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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由中æ!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组去的"六江流域民族综合科学运‘三三纱中的撞去江1'î注试点考

察，于 1982 年 5 月 27 13 开始， 7 月 8 13 结束。本文集资收集古~ 23 篇读查提告，或是这次考

察的初步收获。

"六江边域"是指J!I、藏、注边境横断出林区的怒江、提沧江、金沙江、雄主江、大读

丽、由民江等六条出北南流的大江及其主要支流分布的地带。包括藏东高山挟谷区，J11西[草

原这、滇西北横断出高山峡谷区和出自高原区。六江流域居住着藏细语族的藏、芫、彝、白、

纳西、使课、苦米、 1虫龙、怒、阿吕、景颇、拉岳、晗洁、王诺等员族主具:下ìJH则有挂伺语

族的傣族和孟高棉远族的低、布皖、崩龙等族以及苗瑶语族的苗族手口瑶族。这个区域自古

以来就是藏缰语族击民族南下和壮伺、孟i与福语族诸民族北上的交通走路和众多的民族交汇

之所，亦即我自古我芜、氏、戎、越、滇、英、更、费、僚、 i庭等族运动之呈上。所以在此峰

峦重叠、?可谷i*遂自高úl峡谷之中，不技存在着夜此不目的若干丑弟民族，市且至今还保存

着需将前逝的被某一和民族语言月号淹没的许多基层语言。同时沉扭着许多至今还在起作用的

历史遗言，在宗敦、文艺、风{在一、习惯方Itl o 从石器时代一主!i'Jl境洁，众多均民族都在这里

留下了自己活动的物证乡其内容之丰富乡毫不亚于中原地区。所有这些宝贵的资科罗立于于研

究我自主南在区以至中毒半岛各民族的起源、迁瓷、历史上约民族关系，以及各民族的社会、

语言、宗教、文化切、及体质等方匪，都具有巨大的手斗学命值。

六江流域是连接我吕西南和西北的枢纽，是边弱的要 ìr卡。其中怒江流入缅甸、阙沧江流

入老挝布泰j骂，又成为沟通我国茵茵和中南半岛的要道。在其临近臼防前线苟地区乡民困境

的民族有 20 多种。自此，加强对这一地这凶读查研究，对于巩固自由、开发边疆、增进民族团

结租开展国际学术交流，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鉴子对六江流域重大意义的认识，以及中固有·学院己结织了主然科学的综合科学考察队

对六江流域进行考察，因此 1981 年 11 月，在i圣玛召开的包括JII 、藏毛滇、黔、桂五个省区

的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首届年会上，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应尽快结织包括桂会科学各有关学

科主内的民族综合科学考察队，逐步对六江流域进行考察。 1982 年 3 月 5 13 ，我国知各学者
和有关领导({衣姓氏笔茹为序〉马睦、尹达、方国瑜、牙含章、多杰才豆、任主主愈、孙吉强、

林理华、杨汉先、软油、夏菇、徐中吉子、翁独佳、安字适、博娃劫、梁新华等 16 住同志又

联各向胡乔木、扬言主i二、江平、梅益、宦乡等同志建议，尽快开展这→工作，当即得到中国社

会科学院及医家民委的大力支持。六江;每域的考察工作，就是在这样的条件7开展的。

1982 年 5 月，六江捷域民族综合科学考察队正式组成，自本学会在书长李绍胡同志任队

长，本学会副在书长童恩正、何耀华、平捂次仁三同志任副队长，首先在挂窘江下注进仔试点

考察。参加的单位为四JI!省民族研究所、四 JII大学历史系、丧口市文住昂、凉山彝族(:~ i台 1+1

f毒妇怡、向南向j范学院历史豆、米易旦文北局、盐边县文生馆、云南省民族研究所、云南省



历史研究店有云南大学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所、云南大学学报编辑部、贵外i省博物馆、上海

.市中心血站、复旦大学人类学研究室等单位，有民族学、民族虫、民族语言、注会学、考古

学、体质人类学等专堂的工作者共 62 人。 此次试点考察主要在凉山彝族自治到的冕宁、木

望、盐源三县和注口市的来易、盐边南县。考察经费得到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的资肆。

