋯一般送到贡戛岭一带4

j为终点。从以上两条路线看，都是由南向北行进，最终到达，；

青藏高原的贡戛岭雪山周围。普米族的送魂路线世代沿袭，，

对考察普米族族源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一’普米族从游牧生活过渡到农耕种植时期，经历了相当长_

的历史进程。由于普米族大多居住在山区，生产力发展比较：+

缓慢。解放前，普米人民一直归属当地土司头人的管辖，生：

活艰难。为了摆脱残酷的命运，普米人民曾不断掀起反抗封。’

建统治的英勇斗争，历史上有名的拓散羊毛疙瘩彦行动便是一’

反对封建土司制度的一种正义的斗争方式。传说有一次，永i

宁土司派普米群众出征攻打外敌，因待遇不公，而伤亡惨：

重，这时土司头人又前来普米村寨苛征，激起民愤。有个警4
米族百姓便用羊毛绳结了三个疙瘩，秘密传递给各村百姓，，

意为三天之后向土司讨伐，由于百姓齐心协力，团结战斗，．4

’终于获得了胜利。此后，一有不合民意的事，普米人就散争’
毛疙瘩，对抗土司头人，争得合法的权利，这种行动也成为j

，普米族人民传统的斗争号角。

。如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不断繁荣，普米族人民遂
‘

渐走上了富足的康庄大道，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丁



明显的发展。1987年11月27日，国务院批准成立了兰坪白族

普米族自治县，和其它少数民族一样，普米族人民也享受了

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劳且有了_大批本民族的干部和知识
，分子。 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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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吾营，e u'aOi)，r“吾"义为年，“昔黟义为新， “吾昔”

． 一全义为过新年；有的地方俗称“小过年圹或‘链普米年，，。一
、

一．- “吾昔翌的时间有别予其它民族的搿新年，，q大部分普

米人在每年的农历腊月初七晚上吃年饭，也有的在初六的晚

．上，从初八开始视为新年的第一天，欢度w吾昔"·为何要

在初六、初七两天吃年饭?据说远古的时候，普米族先民观．

’测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来计算-年的时辰季节，一般以恒星

． 为指点，因为恒星相互间位置恒久不变，可以用它们作标志

j ，观察其它日月星辰的运行情况。普米族先民们用黄道j、赤道

附近的二十八宿星辰作为“坐标∥推算。年的时令和吉日。’’
．。 ”．各地普米族推算三十八宿的起迄界限不完全一样，有晦

、。” 。 ：把“处紫，，，(星宿名称)作为二十八宿之首，有的地方则以

i 懈苏多"星宿为头，}‘这两个星宿相距五天，各地从俗商定，

i 。 。r般是以观测“处紫一星宿来确定，7够处紫2星宿与月亮相。

o’ j一遇之日即遗‘唔昔’’。+普米族先民以观测。处紫。星宿的行阿
j，， ．位置而定过年的日子，．所以又称星圆节，：星回节顾名思义就
7 ．是星星回转的意思。二十八宿星辰随天体而运行，’至于此月。
1

． ：复其放处，故云回于天，星会起源予“处紫，，，懈处紫刀为二
‘_ ，

’

。 o

’

，。 ’
． 矿5·



十八宿之列。普米族先民根据这一运动规律和出没时间来确。

定‘晤昔矽的时间，因此，所谓的口星回节黟和盯吾昔”其
实是一圆事情。

相传推算二十八宿是绵羊教会的-古时有一个猎人，整

天在山林安绳套捕猎。有一天，无意中套住了一只绵羊，猎人

把绵羊拖回家，正准备杀吃，突然绵羊开口说。群你放了我

吧，我是专门算星辰时令的，若把我放了，就教你推算的方。

法。刀猎人答应了，便跟随绵羊到屋外，望着天上的星星从

一、二、三，、一直算蓟第二十八宿。这时，猎人叫绵羊停-

下，说自己肚子很饿了，到屋里找点东西吃了再学，说着猜

人进屋去了，就在这时，绵羊乘猎人不在，逃之天天。猎人．

只学到二十八宿的推算方法，以后，普米人也只会按二十八宿’

的推算方法来计算_年的时辰良日了。 ’·、

‘

据二十八宿的推算计时方法，普米人认为每年的腊月初、‘

六，初七是一年中最佳的日子，选择这天欢度甜吾昔∥，一

家人欢聚在一起吃年饭，是吉祥如意的象征。按传统的礼．

俗，描吾营”一般要过七天，有的地方过兰天，也有的地方

过五天。地爵营一在宁蒗一带的普米族中举行得较隆重，面

兰坪一带的普米族，一般不太讲究或不过，也有的和其它民，

族一样过春节。 ’．。

’ 1．‘．1 ’

