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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丽试验区党委副书记、瑞丽市委书记

瑞丽市中缅文化交流协会会长
蔡四宏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我国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历

程中，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自强不息，共同创造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

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

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傣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傣族历史文化是中国历史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傣族又是一个国际性民族，傣族历史文化也是世界

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傣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现代

傣族主要分布在泰国、老挝、中国、越南、缅甸、柬埔寨、印度等国，总

人口约 6500万人。其中，中国的傣族约 120余万人，其分布地为澜沧江流

域、红河流域和金沙江流域，主要聚居在云南省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耿马傣族低族自治县、孟连傣族拉丰古族低族自治

县和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等地区。

虽然现代傣族各分别居住在不同国家，但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共同性

(族源、语言、文化、习俗、生活方式、经济生活、审美情趣等)实际上

是一个包涵了很多不同族群(支系)的民族共同体。现在居住在泰国、越

南、柬埔寨的称为泰族，居住在老挝的称为老族，居住在中国的称为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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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族，居住在缅甸的称为样族，居住在印度的称为阿洪族，但其自称皆为傣

或泰(发音介于dai-tai之间) ，其族源均源于古百越族系，语言都属于汉

藏语系伺台语族台语文，大都信仰南传佛教(除居住在红河流域少数佛教

尚未传入的地区外) c 11氏纬度、低海拔的 l监水区域是傣族分布地的主要特

点，稻作是他们传统的生产方式，文身、饰齿、干栏式建筑都是傣民族古

老的习尚。

当然，居住在各地的傣族有各种不同的自称、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差

异，但其共同性远远大于其差异性。以中国傣族的文字为例，中国傣族

文字皆为拼音文字，源于印度巴利文，有傣那文(通行于德宏一带)、

傣满文(通行于西双版纳)、傣瑞文(通行于金平一带)和傣绷文(通

行于瑞丽、澜沧、耿马一带)四种，傣那文由缅文演变而来，傣满文由

泰北兰那文演变而来，傣绷文与缅甸傣文基本相同，傣瑞文与越南莱州

傣文相似。我们从这种差异中，更多的是看到中国傣族文字与周边国家

傣族的密切联系。

傣学(即泰学)是研究傣族历史、地理、宗教、文化、民俗、经济、

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的综合性学科。

我国的傣学研究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的《竹书纪年)) ((尚书》

《国语)) ((逸周书)) ((春秋左传)) ((楚辞)) ((墨子)) ((吕氏春秋)) ((战国

策》等文献中就有大量关于傣族先民百越族系的记述。((史记·大宛列

传》载 "昆明(居住在金沙江沿岸的古代部族) 其西可千余里，有

乘象国，名曰滇越0 万则是最早记述今天德宏及其邻近地傣族的文献。自

2 汉以降，记述、研究傣族的著述可谓史不绝书。自 20世纪初人类学传入中

E 国后，开创了中国傣学研究的崭新阶段。二三十年代，我国一批著名学者
i否E 对中国傣族地区进行多学科的田野调查，涉及民族学、社会学、古生物

贯 学、生物学、气象学、水力学、农学、医药学、土壤地质学等许多学科。
图

志 50年代，对中国傣族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历史调查，出版了一大批调

一 查资料，开展了对傣族诗歌、民谣、文字、历史文献的翻译研究。"文

革万时期中国傣学研究被迫停止。 80年代以后，我国的傣学研究重获生机



并得到较快发展，各地纷纷成立傣学会(云南傣学会、德宏傣学会、西双

版纳傣学会、瑞丽市傣学会等等) ，傣学研究人员对丰富的傣文文献和民

间传说做了大量整理、研究工作，出版了不少研究成果。

我国傣学研究不仅仅局限于中国的傣族，同时对南亚、东南亚傣族的

研究也取得丰硕的成果。丰富的汉文典籍、傣文文献和至今仍流传在傣族

民间的丰富的传说、故事，是中国傣学研究的巨大宝藏，力口之悠久的傣学

研究传统，越来越被重视的傣族口述史，不断健全的研究机构，这是中国

傣学研究的特色，也是中国傣学研究的优势。

党的十八大政治报告指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

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号|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

动发展的作用 0 万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万。这为我们在新时期开展民族文化研究指明了方向。

瑞丽市中缅边境文化交流协会开展傣学研究、编辑出版"傣学研究丛

书万，其目的有四 一是通过对傣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进一步继承、弘

扬傣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2013年12月 30 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 "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光荣历