在工作中，考察队克握了交通不便，酷暑炎热、生活寝苦等困璀，终于如期完成任务，取得

了较好的成果。本学会理事长马璀同志始终对考蔡给以关岳和捏导。

这二十余篇摄告，牵涉的茜很广，几乎摆在了民族研究的各个领域。由于读查的时间有

霞，理查者的深入程度差异，概括能力不属，其内容当然也有些参差，但是它ffJ均有一共同

特点，这就是资料的w，、累均来自实践，务朴实高少空泼，重客弱而不国于成见。这些在高山

村寨之中，密林署火之畔记下的原料素材，无疑将为蓬勃发展的中国员族研究增添一点基疆

的砖瓦，为有关各民族文化事业作出微薄的贡献，为该地的四化建设提供…些资料告为党政

领导提供必要的参考。

本文集之所QJ.顺莉编辑出眩，除了考察队全体同志的努力以外，还应该感器渡5市文化

局在出版工作中始终如一的大力支持，印尉经费来自中国挂会科学院的资助，谨致衷心谢

意。

本文集出李绍明、童思正同志主菊，邓耀宗同志为贡任编辑。

本文集文章的编排，依雄窘江自立而富的洁白为序。

六江潦域民族综合科学考察队

1983 年 5 月 30 E 于1l9J11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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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再

1982 年 5 月 27 日，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在渡口市成立"六江〈金沙江i、怒江、澜沧

江、雅碧江、大渡河、眠江〉流域民族综合科学考察队"，并先期对雅望江下游的民族进行试

点考察。笔者被分配参加凉山分组，与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的~1辉强、伍嘎、陈庆华和凉山州博

物馆的龙西江等四同志，共同承担冕宁县里庄区联合公社藏族纳木依人的考察任务。笔者与龙

西江同志先行至点，伍嘎、陈庆华与刘辉强三同志因别的任务，在我们至点数天后陆续到达。

由于笔者提前十余日返回单位，未能吾到本组其余四同志的纪录以及与他们共同分析访

问中所得的全部资料，所以这份报告仅仅根据笔者极不深入、极不全面的考察纪录整理而成。

其中织及的许多问题可能是不准确的，所提出的看法也可能是错误的。现在提供学会付印，

一是想作为今后调查的线索提供给日后的考察者，二是想把它送回纳木依、拍木依群众中去

检验，以使它的错误得到纠正、不足得到补充。在整理过程中，除客观地类编访问记录之外.

