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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平傣族的命名仪式⋯⋯⋯⋯⋯⋯⋯⋯⋯(204)

三、金沙江南岸傣族的命名仪式，⋯⋯⋯‰⋯(205)

四、名字禁忌⋯⋯⋯⋯⋯⋯⋯⋯⋯⋯⋯⋯⋯⋯(205)

， 第三节谱牒的文字传承⋯⋯⋯⋯⋯⋯⋯⋯⋯⋯(206)
· 一、西双版纳土司谱系文献⋯⋯⋯⋯⋯⋯⋯⋯(206)

二、西双版纳土司谱系⋯⋯⋯⋯⋯⋯⋯⋯⋯⋯(207)

三、南甸土司谱系⋯⋯w⋯⋯⋯⋯⋯⋯⋯⋯⋯(208)

。 四、谱牒的文字传承功用⋯⋯⋯⋯⋯⋯⋯⋯⋯(210)

第四节谱牒的口头传承⋯⋯⋯⋯⋯⋯⋯⋯⋯⋯(210)
一、 一、“纳哈滚”中的家族⋯⋯⋯⋯⋯⋯⋯⋯⋯⋯(211)

二、家族的内外关系及划分⋯⋯⋯ooo ooi⋯⋯⋯(211)

．三、赶摆明亲与家谱口传⋯⋯⋯⋯⋯⋯⋯⋯⋯．(213)

四、姓氏辈份与家谱承续⋯⋯⋯⋯⋯⋯⋯⋯⋯(214)

第十三章交往与交通⋯⋯⋯⋯⋯⋯⋯⋯⋯⋯⋯⋯”(215)
’

第一节与邻近各民族的交往⋯⋯⋯⋯⋯⋯⋯⋯(215)
一．。 一、土司政权对各民族的统治⋯⋯⋯⋯⋯⋯⋯(216)

二、村社问的交往和社会联系⋯⋯砧⋯⋯⋯⋯(217)

·三、民间的经济文化交流⋯⋯⋯⋯⋯⋯⋯⋯⋯(218)
· 四、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219)

． 第二节与中原主朝及汉族的交往⋯⋯⋯⋯⋯⋯(220)

．

。

’一、历代中央王朝的经营和建置⋯⋯⋯⋯⋯⋯(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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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二、与中原王朝的交往活动 ⋯⋯⋯⋯⋯⋯⋯

。 三、与汉族的经济文化交流 ⋯叩⋯⋯⋯⋯⋯

四、汉族移民对傣族社会的影响⋯⋯⋯⋯⋯⋯

． 第三节与东南亚及印度的交往⋯⋯⋯⋯⋯⋯⋯
‘

一、共同的生态带和经济文化区⋯⋯⋯⋯⋯⋯

二、与东南亚国家的传统联系 ⋯⋯·⋯⋯⋯··

三、与东南亚、印度的经济文化交流⋯⋯⋯⋯

’四、对外交流与傣族文化的形成 ⋯⋯⋯⋯⋯
“

第四节对外交往的主要交通⋯⋯⋯⋯⋯⋯⋯⋯
‘

一、主要的交通路线及商道 ⋯⋯⋯⋯⋯⋯⋯

二、驿政设置和交通管理⋯⋯⋯⋯⋯⋯⋯⋯

三、主要的交通和运载工具⋯⋯⋯⋯⋯⋯⋯⋯

四、交通发展对傣族社会的影响⋯⋯⋯⋯⋯⋯

第十四章交易与市场⋯⋯⋯⋯⋯⋯⋯⋯⋯⋯⋯⋯⋯

第一节交易与生态环境⋯⋯⋯⋯⋯⋯⋯⋯⋯⋯

一、交易的物质基础 ⋯⋯⋯⋯⋯⋯⋯⋯⋯⋯

‘

二、交易的主要物品 ⋯⋯⋯⋯⋯⋯⋯⋯⋯⋯

三、交易的主要场所 ⋯⋯⋯⋯⋯⋯⋯⋯⋯⋯

． 四、交易与交通⋯⋯⋯：⋯⋯⋯⋯⋯⋯⋯⋯“

第二节交易与生活方式⋯⋯⋯⋯⋯⋯⋯⋯⋯⋯

一、交易的观念⋯⋯⋯⋯⋯⋯⋯⋯⋯⋯⋯⋯⋯

二、交易的方式⋯一“⋯⋯⋯⋯⋯⋯⋯⋯⋯“
7

． 三、交易的计算⋯⋯⋯一⋯⋯⋯⋯⋯⋯⋯⋯·
’

