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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何握华

自本世纪 20- 30 年代杨成志等人进入西南少数民族地

区调查，撰写《云南民族娓查报告上《罗罗族巫师及其条

典》之后，云南使一直是中菌最重要的民族学基地之 040

年代西南联大学者对边疆民族的考察， 50 - 60 年代全国性

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均为重点。这一情形，不仅

体现了云南在学术上的独特地位，更说明该地墨西其民族多

样、文化多 it而能在历史与文化变迁中显示出有别于属国各

大文化的特珠面貌。

改革开放之后，有关云南民族的研究更产生了一个飞

跃，其内容从注重社会形态的分析，而扩展到对经济、政噩噩噩

治、文化艺术、宗教乃至科技的全面考察，并由此获得了大 →一一

批成果。这些成绩，是以往任何时期所没有过的O 如何把如

此大量的书本上的成果，转变为对其他，非专业人士，包括政

府官员和普通民众有教益、有参考价值的知识，是我们的另

一项罗、责，当然也是把云南建设成为民族文化大省的重要任

务。只有通过专业知识普及化的过程，云南省多元，文化对于

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对于生态保护，对于本地区自我形象

塑造的重要作用，才会成为人们的共识;品历代民族学家以

学术报国，以智慧改造世界的理想，也才可能变成现实。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我院历史研究所组织相关学者编写的这本著作，运用了

最新的观点和资料，在以往一些读物的基础上，史上一层

楼，全面展现了云南少数民族多彩的历史与现实 C 希望它的

出版，既能促进学术研究的友展，又能为各界人士深入了解

云南民族及其文化打开一扇明亮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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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云南则是中国少数民