史，要加大正面宣传力度，通过学校教育、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影视作

品、文学作品等多种方式，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

导我国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

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万我们要按照习总书记的要求，切实做好傣学的研

究和传承工作。

二是为建设"民族文化强省万，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服

务。中共云南省第九次党代会提出"把云南建设成为绿色经济强省、民族

文化强省和中国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万的战略目标。傣学研究要围绕

"民族文化强省万这个目标，认真开展傣民族优秀历史文化的发掘、整理

和研究工作，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建设社会主

义文化强国，多出精品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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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为瑞丽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服务。傣学研究要围绕试验

区建设这个中心，借力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万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万

这股强劲东风，深入挖掘"乘象国万和"勤卵古文化万等民族文化资源，

努力打造国际文化交流窗口，积极扩大对外文化交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

世界。

四是为中国和海外的傣学研究者构建一个共同研究、相互交流的平

台，期待有更多海内外学者关注傣民族，加入到傣学研究队伍中来。为

此傣学研究丛书万关注傣学研究的新成果，特别是对重大课题、空

白领域的研究成果，组织力量对傣族重要典籍进行挖掘、整理、翻译，

重新出版现今很难找到的重要论著，推出国外学者有影响的著作。我们

不以一己的观点为"丛书万选题设置门槛，提倡不同学派、不同观点的

自由表达。

"傣学研究丛书万仅是傣学研究学术成果中的沧海一粟，我们期待它

能发挥抛砖引玉之作用。瑞丽市中缅边境文化交流协会成立仅一年，各项

工作尚在起步阶段，丛书中错漏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各方专家和读

者见谅并指正。

我们坚信，在中共十八大精神指引下，经过傣学研究者的不懈努力，

中国的傣学研究事业一定能够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进而为国际傣学研究

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傣学研究硕果累累，傣民族繁荣昌盛是我们的最大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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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晓林

有清一代，云南诸多地方志和私人著述中有关云南各少数民族的记述

异常丰富，究其源，开风气之先的，当推明朝天启问女iJ文微《滇志》和清

朝乾隆问傅恒《皇清职贡图》二书。

天启《滇志》是明代以及明以前云南志书中纪事最为完备的一部，成

书之后备受学术界重视，方国瑜先生说 "以某录资料言之，此为明代志

书中最完善之本也 0 万对境内外各少数民族的重视，对"土司官氏万 "属

夷万 "缅甸始末万 "外传万 "种人万设专篇记述，是《滇志》的一大特

点，受其影响，此后整个清代，云南所编撰的省、府、州、县志，都关注

主IJ 所辖区域的"种人万，给我们留下了云南古代民族种别、名称、居所、

生产、生活、风俗等的珍贵资料。

乾隆《皇清职贡图》则是以图画的形式描绘各"种人万及海外诸国民

族状貌，并有文字题记，简要说明其分布地区、历史、社会、生产以及向

清朝贡赋的情况。此后一个多世纪，描绘、记述云南诸民族之人物状貌、

服饰、习俗及生产生活场景的"图说万类著述颇丰，这类典籍，以绘图的

形式具象描摹为主，附有简要的文字题记，介绍其分布地区、历史沿革、 序

生活状况、生产方式、风俗习惯。在前摄影技术时代产生的这些图画史 五

料，具有很高的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史、地方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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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云南的各种方志、图说中描绘的诸多少数民族，被称为"种

人万，所谓"种人万，不同于今天学术上频繁出现的"民族万这一术语和

概念，对居住于同一地域的人群，他们在服饰、语言、习俗、宗教信仰、

生产、生活方式有异于周边其他人群，都被视为一种"种人万，因而这些

记述"种人万的文献典籍，是从一个比民族更小、更具体、更细微的视

角，记录了居住云南诸族中一个个特殊群体的生存情状。对这些"种人万

究竟属于今天哪一个民族，大多已经清楚，但研究尚未最后完成，对有的

"种人万，学术界并未取得一致看法，有的尚不清楚应归属何种民族。

我们知道，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有其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源