还参考了手边极为有限的资料，对调查中讲到的问题提出粗浅的意见，这些看法是否得当，

亦望得到研究和关心这个地区的专家和读者的指正。

凉山分组的考察是在中共凉山川、l委、冕宁县委、里庄区委和联合公社党委的领导和关怀

下进行的。凉山州政协副主席穆文富(藏族〉同志和州财政局副局长王东才同志(藏族〉对

这次考察进行了具体的指导。对冕宁藏族素有了解的冕宁县广播站的李云昆同志对我们给予

了具体的帮助。磨房沟电厂党委书记邱木叩同志热情为我们解决遇到的困难。西南民族学院

民族研究所的扬光甸同志在笔者整理材料的过程中提供了他在泸宁调查的极有价值的成果。

联合公社的藏族同志陆睹问若(汉名李阿若， 46 岁，木耳大队瓦厂生产队〉、汉牛马章 (55 岁，

核桃大队〉、蓝光泽( 47 岁，木耳大队)、蓝成国( 34 岁，核桃大队人王建平( 38 岁、木耳大

队〉、王明芳( 36 岁，女，核桃大队〉、吉文平( 23 岁，木耳大队〉、李文珍( 22 岁，女，木耳

大队〉和汉族袁登祥( 34 岁，木耳大队)等同志为我们提供了各方面的情况和资料，其中陆

z 



睹阿若、 1又牛马章、蓝光泽、蓝成国等同志是我们主要的访问对象。在完成这份材料的写作

的时候，谨对上述同志致以衷心的谢意。

第一章概 况

联合公社位于川西南横断山脉锦屏山东部之侧坡，约当北纬 28.2 度、东经 10 1. 8 度。雅

袭江由北向南刻地而来。其东f毛牛山高峰耸峙，江两岸悬崖峻峭，夹流对峙，由于极少冲积

平地，沿江地带人烟稀少，许多地段仰而观之，仅见一线之天耳。

公社境内有四条自西向东注入雅碧江之大沟。南面之磨房沟及北面之大川毫沟水量较大。

因流水由高山下行，侧坡被冲刷成若干大小之沟谷，形成分割之地形及山高、坡徒之地势。

雅碧江河谷低地的海拔 1200 公尺。西面锦屏山之手爬梁子、北面石罐山、拉姑山，海拔均在

4400公尺以上。整个地区地形倾斜度为六十至七十度。

联合公社东界里庄和里庄区的纳窝公社，南接盐源县之民胜公社，西连泸宁区的健美公

社和木里藏族自治县的保波公社，北靠泸宁区的南河公社。公社所属庄子、核桃、木耳、大

川毫四个大队共计有十七个生产队，共四百六十二户、二千九百一十七人。其中藏族有 416

人，其余为汉族和彝族。较大的堡子〈即村子〉有锣锅底、瓦厂、木耳、核桃、大川毫、施

家、边朴和阿日。藏族分布于海拔 3500 公尺左右的瓦厂、木耳、核桃三个堡子。这些堡子皆

分布于山梁台地之上。堡子至堡子均需翻爬徒坡。

山川的跄阻和历代反动阶级的压迫统治，使这个地区解放前不通车不通邮。境内道路均

频踏所成，巨石深沟，一任自然，故无一不是羊肠曲径。境内有四条小路与境外相通，一是

向南经民胜、西林、瓜别、行六日至盐源。据说此路不畅，须翻爬悬岩，故行人不众F 二是

向东，经松林坪渡雅碧江至里庄，再经木里、浑远至沙坝，或经纳窝、日甲别(三合〉至西昌，

或从里庄北上经冉心沟、麦地，翻牛毛牛山而至冕宁，这是向外交通的一条主要路线s 三是北

经大川毫、木洛、南河、泸宁去九龙县，或去棉纱弯抵冕宁s 四是向西经健美至术里藏族自

治县之保波。向东过雅碧江有两个渡口，一是麻哈渡，从松林坪下ÙJ可达F二是大川毫河渡，

从大川毫堡子下山可达。均为小木船摆渡，船工来自藏、彝、汉三族。由于行人不多，江水

喘急，候一次船往往得花半天时间。谚语说"难过不过麻啥渡，花钱不少花时多。"解放前摆

渡一次之船费，约为现在的二至三角。藏族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马匹，而且以人背作为运输的

主要支柱。境内至今没有形成专门之集市，解放前盐巴等生活必须品，靠马帮运出花椒、兽

皮、药材，从盐源、沙坝、里庄、冕宁、泸宁等地换回来。

由于海拔高低不同，境内气候殊异，雅碧江谷底台地，海拔 1500 米左右之地带，气候比

较温和，可种稻谷，随着海拔之升高、气温乃逐渐下降，公社所在之锣锅底附近，海拔在

2600米左右之半山腰地带，年平均气温比较低，巳不能种稻，核桃、木耳、瓦厂等海拔在3000

至 3500 米左右之高山地带}气候寒冷，再往上为海拔在 4000 米以上之高原草场，那里的年

平均气温更低，不能种植庄稼，是任牛的牧场。公社的年平均雨量约为 700 至 1250 公厘，分

乾湿二季，湿季为六月至十月，其降雨量占全年的90%，其他七个月为乾季，降雨量仅占年

雨量的10%。我们的考察，正值六月雨季、整个地区终日阴雨，雾气弥漫。

全公社有汉、彝、藏三种民族，各族旦有自己的民族语言，但每一个民族都能操另外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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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民族的话，如当地的俗话所说"每寸、舌头都会讲三种话。"

语言隔阂之消除9 是以相互间政治、经济、文化之密切联系为基础的，是历史上三族之

间相互依存之结果。

雅去江下游地区古IJ;J-居住着邦、特等许多部族、部帘，奈始皇曾派 "i;?茹l略通五尺道"，

在工日、丰在地区"置吏" 0<<史记·司马相如传》说"邓、律、冉驼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

为郡县。"司马相如为西汉前期人，元光六年(前 129 )奉命往邱吉F等地招抚"西夷"，所言秦

时曾在此区设郡置吏，当系事实，这说明白秦始皇统一中国始，冕宁、里庄地区就加入我国

第一个专制主义的中央王朝版图，成为我们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元鼎六年(前 111 年)汉武帝"以工ß:t'~为越富郡、样都为沈犁郡、冉拢为汶山郡" 0<<汉

书·地理志》载，越儒郡辖"县十五"，其中有台登县，为今之冕宁。而里庄、泸宁乃台登县

属地。蜀汉、西晋仍置越懂郡及台登县。南齐建"越裔僚郡"。北周天和三年( 568年)，"开越

雷地于儒城〈今西吕〉置严州"(见《元和郡县志·锦州、l训，复置台登县。天和五年( 570年)