族最主要的分布地区之一。据 1995 - 1996 年的统计，云南

省总人口为 3971.31 万人。其中，汉族为 2616.3 万人，少数

民族为 1355 万人，后者占全省总人口的 34.12%。无论从少

数民族人口的绝对数，还是在全国少数民族人口(1990 年

为叹削余万人)中所占的比重来说，云南均居全国第二位

(仅次于广西〉。而少数虱族的种类，则以云南为最多，共有

彝、白、哈足、壮、傣、苗、保镖、四、拉桔、缸、纳西、

瑶、藏、景颇、布朗、普米、怒、阿昌、德昂、基i若、水、

蒙古、布纸、独龙、满等 25 个少数民族，以及尚未确定为

单一民族的克木入。这些民族除蒙古、壮、藏、水、布依等

族外，多以云南为主要聚居地。傣、纸、壮、苗、瑶、景

颇、怒、强龙、德昂、彝、保镖、拉拮、哈尼、阿吕等族及

克水人的分布，贝司及子越南、老挝、泰国、缅甸如印度等国

家。

;在云南的少数民族中，人口超过 1∞万的有彝、 L] 、哈

尼、社、傣 5 个民族。其中，哈尼、傣族为孟南a所强有:彝

族跨滇、川、黔三省而居，总人口 600 多万，有 415 万

(1994 年〉住在二离 z 白族分布于滇、黔、湘三宫，总人口



约 160 万，有 138 万住在孟南:壮族分布于两广和云南，总

人口 1500 多万人，有 104 万住在云南。人口在 10 万以仁，

100 万以下的有莲、镖僚、 i司、拉枯、饭、纳西、瑶、景

额、藏等 9个民族。其中，镖僚、拉枯、伍、纳西、景颇为

云南独有 z 苗族分布于川、黔、黯、?真、桂、鄂、琼 7 省

区，总人 11 7∞余万，有 90 万住在云南 z 回族分布于宁夏、

甘肃、河南、云南、新疆、青海、河北、山东、安徽、辽

宁、北京等 19 个省区和市，总人口 8∞多万，有 55 万余人

住在孟南:摇族分布于两广、期南、云南、贵州等 5 省毡，

总入口 2∞多万，有 17 万住在孟南二藏族分布于西藏、四

川、青海、甘肃、云南 5 省区，总人口 460 万，有 11 万人

住在云南。人口在 10 万以下、 1 万以仁的有布朗、普米、

阿昌、怒、基诺、德昂、布假、蒙古等 8 个民族。其中， I东

布依、蒙古族外全部居住在云南:蒙古族分布于内蒙古、东

北兰省、云南等 8 省区，总人口近 5∞万，云南有 1 万余

人;布依族分布于滇、黔两省，总人口 2∞多万，云南有 3

万余人。水、满、独龙 3 个族各仅有数千人。其中，强龙族

为云南独有 2 水族分布于黔、桂、?真三省区，总人口 30 余

万人，有 8仪泊多人住在云南 z 满族分布于东北、内蒙古等 7

省区、 7苔，总人口约绕到多万，有60C泊多人住在云南，并

有聚居的村落。

云南少数民族的分布特征，是聚居与杂居状态相交织。

全省共有 8 个少数民族自治步Ii :楚雄彝族自治州，红河哈尼

族彝族自治州、;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西双版纳捧族自治

判、大理白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怒江镖傣族

自治州、迪庆藏族自治州。有 29 个少数民族自治县，分布

在全省九地判一市。这些自治州县，便是各民族主要的聚居

区。但在同一地区和县份之内，通常又有多种民族杂居 z 而

缩小到村寨的范围，又多为单一民族聚居。

众多民族在云南共存的状态，与该地区独特的自然一一一

文化环境密切相关。 ;ι南位于中国的西南角，处在南亚热带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季JXl I豆、东亚亚热带季J;><1.区祀西藏高原区三大自然区域之