于百越族系的傣族，其历史可追溯到殷周时期，百越族系共同的文化特征

是 语言上同属汉藏语系斗士伺语族壮傣语文(又称为 f同台语族台语文) , 

能制造发达的几何纹陶器，有卓越的青铜冶炼技术，擅长特色鲜明的纺织

品，建盖干栏式建筑，稻作，捕鱼，习水性，善操舟，善编制竹器，断发

文身，饰齿，喜食昆虫等异物。经历了三千多年的发展演变，古百越形成

现代的傣、泰、壮、布依、老、 1草等族，分布在中国及南亚、东南亚的广

袤区域内。

就傣族言，从汉代起，汉文典籍记述颇丰，可谓史不绝书。对傣

族先民的称谓历代各有不同，就是同一时代，对傣族先民也有多种称

谓，清代是现代傣族形成的前夕，今天傣族的主体已经形成，当时称为

"摆夷万白的"种人万，可以确认就是今天的傣族，这在学术界已经形

成共识。而对位居云南境内傣语族系的其他"种人万的认定，我们主要

从这样几方面作综合考虑 居住在清代云南境内百越民族分布的区域，

具有百越民族共同的文化特征，与百越民族历史上的称谓相一致者。例

CD 摆夷，又称为"摆弄" "白夷" "百夷"、 "白衣" "樊夷" "樊弄" "樊" "樊

人" "伯弄伯夷" "大伯夷小伯夷水摆夷早摆夷花摆夷" "全

齿" "漆齿" "绣面蛮" "花脚蛮" "花角蛮"等等，这么多的称谓，大量是同音异字或

近音异字，也有沿用元、明时的称谓，再加上带"~ "旁的歧视性的生造字，有二十余种

之多。其中"樊" "樊夷" "樊人"等称谓，有的指现代的傣族，有的指现代的白族，更

须认真分析辨别。



如"普特万，今天这样称谓的"种人万已经消失，已经不可能去做田野

考察，而有关"普特万的文献记载仅有几则，只能根据百越民族"捕

鱼万 "习水性万的特点，并从其称谓中的"普万推断是"蒲万 捷万的

同音异字，将普特归入傣语族系。

清代摆夷万及其他傣语族系的"种人万依然处于不断地发展、变

化、融合、分化的历史进程中，而形成现代几个不同的民族。大致说来，

有这么几种情况

一、最终融入傣族，形成现代的傣民族。如"土缭万 "拜子万 "黑

1提万，以及从老挝迁入云南境内的"老挝万，越南迁入云南境内的"交

人万，缅甸迁入云南境内的"绷子万 "莽人万 "戈罗万 "反子万等等。

二、最终融入壮族，形成现代的壮民族，如"侬人万。

三、最终形成现代的布依民族和壮民族，如"种人万。

四、根据其位居区域的不同，最终分别融入现代傣、斗士等傣语族系民

族，如"沙人万 "沙兔万等。

五、最后融入聚居地域的主体民族中。如"向莽子万 "普特万等。

清代云南诸民族的信息大量出现在方志和图说中，受上述二书的影响

还仅只是表层的原因，更本质、更深层次的原因要从国家政治和社会的层

面来解渎。自元代起，云南正式纳入中央政权的版图，历元、明两朝三百

年，云南与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日渐密切，作为多民族中央大国

一个省份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已深入人心，而云南独特的地理区位和多民族

聚居的特点，也让中央政权需要加强对云南情势的了解，这也正是天启

《滇志》以大量篇幅记述云南边疆民族的内在原因。

清代的云南，社会处于急剧变化的阶段，自川页治始，清政府在云南 序

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万政策，大大改变了云南广大区域以往的政 七

权、社会格局，改土归流废除土司制度，减少了叛乱因素，加强了中央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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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对边疆的统治，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各民族问