又以"大将军郑恪帅师平越属，置西宁川、1" (见《北周书·五帝纪>))。隋开皇十八年改西宁州为

富州，台登县为富川、!所领。唐、初亦置器州，领台登、越南、工日郭、可泉、苏祁等六县。元

明设罗罗斯宣慰司，今冕宁各地皆其所辖。明朝推行卫所制度，洪武二十七年于今冕宁置宁番

卫军民指挥使司。清雍正六年罢卫改置冕宁县，属宁远府(治今西昌)。清朝统治者在设政治

统治机构的同时，广置兵营，宫'下设讯、塘，层层派兵驻守。如设在雅碧江陌岸的有泸宁营、

'庙顶汛、接兴汛、木罗讯、靖安塘、纳安塘、硅多塘、打约塘、近兴塘、普鲁塘、约噶塘、长资捕。

自秦汉以来历代治边，皆实行军民屯恳之政策。内地的汉族人民，大批地被移徙到边疆

来，并不断融合到边疆少数民族中间去。不过，由于文献记载的缺略，对清代以前在雅去江

以西汉族与当地民族的融合，已不可具体得知，但对清代置兵营塘汛以来汉族因不同原因而流

入此区的情况，则是有材料可供考察的。西南民族学院杨光旬同志近期在泸宁考察，遍录该

区碑刻，于新兴公社鸡窝的雅碧江岩岸上，发现当地汉族宗姓之三座祖坟，其中之一(宗兴

照墓)有碑文如下〈见杨光甸《凉山州冕宁县泸宁区藏族调查笔记>)) : 

皇清同治拾童年拾式月十一曰 立

兴公生于江西省抚州府东兴县出东门离城州里大地名小王藩十都上第五甲有周户上

粮×湖宗洋湖村生长人民至于嘉庆十三午五月内出外贸易至湖北老河口转至四川建南道

宁远府冕宁县出西门泸宁营接兴汛大鸡窝小地名新火山落业成家不料告终于此境而也

名字

清登百逝硕德上寿宗公 教 兴照老大人之墓

登
YAV4 741· 

孝
玉
玉
德
和另孝

th4 74J· 
曲
目

孝

一
兀
鳖
榜
豹
歧
高
感
慨

富
贵
荣
华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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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兰;忐p 宗兴H~‘从江西蓓业鸡窝系在嘉庆十三年( 1808) 。这是现今发现的汉族移民在清代