四、交易的等价物⋯⋯⋯⋯⋯⋯⋯⋯⋯⋯⋯⋯
，‘ 第三节交易与社会关系⋯．．．⋯⋯⋯⋯⋯⋯⋯⋯⋯

， 一、交易中的社会集团 ⋯⋯⋯⋯⋯⋯⋯⋯⋯⋯⋯

，二、交易中的民族关系 ⋯⋯⋯⋯⋯⋯·⋯⋯⋯⋯一

三、交易中的文化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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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易与社会的发展⋯⋯⋯⋯⋯⋯⋯⋯⋯⋯⋯(246)

第四节交易与市场的发展⋯⋯⋯⋯⋯⋯⋯⋯⋯⋯⋯⋯⋯(247)

一、交易的发展与市场的形成⋯⋯⋯⋯⋯⋯⋯⋯⋯⋯(248)

二、立体市场与民族市场⋯⋯⋯⋯⋯“t⋯⋯⋯⋯⋯⋯(249)

三、市场的管理及法规⋯⋯⋯⋯⋯⋯⋯⋯7⋯⋯⋯⋯··(250)
、 四、中心集市与近代城镇的形成⋯⋯⋯⋯⋯⋯⋯⋯”(251)

第十五章冲突与战争⋯⋯⋯⋯⋯⋯⋯⋯⋯⋯⋯⋯⋯(252)
第一节社区问的冲突和战争·一⋯⋯⋯⋯⋯⋯⋯(252)

。． 一、远古部落间的冲突和战争⋯⋯⋯⋯⋯⋯⋯(253)
二、村寨间的冲突和纠纷⋯⋯⋯⋯⋯⋯⋯⋯(254)

． 三、家族问的冲突和“血族复仇”⋯⋯⋯⋯⋯(255)
．- 四、上层统治者之间的争斗 ⋯⋯⋯⋯⋯⋯⋯(255)

第二节明朝三征麓川的战争⋯⋯⋯⋯⋯⋯⋯⋯(257)

一、麓川I的崛起 ⋯⋯⋯⋯⋯⋯⋯⋯⋯⋯⋯⋯(257)

二、元朝的安抚措施”“⋯⋯⋯⋯⋯⋯一“⋯⋯·(258)

三、明朝的三次征讨⋯⋯⋯⋯⋯⋯⋯⋯⋯⋯⋯(258)

四、三征麓川的后果⋯⋯⋯⋯⋯⋯⋯⋯⋯⋯⋯(259)

： 第三节邻国及外族的掠夺战争一⋯⋯⋯⋯⋯⋯(260)

一、缅族对西双版纳的掠夺⋯⋯⋯⋯⋯⋯⋯(260)

二、缅族对德宏地区的掠夺⋯⋯⋯⋯⋯⋯⋯(261)

三、近代帝国主义的入侵⋯⋯：⋯⋯·：⋯⋯⋯(262)

四、各族人民的反侵略斗争⋯⋯⋯⋯⋯⋯⋯⋯(263)

第四节勐海与勐遮之问的斗争⋯⋯．．，⋯⋯⋯⋯(264)

一、战争的缘起．⋯⋯⋯⋯⋯⋯⋯⋯⋯⋯⋯⋯(264)

二、战争的经过⋯⋯⋯⋯⋯⋯⋯⋯⋯⋯⋯⋯(265)

。 三、战争的性质 BIO000 000 000000⋯⋯⋯⋯⋯⋯⋯(266)

第十六章语言与文字⋯⋯⋯⋯⋯⋯⋯⋯⋯⋯⋯⋯．(267)
第一节语言的系属和结构⋯⋯⋯⋯⋯⋯⋯⋯⋯(2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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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傣语的语言系属 ⋯⋯⋯⋯⋯⋯⋯⋯⋯⋯(267)

二、傣族的基本支系 ⋯⋯⋯⋯⋯”⋯⋯⋯⋯·(268)
； 三、傣语的基本结构 ⋯⋯⋯⋯“⋯⋯⋯⋯⋯·(269)

四、傣语的亲属语言 ⋯⋯⋯⋯⋯⋯⋯⋯⋯⋯(270)

一第二节语言的分类和表达⋯⋯⋯⋯⋯⋯⋯⋯⋯(271)

一、历史语言和现代语言 ⋯⋯⋯⋯⋯⋯⋯⋯(272)