的交流，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积极意义。但改

土归流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吏治、文化、民族诸问题的系统工程，稍

有不慎，就会酿成大乱。为此，清廷对改土归流的推行也不是一刀切，一

疏而就，主IJ 雍正年问对云南大力推行改土归流时，云贵总督鄂尔泰的原则

是"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内宜流不宜土万，比"江万，指澜沧江。解决了

哪些地方要废土设流，哪些地方仍保留土司制度的原则，全省除西部主IJ 西

南部的一个弧形地带外(大致是今天德宏一带地， 1监沧的耿马、沧源，普

坪的孟连及西双版纳)的土司制度得以保留外，其余地方均改土设流，归

入改土归流的地区中，也涉及到许多傣语族系民族。

新设流官的地方如何管理?保存土司的地方怎样羁麽?头绪纷繁，

问题层出。这种由封建朝廷推行的，以少数民族地区为对象的政治、经济

利益的再分配，自然更多地着眼于清王朝的利益。长期以来的压迫与剥

削，对少数民族的欺凌和歧视，地方官吏的贪墨和盘剥，这种种的积怨，

因改土归流的震荡而爆发出来，主要表现为民族起义频频发生，民族问题

异常突出。到嘉庆年间，云南各地民族起义风起云涌，起义的规模由过去

局限于个别府、州、县的个别民族，发展到动辄涉及几个乃至十几个州、

县的广大地域和多个民族，起义人数大都在万人以上，起义爆发的地方，

不仅仅局限于改土归流地区，在流官统治的腹心地区，民族起义也比起彼

伏。仅嘉庆一朝，据史籍所记载，规模较大的民族起义，范围几乎遍及云

南全省白。如嘉庆二十二年 (1817年)红河元阳哈尼族高罗衣起义，发展

迅猛，声势浩大，打败纳楼土司，杀死稿吾土目，直逼 l监安府。起义军人

数由开始的七八百，迅速扩展到一万六千余人。清朝廷急命总督f自麟率云

CD 据《清实录》、 《清史稿》、 《滇革》、道光《云南边志》载，仅嘉反年!日l 云南民族

起义有 嘉庆元年五十八年临沧一带拉桔族、低族等民族此起彼伏的起义，嘉反二年罗

平、师宗的苗族、彝族、汉族起义，同年大理、楚雄的白族、彝族、回族、汉族起义，嘉

庆π至八年维西的保保族、彝族起义，嘉庆二十二年红河哈尼族高罗衣起义，嘉庆二十三

年红河哈尼族高老五起义等。



南、贵州军队和广南土司兵前往征讨。面l隆起义军的燎原之势，嘉庆皇帝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责令伯麟将有关军情由"三百里具奏万改为"五百

里驰递万，又改为"六百里驰奏万白。由于事发突然，以至猝不及防的f自

麟奉命亲率大军离昆明前往滇南镇压后，到了"省城无大员弹压万的地步

@。要消弥、化解日见激烈的矛盾，民族问题愈显重要。认识云南全省各

民族的构成、分布、习性等基本特征，以巩固朝廷的统治，成为摆在清廷

和云南统治者面前刻不容缓的课题，这才是清代嘉庆后记述和描绘云南少

数民族著作备受重视的根本原因。

本书图部所用清代描绘云南傣语族系图画典籍十二种，得图共

一百六十八帧，分别简述如下

一、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藏 《滇夷图说)) ，成书于

康雍年间，编绘者快名，彩绘绢本，高38厘米，宽38厘米。((滇夷图说》

"图万 "说万分离，不在一个页面上。共四十七种，得傣语族系种人六

种，说部文字未能找到。据宋光字撰辑《华南边疆民族图录》。台北1991

年版。

二、乾隆《皇清职贡图)) ，傅恒编撰，其目的是为乾隆歌功颂德以

昭王会之盛万。原书有设色本和白描本两种，本书引用的是白描本，书中所

绘云南傣语族系种人八种，图十六帧。((皇清职贡图)) "图万 "说万分离，

不在一个页面上。该书对之后云南诸种图说的影响，更多的是以"种人万为

类别有图有说万的创作形式。据辽沈书社1991年版。

三、故宫博物院古籍特藏部藏 《普坪夷人图说)) ，才幸遇春嘉庆

三年于"普坪军次万编辑成书。杨遇春，四川崇庆人，嘉庆问曾任云南

CD <清实录·仁宗实录·在三二八》。
②《陈若霖奏折> ，转引自《清实录·仁宗实录·在三二八》。

序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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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司，道光时官至陕甘总督。据他在序言中说汇得四十五种，爱命