间:与之相对应的是由-亚一一东南亚文化、中国内地文化和

藏文化三个文化区域。作为上述三大自然与文化区域间的过

渡地带，云南便成了不同族群与文化接触、融合的走廊。从

行政区划来看，二;1郭地处中国的边地; {f!从文化联系的角度

而言，云南以及与之相邻的东南旅半岛北部多民族地区，恰

恰构成一张多元文化的豆功网络，既为周围几个大的文明提

供了相豆沟通的媒介，义以文化的多样性而显示出自己的

特色。

之主南是一个山地面军只占 90%以上的省份，境内高山耸

立，河流纵横，主也貌之复杂，为全国罕见c 这种状况，必然

对各民族的分布及生存方式产生极大影响。云南地形的总体

格局是由西北向东南逐渐倾斜下降。西北部的金沙江、澜沧

江、怒江三江并流地带，属青藏高原向南延伸而形成的横断

山纵谷区。从气候炎热的河谷到寒冷的高山革甸和针叶林带

之间，分布着镖僚、王虫龙、怒、藏、纳西、普米等族c

滇西北的高大山系再往南伸展，降低为中山宽谷的帚状

山原，至西南边境一线，更变成海拔跟那米以下的盆地。

在此地区居住的民族主要有棒、哈尼、景颇、值、拉拮、布

朗、阿昌、德昂等。

从滇西大理到滇东的昆明、由靖之间，为海拔 2仅抱余

米，起伏平缓的红色丘状高原面，与之绵延相连的则是滇东

南石灰岩丘原地区。在这一区域生息着彝、白、壮、苗、

瑶、回等民族。以 t便是云南少数民族平面分布的基本

格局。

云南的自然景观不仅在全省范围内表现出徨大差异，即

使在某一局部地区，也会因山高谷深、海拔高度不同而造成

气候的垂直变化，并由此影响到生态环境以及功、植物分布

的立体变化。在这样的条件下，不同人群也自然会随着生存

环境的改变而呈现出立体分布的特征。

在地势较为平坦的坝子〈盆地)、河谷临水地区，陈汉



族外，还居住着白、傣、壮、四、;在今千辰、 /k等民族。他们以

水韬种植为主业，并兼营杂粮〈包谷、洋字等一〉、果菜和各

种经济作物。这些民族均长期在;当地定居，建主了许多历史

长久、分布密集的乡村聚落，他们亦构成坝区大小城镇的主

要居民。

分布在亚热带、温带中山地区(约海拨 2α泊 -3臼泪米

左右)的民族，假照自然条件和文化传统选择了不同的生存

方式，大体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在气温适宜、水资源、充足的

地区从事水韬种植，以红河南岸元江、红河、金平、绿春、

江域的哈尼族为代表。他们充分科用哀牢山区丰富的水利资

摞，在山谷间开出高达几十层乃至几百层的梯田，弓 l沟渠灌

溉，实行精耕细作。另一种是旱地农业，即先用刀砍、火烧

等方式除去原始植酶，然后在经过人工处理的土地上种植旱

谷、包谷、莽子、荼树等作物;而最后得到的收获不仅有专

门栽培的作物，也包括其他产于这块土地、且具利用价值的

自然生长物乃至动物。这种强特的作业通常被称作"刀耕火

种"或"斯威顿耕作制"。又因生产者当地力衰减时会移往

他处另辟新地，所以又叫"带棒"或"迁徙农业"。与这种

生存方式相联系的主要有苗、瑶、保健、拉拮、倪、怒、彝

等民族。第三种生存方式以直接获取天然动植物产品为特

征，郎以持猎租采集为生。如现在已被归入拉格族的苦聪

人在本世纪 50 年代以前还生活在原始丛林中。由于靠粗

放的砍烧农业难以维持生ì-t，他们便时常以血缘家族为单位

四处游动，采集野生植物、猪取动物充饥，其临时住所和蔽

体的材料也多半来自森林中的自然生长物。

在海拔 3仅沿 -5仅而米左右的温带、寒带高 11J草甸和森

林区，居住着以山地种植业为主、并兼营畜牧业租林业的藏

族。他们在旱地上实行青裸、小麦、蔓菁、洋芋、莽麦等作

物的轮种制c 问时，又在草场和山林间放牧艳牛、精牛和

羊、马等牲畜，以获取乳、肉、畜二t]租肥料。另外，出售木

材、药材和食用菌类，也是其生活的重要来源、。采取这种生



存方式的云南藏族一方面建有宽大的石质、土质住宅，处于

相当稳定的居住状态，另一方面又有部分家庭成员为逐水草

丽在季节性草场之间定期迁移。这与康巴和安多藏区大多数

人以畜牧为主业的情形是不太一样的。

文山地区有句俗话说苗族住IlJ头，瑶族住菁头，壮

族住水头，汉族住街头。"这又苦之云南民族因Lil势离低而分层