进入此区的一个最早的碑刻。从联合公社的情况来看，这里不但有汉族聚居的堡子，还有在

当地形成势力的汉族官僚地主高姓。今公注j白所， ft!J ~每家的|先落。至解放时高姓迁入已有五

代，者以 25 年为一代计，其迁入的时间约当清代嘉庆、道光年间。高姓迁来之后，曾受到黑

彝奴隶主的多次袭击，如 1949 年，当地黑彝奴隶主安树清，联合木盟和盐源的黑彝陈树清、

安绍武家，集合五百余人的兵力来攻打高家，高家依靠当地汉族、藏族的联合力量，并动用

泸宁设制局的兵力，战斗一个多月，将其打退。

为什么汉族能够在雅者江以西的藏族聚居区扎下根来呢?难道是像高家击退黑彝那样是

靠武力征服的吗?不是，其首要原因是由于藏族和汉族在经济、文化上建立了血肉不可分割

的历史关系。汉族人民迁入这个偏僻的山区，给藏族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藏族人

民离不开他们。直到今天，情形仍然是这样。如在藏族聚居的木耳大队，有个汉族木工叫袁

登祥，家有九人，从泸宁迁来已二十年，其中有两人会木工，一人会做蔑活。袁登祥原准备

到沙f91汉族地区上门〈入赘) ，但当地的藏族、彝族群众不许走，正如他说产他们不让我走，

是需要我的手艺。我做木工二十年了，会盖房子和做各种现代的复杂的家俱，而他们不会做。

全公社只有我和和平村的王开全〈汉族)能干木活，全公社藏族、彝族的复杂木活都是我们

二人傲。如果我去了沙坝，他们就恼火了。"其次，是因为这个地区藏族的社会经济生产发展

水平比较高，早已建立了封建领主制的生产关系。这种经济制度的特点是，只把生产者附着

于土地之上，而使他们成为土地所有者〈领主)进行奴役的农奴，不是像黑彝奴隶主那样，非

把你变为奴隶(娃子〉不可。只要你缴纳地租，承担领主规定的封建劳役，就可以保留自己

的民族特点和相对独立的经济生活，不是像大凉山的奴隶主那样，非对你进行强迫同化不可。

大渡河以南一带的"西蕃"早在宋朝时期就与汉族建立了封建性质的租{田关系。《宋会要辑

稿>> 198 册《蕃夷))五说J淳熙七年( 1180 )八月八日，枢密院编修官李嘉谋言" ......黎州

过大渡河外，弥望皆是蕃田，每汉人过河耕种其地，及其秋成，十归其一，谓之蕃租，土丁

之1月蕃地者十有七八。"穆文富同志在介绍情况时说"解放前汉族在我们藏族地区〈指雅垄江

以西之泸宁和锣锅底地区) ，都是藏族的徊户，他们自己是没有任何土地的，其所种之土地都

是向藏族租的。"这不能不使我们吃惊，末人李嘉谋所言的情况，竟还如此完整地保留在雅碧

江西岸的"西番"(藏族)社会中。据杨光旬同志调查，泸宁区的帕打堡子，有三户姓邱的汉

族，从贵州迁入已八代，先后在古鲁沟、羊房沟、 qJ自打堡子租藏族土地耕种，都是藏族的徊

户。又与洛居堡子相隔一条小沟的滥柴弯大队，系汉族聚居的大队，该大队第一生产队的胡

正美说，胡家租藉湖广麻城孝感青石板，迁来已有六代，在滥柴弯住的汉族最早的是胡家和

赵家，后来又迁来杨家，全都是租藏族的地种，先是租尼玛卡两兄弟的，后是租麦里火扎的

〈见扬光旬: <<凉山州冕宁县泸宁区藏族调查笔记>))。这种租徊;关系，无疑是宋代以来番汉之

间的租徊关系的继续和发展。试想，如果不是藏族〈西番)本身建立了封建制的生产关系，

汉藏(西番〉之间能建立租徊关系吗?若无这种租徊关系，汉族人民能在那里扎下根来吗?

联合公社与泸宁地区的情况基本上没有差别，这两个地区白。藏族都是亲戚、家门关系。故上

述资料完全可以说明联合公社藏汉族之间的历史关系。

联合社会的彝族，大都与藏族杂居。如在藏族聚居的核桃大队，就有 31 户彝族(共104

人〉杂居，其中 3 户是黑彝，皆姓安。彝族称藏族为"战祖飞意为土地之主人，他们认为"俄

租"是这个地区最早的居民，自己是后来才迁来的。联合公社的藏族普遍有关于孟获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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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他们的祖先曾跟随孟获作战。有的甚至认为孟获不是彝族的头人，而是藏族的领袖。这说

明藏、彝之间有密切而悠久的历史关系。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藏、彝之间的相互影响是

巨大的，如除二者都会操对方的语言外，两族男子平常所穿的服装没有什么差异，相互的风

俗习惯也大同小异。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很难区别出他们中谁是彝族，谁是藏族。

解放后，通过民主改革，废除了藏族的封建领主制度和彝族的奴隶制度。藏、彝、汉人

民相互之间建立了平等、团结、互助的关系。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这个地区的面貌发

生了巨大的变化。昔日的麻哈渡口，横空架起了铁索桥，滚滚东流的磨房沟，建起了现代化

的水电站，陡峻的住牛山和咆哮的雅袭江东岸有汽车在行驶，大客车每天从县城始发，驶过

麻哈渡铁索桥而在下午抵电厂。不通车不通邮的状况，早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了。在藏族的

堡子中，高音喇叭不时传诵着来自北京的声音，雪亮的电灯照亮了每户纳木依人的客堂，党

的三中全会路线给藏族带来幸福，纳术依姑娘的麻达咪歌声，诵扬着藏族人民誓为现代化建

设而斗争的心愿。

第二章历 史

1.纳木依、拍木依与川西南之藏族

联合公社的藏族，包括两个不同的支系，一个自称纳木依，另一个自称拍木依(普米〉。

木耳大队、核桃大队的拍木依蓝光泽、杨正明说"听老人讲，过去纳木依和拍木依不仅

不开亲，而且还经常处于对立状态，因为拍术依认为纳木依最早不是藏族。拍木依认为自己

有藏王传给的‘通杆， (即藏族卷轴画‘唐喀'的另一译音) ，有藏文经典，有庙顶的喇嘛寺、有自

己的语言，只有拍木依才是起祖于尼玛拉萨脚的藏族。据老人说，纳术依也有‘通杆'和藏文

经典，但都是拍木依传给的，纳术依的和尚‘帕比'虽然也进庙顶的喇嘛寺，但不是像拍术依

人的和尚"阿什"那样是去那里学经，而只是去朝拜。"

拍木依语、纳木依语为两种不同的语言，其差别如下表s

汉语名称 纳木依语名称

酒 乌

吃 子

狗 吃
严

小孩 腊克

拍木依语名称

饿

克则
」→-十一

齿

约

纳木依认为，拍术依和自己是两

兄弟。瓦厂大队的纳术依李阿若说，

他的祖上从尼玛拉萨脚迁来已有四十

八代，第十二代普普时分为两房，长

房繁衍为拍木依，次房繁衍为纳术依。

纳木依不同意过去那种认为纳术依不

是藏族的说法，下面是李阿若家四十

代人的谱系z

作裹一一木依一一作移一一木移一一撮日一一立俄一一牙王军一一木赫一一纳赫一一格移

一一尼移一一普普一一俄赫一一枯里一一卡亚一一帕子一一洛左一一吉米一一勿始一一拉勒

一一腊子一一苏土一一尼玛楚一一泸古一一立米一一哈萨一一呻及他一一勿煞一一即若一一

甲若一一和布一一石尔比一一-固咱一一呻拉皮一一胡扎皮一一格可渣一一罗培一一阿呻一一

娃移一一尔呆一一阿呻一一格可一一热尔果一一尼玛乍一一尼码一一阿若〈即陆睹阿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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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萨皮。