丹青绘辑成图万，绘图者未能留下姓名。此书依《皇清职贡图》形式，

"图万 "说万分离，右"图万左"说万。设色纸本，图版长39.2厘米，宽

30.9厘米。现存四十帧，可知为残本。四十种"种人万里，傣语族系"种

人万七种。据赵荔《清代〈普i耳夷人图说〉研究》所附图片。

《普 i耳夷人图说》一名并非原书名称，而是《故宫善本库存目录》编

者所定，从杨遇春序言所述看，所谓"外域不与焉万，应指云南之外的贵

州，且书中所记述的古宗、惊人、怒子、西番、桥头人等"种人万，从未

居住在普坪境内，此书原名似应标以"云南万，而非"普坪万，但本书仍

依照《故宫善本库存目录》所定书名，不做改动。

该书与《皇清职贡图》最大的差别是 编绘的目的不是为了宣扬"寰

宇一统万的"盛世景象万，杨遇春在"序言万中说"凡范滇有民责者，亦

可按图索考，思所在以治安而抚驭之 为有助于治术也万很明白，目

的在于了解民族情状，以解决实际问题。

四、江晓林藏 《云南种人图说》白描定稿本，嘉庆二十三年李枯编

绘，纸本，高32.5厘米，宽26.6厘米。据道光《云南边志稿》、道光《昆

明县志》记载，嘉庆二十二年，云贵总督伯麟聘请著名画家李枯(字 f(p

亭)主持编绘，次年书成神采酷肖万称善本万 c 1自麟誉之为"安

内 攘外要图万Q)

字丰古本《云南种人图说》改变了《皇清职贡图》和杨遇春《普 i耳夷

人图说)) "图万 "说万分离的形式，把文字记述和图画描绘安排一个画幅

里， f~吏每一幅画更为完整和统一。现存白描本为散页形式，经考证，是正

式绘制设色本前的白描定稿本，无作者署名及印章，每一幅上均有伯麟等

人朱砂圈点选定的标记，是符合白描稿送交审批的惯例的。现存画稿不是

全本，缺云南府、武定直隶州、曲靖府、广南府、川页宁府五府(州)的种

人，记述云南种人一百一十九种，是已知清代图说类典籍中收绘种人最多

CD 伯麟 《进〈云南J种人图说) > ，见道光《云南边志·在二百八·艺立志四十二·杂
著十二·说》。



的一部。

李枯创作的这部云南民族风情巨著的书名，历来说法不一，道光《云

南边志稿》称之《夷人舆地图)) ，道光《昆明县志》叫作《诸夷人图)) , 

马璀《云南简史》名为《滇南夷情集汇图册)) ，还有称为叫自麟图说》

的。当年云贵总督f自麟将此书完成本呈献给清廷的奏折，开宗明义曰"进

《云南种人图说》万，这是最早、也是最确切的名称，当以此为是。

《云南种人图说》创作的缘由清楚，创作年代及作者明确，记述描绘

种人最多，其学术价值、艺术造诣及对后世的影响也最大，在迄今所发现

的清代云南图说类典籍中，多数是李拈《云南种人图说》中部分画作的摹

本、改绘本，而绘画技巧均逊于李枯原作，因此，李枯本无疑是清代云南

民族图说中最为重要的一部。但此书设色定稿本已逸散，这部白描本亦弥

足珍贵了。书中所绘种人一百一十九种，其中傣语族系种人图三十二帧。

五、江晓林藏 《云南种人图说》设色本(两帧) ，嘉庆二十三年李

枯编绘，纸本，高3 1. 8厘米，宽24.2厘米，蝴蝶装。这是逸散的正式设色

本《云南种人图说》仅存的两帧，皆盖有作者印章，其构图与白描本相对

应的画稿一致，而精美则远胜于白描本。其中傣语族系种人一帧。

六、王丰县《道光云南通志稿·种人志》中种人图画，采自李丰古《云南

种人图说)) ，因雕版印刷困难而略去场景，减少人物，其中傣语族系种人

共三十四帧。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

七、云南大学图书馆藏 《云南种人图说)) ，光绪十八年口世昌录

本，纸质设色本图万 "说万分离，共二十二帧，其中傣语族系种人九

帧。据云南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

八、董路明藏 《古滇土人图志)) ，宣统问董贯之绘，系钢笔画。原

画绘有风俗图十二帧，种人头像三十四幅，民国三年有石印本刊行， 2013 

年由云南美术出版社重新出版。董路明先生系董贯之长孙，藏有乃祖父原

稿，许我翻拍，得傣语族系图十一帧。 序

九、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藏 《滇省夷人图说)) , 

年代与作者无考，设色纸本，共一百零八帧，其构图与《云南种人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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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描定稿本一致，有学者认为系李拮《云南种人图说》的摹本或改绘本，