居住的状况作了卡分?在象的描述。由于自然条件的巨大差

异，即使在rp"]一族群之内，各个支系与周围环境的适应方式

也往往大不一样。尤其是像彝族这种人口多达 400 余万人的

民族，内部分支甚多，分布遍及全省大部分州县。各地迥异

的生态环境，必然造成区域闲文化生活形态的差别O 居住在

读中、滇南坝区和低山区的某些支系，很早就从事水稻经

营，生活水平已接近周围的汉族。而聚居在、滇、黔交界地带

的彝族，新中国建立前还一直维持着以农辅牧的传统经济。

至于小凉山区的彝民，至今仍有梧当大的一部分从事着迁徙

不定的砍烧农业，正逐年将他们的生存地域向南扩展。

如此众多的民族，其语言状况亦宁分复杂。据目前学术

界按照历史比较语言学所做的发生学分类，属于汉藏语系藏

缅语族的有藏语、彝语、哈尼语、保镖语、拉桔语、纳西

语、基诺语、自语、普米语、景颇语、独龙活、阿吕语、载

瓦语:壮倪语族的有壮语、傣语、布依语、水语 z 蓓瑶i吾族

的有苗语、王军ii舌。属于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有缸语、布朗

语、德昂语、克木语。蒙占族和满族的语言属阿尔泰语系，

满族和 i口i族操汉语。

由于不同族群交错杂居，各种语言‘的梧互影响和混合现

象也非常突出。某一氏族语言大量借鉴、吸收他族语言成分

的现象相当普遍 u 如贡Jil怒族与福贡、碧江怒族由于来源、差

异较大、日常交往较少，其方言在ift法、词汇和语言'1::都显

出德大不同，去fJ反而与Jf.t山的独龙语保持 F许多共同的特

征。而当地的独龙话又 1，斗邻近的藏语和景颜语颇多相通之

处。又如分布在德宏州的问昌族，仅有 2 万多人n 他们长期

5 



同周围的傣、汉、:景颇、保镖及境外的缅甸人打交道 1良多

人都会讲多种民族的口语。久而久之，事可昌语中使掺入了

缅、景颇、汉、傣、镖镖等族的语言成分。在全省范围内，

汉语中的云南方言及其衍生的各种地方土话，是各民族相互

交流所用的共同语言。

诸多民族、多元文化在云南共存的现状，是经漫长的历

史发展市逐渐形成的。从远古以来，这片高原就是古人类活

动的主要地区C 这里先后发现的占人类化石有距今 170 万年

的元谋猿人，属于晚期智人的丽江人和西畴人等。至新石器

时代，云南原始文化的多样性已逐渐展现出来。有关的遗址

分布遍反全省 20 余县，并被初步划分为八个地区八种类型，

丽实际的种类或许更多。一方面，这是不同人群对不同生存

环境适应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云南土著文化与周边

各大族系及文化的密切联系。许多学者认为=云南少数民族

大多溯源于史前至商同时期的民羌、百越、旗三大部落集团

或族群。~芜主要分布于西部的甘、青高原，大多过着迁徙

性的游牧生活。其向南延伸的部分，广泛活动在四川西部、

云南西部、中部及东部，以及贵州西部等地。后来的藏缅语

族各族，使主要白白芜发展而来。

百越族群的分布，从东南沿海(江、斯及两广〉直至贵

州、云南南部及中南半岛北部.他们以稻作、干栏建筑、雕

题文身为特征，后来发展为壮伺语族各族。

楼人又称"百旗他们中的一部分应为孟高梅语族的

祖先，其分布区大体在云南南部与中南半岛相接的地带。

至迟到公元前 12 至公元前 6 世纪，云南己出现以使用

青锅为特征的文化，逐渐普遍进入青铜时代，直至公元前 2

世纪末发展到高峰，随后向铁器时代过渡。这一时期，云南

的文化更丰富多彰，已发现青铜器的区域遍及全省 80 余县

的 220 个地点。出士青铜器数量达万余件，且表现出显著的

地区差异。按照学术界的普遍意见，云南青铜文化大致分为

、滇池地区、 Z真西地区、滇西北地区、滇南地区四种类理。



活跃于此→时期的西南占代族群有《史i己·西南夷列传》

提及的滇、夜郎、靡莫、工陪院、器、昆明等。其中，以"椎

警"和"编〈辫〉发"两大群体在云南最为重要。前者从事

定居农业，建立了以滇中湖浪群为聚居区的滇王国，创造了

高度发达的青铜与稻作文化z 后者则从事随畜迂徒的山地游