二、手势语言和委婉表达⋯⋯⋯⋯⋯⋯⋯⋯(273)
一 三、性别语言和辈份语言⋯⋯⋯⋯⋯⋯⋯⋯(274)

四、语言表达与文化心态 ⋯⋯⋯⋯⋯⋯⋯⋯(275)

第三节语言的交泷与融合⋯⋯⋯⋯⋯⋯⋯⋯⋯(276)

一、文化交流与语言的借用 ⋯⋯⋯⋯⋯⋯⋯(276)．

二、语言的发展与融合 ⋯⋯⋯⋯⋯⋯⋯⋯⋯(277)

三、傣语中的借用词汇 ⋯⋯⋯⋯⋯⋯⋯⋯⋯(278)

四、语词中的文化内函 ⋯⋯⋯⋯⋯⋯⋯⋯⋯(279)

第四节文字的起源和发展⋯⋯⋯⋯⋯⋯⋯⋯⋯(280)

一、傣文的种类及特点⋯⋯⋯⋯⋯⋯⋯⋯⋯⋯(281)

二、佛教与傣文的产生 ⋯⋯⋯⋯⋯⋯⋯⋯⋯(282)

三、俸文记述的历史资料⋯⋯⋯⋯⋯⋯⋯⋯⋯(283)

四、傣文与傣文化 ⋯⋯⋯⋯⋯⋯⋯⋯⋯⋯⋯(284)

第十七章文学与艺术⋯⋯⋯⋯⋯⋯⋯⋯⋯⋯⋯⋯⋯(286)

第一节傣族文学的形式和种类⋯⋯⋯⋯⋯⋯⋯

一、口承文学与文字文学‘⋯⋯⋯⋯⋯⋯⋯⋯

二、神话和传说⋯⋯⋯⋯⋯⋯⋯⋯⋯⋯⋯⋯

三、歌谣和诗歌⋯⋯⋯⋯⋯⋯⋯⋯⋯⋯⋯⋯

四、谚语和俚语⋯⋯⋯⋯⋯⋯⋯⋯⋯⋯⋯⋯

第二节傣族文学与傣族社会⋯⋯⋯⋯⋯⋯⋯⋯

一、傣族文学的历史分期 ：⋯⋯⋯⋯⋯⋯一⋯
7

’

二、佛教对傣族文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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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傣族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反映⋯⋯⋯⋯⋯⋯(293)

“四、傣族文学传承与傣文化发展⋯⋯⋯⋯⋯⋯(294)

第三节傣族艺术的形式⋯⋯⋯⋯⋯⋯⋯⋯⋯⋯(295)

一、民居刻画和造型艺术⋯⋯⋯⋯⋯⋯⋯⋯(295)
’

二、生活中的装饰艺术 ⋯⋯⋯⋯⋯⋯⋯⋯⋯(296)

三、崖画和壁画 ⋯⋯⋯⋯⋯⋯⋯⋯⋯⋯⋯⋯(297)

。 四、音乐和舞蹈 ⋯⋯⋯⋯⋯⋯⋯⋯⋯⋯⋯⋯(298)

第四节傣族艺术与傣族文化⋯⋯⋯⋯⋯⋯⋯⋯(299)

一、艺术与宗教的关系⋯⋯⋯⋯⋯⋯⋯⋯⋯⋯(300)
’’

二、色彩的选择与审美情趣⋯⋯⋯⋯⋯⋯⋯(300)
。

三、高度综合而年轻的傣剧 ⋯⋯⋯⋯⋯⋯⋯(301)

四、艺术与民族文化心理 ⋯⋯⋯⋯⋯⋯⋯⋯(302)

第十八章教育与传承⋯⋯⋯⋯⋯⋯⋯⋯⋯⋯⋯⋯⋯(303)
。

第一节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303)

一、家庭教育的特点⋯⋯⋯⋯⋯⋯⋯⋯⋯⋯⋯(304)

二、家庭教育的内容⋯⋯⋯⋯⋯⋯⋯⋯⋯⋯(305)

三、社会教育的形式 ⋯⋯⋯⋯⋯⋯⋯．．．⋯⋯(306)

’四、社会教育的功能 ⋯⋯⋯⋯⋯⋯⋯⋯⋯⋯(307)

第二节宗教文化和寺庙传承⋯⋯⋯⋯⋯⋯⋯⋯(308)

一、宗教对傣族社会的影响 ⋯⋯⋯⋯⋯⋯⋯(308)

二、寺庙传承的基本形式 ⋯⋯⋯⋯⋯⋯⋯⋯(309)
“

三、寺庙传承的基本内容 ⋯⋯⋯⋯⋯⋯··■”(310)