由于纳木依和拍木依之间的亲密关系，拍术依目前已不再强调他们与纳木依的差别，而

且同意纳木依、拍木依是两兄弟及纳木依的起祖也在尼玛拉萨脚的说法。木耳大队的拍木依

阿什汉牛马章说产纳木依和拍木依一样，人死后都要把他的灵魂送回尼码拉萨去，因为他们

的祖先都是从尼玛拉萨脚迁来的。根据藏文经典有关送魂路线的记载，拍木依、纳木依从拉

萨迁徙来现今住地是走的下述路线z

尼玛拉萨脚一一布木尼阿支左一一都都惹巫脚〈雪山草地〉一一素木那拉格一一牙拉阿

角右-一-右拉和脚日一一拍也纳脚日一一阿耶和脚日一一尼麻谷谷日一一日皮那卡日一一培

耶赫河脚一一拉麻复垦一一拉麻服'贮一一其补啥衣一一尼不哈衣一一拉麻谷若一一依赫服满

一一依里复骂一一里拉鲁左泽日一一哈施的里维莫一-约呻黑硕果一一措巴楚日一一觉米丢

不洛一一尼日吉八一一拉沙甲米主一一谷亡兹若鲁一一卡斋日古一一石突拉沙斧一一拉沙米

甫日一一拉沙好古白一一拉沙惹打白一-p甲乌卡一一吉米尔赫←一拉沙赫左白一一拉萨基古

白一一那兹木索合一一牙子兹古北一一拉苦尼此日一一拉苦交俄一一拉左复瞒一一洛莫日古

一一都都日古一一多卡列只日一一多卡日古北一一恩坑多卡服一一素波拉藏一一阿莎苦移莫

一一阿沙苦衣洛一一阿支若左日一一纳纳日一一阿沙皮洛波一一八查丢不洛一一里米勒北一

一阿渣瓦培扶(联合公社核桃堡子〉、纳卡阿黑扶〈联合公社木耳堡子)、卡哑牙戮扶〈联合公

社瓦厂〉。按z 这些地方，背诵者和当地藏族群众都无法一一以它同今天的汉语地名相对照，

他们只知是从西藏的拉萨迁来的，经甘孜州的拉巴拉惹分路至九龙及今所在地。

我们在考察中发现，这个公社的拍木依、纳木依虽然有蓝光泽、杨正明所说的那些差异，

但目前共同性多于差异性，而且二者已经融合为一了。他们巳共操同一语言，而且互相开亲，

同信喇嘛教、同崇藏文经典、同供"通杆"、同尊白石。换言之，他们不但有共同的语言、共

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而且还有都认为自己是藏族的共同的心理素质。我们认为他们

共同构成了藏族的一个支系，可简称为川西南藏族。

如果从这个藏族支系的整体而言，JIl西南藏族约二万余人，包括纳木依、多须、里汝、木

尼保、须米、拍木依六种自称，分布在汉源、石棉、盐源、冕宁、木里、西昌、九龙等县，

也就是今大渡河以南至雅碧江下游〈包括雅垄江支流安宁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在历史上，

这个地区与西藏地区一样，分布着自西北地区南下的后来形成为我国藏族主体的许多古羌人

部落。《后汉书·西羌传》说产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掠戎。〈豪羌〉忍

季父印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按z 指今青藏高原) ，与众羌绝

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髦牛种，越鹊羌是也，或为白马

种，广汉羌是也F 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汉晋时代，同属于髦牛〈即艳牛或施牛〉种的

不同部落，在大渡河以南至雅薯江流域形成轻牛、摩沙等各具特征的一些族体。

川西南六个不同自称的藏族，大都源出于中毛牛夷。其语言皆与羌语接近，同属于汉藏语

系藏缅语族羌语文。我们在这次调查中，曾就"多须"进行考察。据说，冕宁的"多须"是

从米尔苏达〈三道金河〉、白尔拨谷〈蚂蚁子山〉、扯马我亚(寡妇岩〉迁来的。"多须"的祖先

是一个妇女，她因拣了一颗雪弹子吃受孕而生了鲁沽。鲁沽生了三个儿子E 长子鲁沽梭雨、

次子麻达乌雨、三子鸟儿枯雨。这三个儿子分衍出十家人。其中鲁沽棱雨是冕宁金家和罗家

的祖先，麻达乌雨是江家和李家的祖先s 乌儿枯雨是姚家和魏家的祖先。金家又称鲁沽阿呻

家。鲁沽问师生了七个儿子，其中之一叫沙玛也查，又一个叫鲁沽吉乌。鲁沽吉鸟是马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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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担。清朝时，金家、李家皆被封为土百户、江家;被1'1为土干户。由于闰宗于鲁沽、江、马