每到金秋时节，．普米人家便开始准备食物，迎接F吾

昔”的到来。这时节，普米山乡一派收获的景象，秋粮入库卜

小春播完，农活比较轻雨，男人们上山砍柴，‘打板子、’开荒。。

山，到村外去做买卖，买回些衣物和食用的东西。而妇女

们则在家里酿酒，推磨、制作各种司日的佳肴，备好一切过

年的食品和物品·过年对老人们来说是一件大事i他们都企孽!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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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己多活几年，如是平安度过，吾昔力，哪怕只话一天，’邪
． 也算是十分体面的事。．丽对儿童来说，鲜吾昔玑则是_年

中最快乐的日子。节日里，他们既可以放开肚子大吃i又可
、

以穿上节日的新衣到各地游玩。由于盼“吾昔弦心切，有些 tf·

儿童便在每天经过的放牧路上放上石子，计算“吾昔玑的天

数，石子放够了，‘“吾昔"也就到了； ：’’．·．1
4、

。 ．．．‘ “吾昔一的前一天，或选择前几天的一个吉日，-家里的

男人要到村前向阳的山坡上砍一枝青岗树枝，在山上削掉根

0． 部的枝叶，烧一香坛，．在烟上绕三下，表示除去了树枝上的

i’ 污垢，然后拿圆家，把家里的东西全部搬到场园里曝晒，进
‘． 行清洁房屋活动。清洁房屋必须在早上太阳东升时进行，房．’

顶的烟尘，屋里的每个角落，屋外的每块地方，‘还有火塘噩I{：。

‘的灶灰(灶灰不能撮完，要留一部分在塘底，表示新旧相

接)以及用不完的脏物都要清除。清扫完后J；将垃圾装入一 ，。

个竹箩里，由家里的长子背到村后的山脚下，吊在一颡树

上，然后全家男女老少集中到竹箩下，’甩石块击打竹箩，同
，’ 时口里要不停地晗叨。“我们喜欢新的，饵的让它死去l"

最后将旧年的垃圾埋在山脚下，才返回家里，如果家里有猎
一一

手或有火药枪，则让猎手用箭，用枪射击竹箩，．以示告另嘎lljl

。4 岁。 ．+ ．’! 。。． ； ·

． ．

u

， 矗吾昔一这一天，男人的主要任务是切割往年存留下来

≯’ 的“猪膘胗(自制的猪肉)，要一圈圈切割得整齐大方，把

_： “吾昔?期间需要吃的和赠送亲友的都按家里亲友亲近情
’

- 况，大小不等地割下来放好，·过年就不兴用刀了o．|此蜘，
I 还要备好过“吾昔"期间的柴禾，：松明，锅灶等。妇女们的

r u‘。 活计更为繁杂琐碎，她们，要烤酒，磨豆腐、磨毛芋，炸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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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酿_酥理玛(-种水酒)，至少要将三天的饭莱备好，特

．别是年饭，还要体现本地种植的特产，如缺了哪样，则意味

‘黄来年要减产，生活会遇到困难： ’‘‘

‘．晚上，主妇便在餐桌上摆上各种食物，全家人围坐在火

城边，高高兴兴地吃年饭。吃饭之前，家里的长者要在火塘

上方的“宗巴拉"(家祖)上烧一坛香，用一叶松枝蘸洒水

稻，茶，清水等祭食，祈求祷告。其祷告的大意是。．
一- 啊哩呀哩—— ，． ? 、．：： 、

我们迎来了新年，
”z 青松又长出嫩枝， r

。

遍野山花烂漫。 ．

i‘香烟在木楞房里袅袅，’‘ 。：r

’{ ．火塘里闪烁着金色的火焰， n．．j

、。‘o家人幸福地团聚在一起，?⋯ ．，：j
’

；t ．多么欢畅多么快乐。 ‘．
．

1’

，。。

’， ’4i；+在这吉祥的日子旦，： ，‘，。’二j’ +．

‘一栽们共同祝愿j1：∥一’骨‘ ．’‘。
j l’ ‘，

。‘

’。我们一起祷r生， ‘：∥，1．矿”．’：．‘，

： ?：?祝愿过去的一年，‘，。：j： ．4．”：’．一。 ．，。

永远不在复返，
。

．一

+．。+。：祝愿新的-．年，， ‘：一 一 ．‘”， ．

j。‘ ；：4j-永远如意平安⋯．．．，’ ·i?‘。、’ 一i

∥ 祈祷完毕，主妇先将一碗新酿的美酒敬给家里最年长的

’老人品尝，然后才依次进餐。 ；．_．。 ， ；

有的地区的普米人有禁吃或不许伤害狗的习俗，吃年饭

莉要先喂狗。相传很早以前，狗和人就生活在一起了，那时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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