四、寺庙传承的特点和功能⋯⋯⋯⋯⋯⋯⋯⋯(311)

第三节传统文化传承的机翩⋯⋯⋯⋯⋯⋯⋯⋯(312)

。·、 一、以家庭为核心的亲亲强制⋯⋯⋯⋯⋯⋯(313)

5二、以村寨为单位的社会监督 ⋯⋯⋯⋯⋯⋯(314)

。≯ 三、在族际交往中强化自我意识⋯⋯⋯⋯⋯⋯(314)

四、一切传承都伴随着宗教意识⋯⋯⋯⋯⋯⋯(315)
·

一13—
41



第十九章体育与竞技⋯⋯⋯⋯⋯⋯⋯⋯⋯⋯⋯⋯⋯(322)

第二十章文物与古迹⋯⋯⋯⋯⋯⋯⋯⋯⋯⋯⋯⋯⋯≮(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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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

第一节古遗址⋯⋯⋯⋯SOO 010OO@ooome·000 000@@D O·O OOO(339)
‘

一、新、旧石器时代遗址⋯⋯⋯⋯⋯⋯⋯⋯⋯(340)

二、古墓葬遗址⋯⋯⋯⋯⋯⋯⋯⋯⋯⋯⋯⋯(341)

三、古城址、古建筑遗存⋯⋯⋯⋯⋯⋯⋯⋯⋯(341)

四、古驿道遗址ogo o@o olg—t⋯⋯⋯olo Q@o@@o ologQo(343)
’

。

第二节古建筑⋯⋯⋯⋯⋯⋯⋯⋯⋯⋯⋯⋯⋯⋯(344)

。、寺观庙宇 ⋯⋯⋯⋯⋯⋯000 go@⋯⋯·ooIQo ooo(344)
．

二、亭台楼阁和祠堂 ⋯⋯⋯⋯aom o@oi@i ooo000@@o(345)

三、古塔 ⋯“⋯⋯⋯⋯⋯⋯⋯⋯⋯·⋯⋯⋯⋯(346)

四、土司衙署 ⋯⋯⋯⋯⋯⋯⋯⋯⋯⋯⋯⋯一(348)
第三节雕翔绘画QDO 000 OOOOral⋯⋯⋯⋯⋯⋯⋯⋯⋯(349)

一、碑碣⋯⋯⋯⋯⋯⋯⋯⋯⋯⋯⋯⋯⋯⋯⋯(349)

二、摩崖题刻 OBoOaOO 00⋯⋯⋯⋯⋯⋯10D OODOO·⋯(350)

三、崖画 ⋯⋯⋯⋯⋯⋯⋯⋯⋯⋯⋯⋯⋯⋯⋯(351)

．

’

， 四、壁画 ⋯⋯⋯·QQ·⋯⋯⋯⋯⋯⋯”·⋯⋯⋯(352)

第四节其他文物⋯⋯⋯⋯⋯⋯⋯⋯⋯⋯⋯⋯⋯(353) ．

! 一、馆藏文物⋯⋯⋯⋯⋯⋯⋯⋯⋯⋯⋯⋯⋯⋯(353)

二、近现代文物⋯⋯⋯⋯⋯⋯⋯⋯⋯⋯⋯⋯⋯(354)
。

三、古树木⋯⋯⋯⋯⋯⋯⋯⋯⋯⋯⋯⋯⋯⋯⋯(354)

四、溶洞、温泉⋯⋯⋯⋯⋯⋯⋯⋯⋯⋯⋯⋯⋯(355)

第二十一章节日与民俗⋯⋯⋯⋯⋯⋯⋯⋯⋯⋯⋯⋯(356)

第一节节令和主要节日⋯⋯⋯⋯⋯00@000 0@@6IO(356)

． 一、农业生产与岁时民俗⋯⋯⋯⋯⋯⋯⋯(357)
r

。

、二、节日时间的确定⋯⋯i@q ogo⋯⋯⋯⋯⋯(358)

， ·三、内地傣族的主要节日@@O 080OOO 0$O OOOOO@⋯(359)

四、边疆傣族的主要节日 ⋯⋯⋯lOB·OI OgOgOB(360)

·。手第二节节日中的民俗⋯⋯⋯⋯⋯一⋯⋯⋯⋯(361)

一、节日中的宗教活动⋯⋯⋯⋯⋯⋯⋯⋯(361)
‘

。 一15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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