李、金、魏、姚等家是不能相互开亲的，只能与韩、木、穆、姜、黄等家开亲。说冕宁"多

须"各姓的祖先是远古时代的一位妇女及后来的一位男性祖先鲁沽，反映了"多须"母系社

会及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历史。这段历史当发生在其从上述三个地方迁来川西南之

前。"多须"把自己的起源与雪联在一起，说明其祖先应是从西方或北方来。冕宁城关伍宿衬

伍家自言是"西天起祖、 I曳耳落业"。并说西天括西藏一带，嘎耳指今问坝一带，相传泸宁新

兴公社的穆家祖上是"多须"，因被封在拍木依的地方作土宫，而变成了"拍木依"，他家是"西

天起祖，章登落业"，据说章登在冕宁附近。这就是说，多须是从西方〈西藏〉迁到问坝，再

迁到冕宁来的，或不经阿坝，而经甘孜的九龙等地直接迁到冕宁来。这与古羌人迁往西藏及

川西甫的记载是符合的。

2. 拍木依丈咯

拍木依(普米〉应是住牛羌后裔之二。早在两汉时期，中央王朝就在艳牛羌所居之地区

置"施牛县"(见《汉书·地理志>> ) 0 <<太平寰宇记》云"通望县有故艳牛城、阳山县、台登县

郡旋牛故县地。"按:通望县、阳山县地皆在今之汉源，台登县在今冕宁。由是可知，施牛夷

早在西汉时就聚居在今冕宁至汉源的广大地区。冕宁县之施牛山、古时西昌经冕宁、汉源而

达成都之古施牛道，皆因其地为施牛夷聚居而得各。

汉晋时期，施牛夷曾多次反抗中央王朝的统治。如《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延光二

年( 123 年〉春，施牛夷叛，攻零关(<<后汉书·安帝纪)>f乍灵关，地在今喜德) ，杀长吏，益

州刺史张乔与西部部尉击破之。于是分置蜀郡属国都尉，领四县如太守。"由于旋牛夷的势力

比较强大，东汉王朝的镇压且然-时得手，但始终没有把它的反抗平息下去。在任牛夷的反

抗之下 任牛道绝道曾达百余年之久，直至三国时期才为张疑所开。《三国志·张展传》说E

"(越语)郡有旧道，经施牛中至成部，既平且近F 自旋牛绝道，已百余年。……疑遣左右费

货币赐路〈指施牛夷酋狼路) ，重令路姑喻意，路乃率兄弟妻子悉诣挠，提与盟苔，开通旧道，

干里肃清，复古亭驿。奏封路为施牛啕毗王，遣使将路朝贡。"

唐宋时期，在捷牛夷分布之大渡河以南及雅袭江、安宁河地带，出现了勿邓、西林、丰

琶等"东蛮"部落。《新唐书·南蛮传》载"勿邓地方干里，有工日部六姓，一姓白蛮也，五姓

乌蛮也。又有初衷五姓，皆乌蛮也 居工陆ß台登间。……又有东钦蛮二姓，皆白蛮也，居北

谷。……又有粟蛮二姓，雷蛮二姓，梦蛮二姓，散处梨、霞、戎数州之鄙，皆隶勿邓。勿邓

南七十里有两林部落，十低三姓、问屯三姓、亏望三姓隶焉。其南有丰琶部落，问诺二姓隶

焉。"根据樊绰《云南志》卷一所记这个区域的途程，可考东蛮诸部之具体分布。《樊志》说=

"黎州甫一百三十里有清溪峡?乾元二年置关，关外三十里即器州界也。行三百五十里至工ß

部)!I，故工ß部县之地也。下南一百三十里至台登，西南八十里至普安城，剑南西川节度使重

兵大将镇焉。台登直北去保塞城八十里，吐蕃谓之北谷，天宝以前，锦州柳强镇也。自入吐

蕃更增修峻，因城下有路，向暴恭地。谷东甫一百三十里至罗山城，天宝以后吐蕃新筑，非

丑家旧城……耳部东南三百五十里至勿邓部落，大鬼主梦 ì'il地方阔干里。工日部一姓白蛮，五
睦乌蛮，初止五姓，在工ß部台登间，皆乌蛮也……束、钦两姓在北谷，皆白蛮?三姓皆属梦

中σ"按 z 黎州即今汉源，工日部川即工ß部旧县，地在今越困县， m~黎州三百五十里，为勿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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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j3部六姓所居。《樊志》所谓"工日部东南三百五十里至勿邓部"语，与自黎川、1 "行三百五十里