牧业c 这两大族群各以滇人和昆明人为代表。此外，当时孟

南的土著居民间内地、东南亚、中国西北乃至北方的文化都

保持著密切联系。早在商代，云南就向黄河流域的华夏族民

家输送铜矿料:战国末年，楚将庄跻率部人滇，变服从俗，

融入本土文化之中 z 秦王朝开通五尺道和汉武帝封滇王、设

郡县，以及随后大批内地人进入滇中和滇西定居，这些均为

云南与内地交往的重大事件。与东南亚的历史联系，最突出

地表现于青铜鼓在云南及今越、老、泰等国的广泛使用，以

及云南青铜文化在居住、服饰、习伯等多个方面体现出的与

东南亚文化相似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云南青铜文化亦包

含诸多西北民羌与北方草原"斯基泰"文化的困素，如石棺

葬、动物打斗纹样等等。其文化来源的多样性，由此可见一

斑 O

从公元前 2 世纪末至公元 2 世纪末的 3∞年间，西汉、

东汉两个王朝长期致力于对"西南夷"的经营，相继在云

南、贵姆设立了群拥、益州、永昌等郡，并派宫吏进行治

理，将这一边疆地区纳入了中央王朝的统治之下。但除了少

数郡县据点之外，这种统治必须通过当地各民族的代表人物

来加以实施。其方法是将各族的贵族、头人、君主封为王、

侯，使之保持政治上的隶属关系，并向郡县官府上缴→定的

贡献。这种间接的统治方式被称之为"羁靡"政策。

处在羁靡统治之下的云南，文化多元发展的趋向并未改

变，其结果是占地为王的"大姓"、"夷坤"蜂拥雨起。大姓

多为内地的汉族移民，国势力增大，控制了大量夷、汉人口

而得以盘据一方，甚至拥兵启立O 夷帅则为当地号令四方的

各族首领。从三国、两晋至南北朝，中央王朝对云南的控制



日益微弱，大姓和夷抑则依其势力大小各据扑1.不相

统一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公元 8 世纪。

公元 734 -737 年，滇西乌蛮六沼之一的南ii3 (蒙舍诏〉

在唐朝支持下，用武力统一了再海地区，其首领皮罗 i阁被詹

朝廷册封为"云南王"。之后，南诏兼并了由大姓囊民控制

的滇东地区，又在三次"天宝"战争中打败唐朝军队，摆脱

了中央王朝的支配。继而与西藏的吐蕃政权结盟，北上攻取

川西南，再向西、向离进入中南半岛，建立了一个东达贵

州，北抵大渡河，因接藏地，南及中南半岛北部的南诏因。

南沼医王室为乌蛮，其统治集团中却有大量白蛮贵族。

乌蛮和自蛮构成了南诏匪的主体民族。在南诏之后建立的大

理国〈公元 937 - 1254 年) .王室则为自蛮O 大理国占据今

云南、 JII 西南、黔东，与内地的两宋王朝相抗衡，直至

1254 年被蒙古军队消灭。

南泪，大理国虽居于西南一隅，政治影响却波及中国内

地、西藏及中南半岛。文化上又兼收并蓄，集周边汉地、藏

地、印度和东南亚文明之所长，一度臻于鼎盛。在此背景之

下，有关该地区民族名称和状况的记载也日见，翔实。棍据汉

文史料来看，南诏大理国的主体民族是乌蛮和自蛮。乌蛮由

此前的昆明等族群演变哥哥来，此时分布于南i召、大理罔大部

分地区，主要有孟云牟南北部、贵4安纠知州斗+忖"、"两北部和阴 j川!川l南部毗邻地带

自的勺"乌蛮七部落

十七部

晋至唐初的?滇真赞及囊人中ß{的♂沟j一部分'多聚居于滇东至滇南的

平坝区，受汉文化影响甚深。其他见于i记己载的民族还有分布

在?滇交东南和和i滇离半 i山LI !X区文灭:的 "手和!口1 蛮"气: 分布在?滨真西 i山11 r区又沃;的 "施

蛮

今大理、 丽丽丽t百-江至 p严网E马JJ川i川i 盐源白际的〈勺:J H磨i哗F比些蛮与j 乌蛮相关的 "徙

莫抵蛮"气由扛育青牛藏高 i原主京{{何伸斗申1展至?滇真两北 i山[1地的 "1吨1刊吐1圭:手蒸吝二\ 分布于

今广西反滇;东F寿东;豆U二汀I南丰莉i的"撩从此前"在越"分化丽出，捂住

在今云南和缅、泰、老和邻地区的"金芮"、"银齿\"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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