所见甚是。一百零八帧中，得傣语族系种人图二十七帧。据社会科学出版

社2009年版。

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多种"云南民族图说万，年代与作者均无

考，原作装帧、形式、尺寸、是否成册等情况均不明。从李泽奉、文iJ如仲

编撰《清代民族图志》一书中得傣语族系种人十帧。括青海人民出版社

1977年版。

十一、云南省博物馆藏 《普坪府图说)) ，尺寸不详，年代与作者

无考，设色纸本十二帧。原为册页，后装被为四立轴，得傣语族系种人八

帧。据熊丽芬《从普坪府图说看清代当地民族风俗)) ，载《收藏家)) 2011 

年9、 10期。

十二、云南省博物馆藏 《骑象图)) ，长轴，尺寸不详，作者及年代

无考，绘制精美，从图中写I[象二、文身、服饰等可确认系傣语族系种人。据

《中国博物馆丛书》第十卷《云南省博物馆)) ，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此外，国内已知清代有关云南种人图说的典籍中录绘有傣语族系种人

的还有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滇南夷情汇集)) 108帧，年代及作者无考，

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善本书库藏《御治外苗图)) 104帧，年代及作者无

考，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善本书库藏《云南三道百蛮图)) 108帧，年代及

作者无考，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夷人图说)) (有说无图) 108种，年代及

作者无考。以上四部书籍，均仿自李丰古《云南种人图说)) ，本书不再一一

赘引。

海外藏本有英国威尔康图书馆藏《云南管制苗蛮图册)) ，赵九 洲

编撰，成书应在乾隆三十五年前，彩绘本，收种人六十七种，德国莱比

锡民族学博物馆藏《滇省西南诸夷图说)) (亦名《滇省逛商逛商夷人图

说)) ) ，乾隆五十三年，贺长庚编撰，彩绘本，意大利社会地理学会藏

"苗图万之一，收108帧，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藏《云南三边百蛮

图》等。上述海外藏本均绘有傣语族系种人图，但无法得到原图图片，只

能阙如了。



对清代云南诸种"种人图说万作对照分析，很容易便可发现，除《皇

清职贡图》和《古滇土人图志》二书外，多种图说所绘同一种种人，构图

多所相似，其所本，是明代无名氏编绘的《云南诸夷图》。清初著名藏书

家、版本目录学家钱曾《读书敏求记》一书对明本《云南诸夷图》有所记

述。

李孝友先生引述道 "快名所绘《云南诸夷图》一卷，对明朝初年

云南境内三十七种民族的部落、种类、居处、生性、学佛、渔猎、农耕及

贸易等情况作了描绘简介。此书在明宣宗宣德六年(1431) ，由云南左布

政f吏殷序(字序宾，江苏无锡人)所收藏，并呈请黔国公沐反资助绞版印

行传世。明世宗嘉靖年间，浙江遂昌人黄中字(字文卿)来云南做巡按御

史，访到此书，据之对云南少数民族做了一定研究，编有《民风图)) ，藏

之巡按察院。到了明神宗万历时，云南巡抚陈用宾搜访得此书后，曾影写

装帧成册进呈大内。历时二百余年，至清乾隆、嘉庆年间((云南诸夷

图》已成稀世之本，仅昆明著名画家李沽(字仰亭)藏有原刻原印之本，

珍若琪壁，秘不示人，主IJ 编绘《云南种人图说》时，也参照了明本《云南

诸夷图》。万由

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 清早期诸种"图说万绘制时，宣德版《云南

诸夷图》尚有存世， -ì者书大致都是明《云南诸夷图》的抄绘、改绘或士曾绘

本。李丰古编绘《云南种人图说》时，对《云南诸夷图》也多有借鉴，但李

著毕竟不是私家著述，而是受云贵总督委派编撰的，所以无论在现实文书

档案的调阅，历史典籍的查寻，甚至实地考察等方面都有极大使利，其书

描画、记述云南的种人种类远远超过以往诸书，在构图上，把该"种人万

的生存环境、山川地貌、生产方式、生活场景、居室、服饰、工具等元素

融汇到一帧画幅里，以传递更多该"种人万的信息。续密精到的构思，再

加之精湛的绘画技艺，故李丰古《云南种人图说》一经问世，堪称空前，终

清一代，亦无出其右者。后来种种，大都其流风余韵。

CD 李孝友 < (云南诸夷图、全筑白苗图〉序> ，见《琅般若稿>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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