至邱部川1" 相{字，其"邱吉俨显系黎州之误。《读史方舆纪要》卷 74 有"勿邓在邓部之旁"

语，说明勿邓大鬼主梦冲之辖地，在越西之附近。由耶部行一百三十里至台登。《读史方舆纪

要》卷 72 云产泸沽关，在司(建昌卫〉东北百里，有泸沽巡司，或曰即故台登县。"由是知台

登为今泸沽。方国瑜《中国历代疆域图西南地区考释>>(第一册〉台登县条说"今泸沽属冕宁

县，汉之台登当包有今冕宁县地，然县治应在泸沽。汉以来由大渡河与工j3都之交通，取道今

之越雷县，而不经冕宁城。台登县治为交通要站，不应在冕宁城也。"此说甚是，向达《蛮书

校注》卷一所论台登为今冕宁城之说不可从。据此，初止(<(新唐书》作初裹〉五姓，即居于

越富与泸沽之间。保塞城〈北谷〉在台登北去八十里，当为今冕宁城是也、束、钦两姓蛮在

此。概而言之，勿邓所属二十姓，分布于今越西至冕宁之地区。"勿邓南七十里有两林部落"，

指从越西向南七十里为两林部落，据今之里程，两林应在今喜德。丰琶在两林南二百里之建

昌城山上，当在今西昌县境内。

根据以上所考，勿邓、两林、丰琶等东蛮诸部，正居于故艳牛县地或故中毛牛道区域，亦

即元、明、清时期"西番"的主要住地、今川西南藏族之分布区。从地理分布上推知，东蛮

诸部不似彝族先民，而极可能是"西番" (]II西南藏族〉的先民。

为说明这个问题，还有必要再作如下的说明=首先，在宋以来的文献上，东蛮诸部被称

为"蕃" 0<<宋史·蛮夷传》说"凡风琶、两林、环部，皆谓之东蛮，其余小蛮各分隶焉。耳部

于诸蛮中最骄悍狡诵，招集蕃落亡命，侵攘他种，闭其道以专利。"又《宋会要辑稿·蕃夷》

说"黎州边面，近则有曰邱吉川l、日河南蛮、日女儿城蛮、曰青羌、曰吐蕃、曰五部落……

州之三边，大抵诸蕃环列。"史书上夷(彝)蕃有严格之界限，多不混称，如《资治通鉴》卷

250 说，"(咸通八年二月)西川近边六姓蛮，常持两端，无寇则称效顺，有寇必为前锋。"胡注

云"六姓蛮z 一日蒙蛮，二日夷蛮，三日记蛮，四日狼蛮，五日勿邓，六日白蛮。"(亦见《新

唐书·南蛮传》下〉其所谓夷蛮，指的就是今天的彝族，胡注把夷蛮与勿邓分成二类，说明

二者不是同一族系。故不能认为东蛮诸部是彝族先民F 其二，东蛮诸部社会经济发展比较高，

如第一章所述，远在宋朝时期他们就与汉族发生了租徊关系，向租种其地之汉人收取"蕃租"

而这样的社会发展水平，乃是当时凉山彝族的生产发展水平所达不到的。直到民主改革以前，

凉山彝族还停留在奴隶制发展阶段，凉山的边缘地区虽然巳有某种租但关系的存在，但其发

展水平是很低的，根本未出现"土丁之耕蕃地者十有七八"的情况。如果把东蛮诸部视为彝

族，那是讲不通的。而这样的租但关系，还一如既往地存在于民主改革前的"西番"和汉族

之间s 其三，东蛮诸部以工日部为首，结成强大联盟，屡与南绍、吐蕃、唐朝争战，且能左右

唐、诏、蕃三大势力的争夺。唐王朝屡调他们攻击吐蕃。《新唐书·南蛮传》说产丰琶部落大

鬼主黯傍，数兵出攻吐蕃。"又说"两林部大鬼主宜那时，遗韦泉书?乞兵攻吐蕃，息遗将进

逼台登……直那时战甚力，分兵大破吐蕃青海、腊城二节度于北谷〈今冕宁)"。由于此诸部

势力强大，其首领屡受宋朝封号，如宋封两林、丰琶首领为将军，有怀化、归化、归德、归

义的称号，封邓部首领为"大将军"、"新都玉"(见《续通鉴长编》卷 88) ，对比历代王朝加封

黑彝土司、土目，或不受封，或封而不固，内部一片家支争夺的情况，说此诸部为彝族亦是

说不远的;其囚，文献有勿邓诸部被彝族强迫赶走的记载。《元史·地理志·工日部川、\))说: "(州)

在路东北，大旗河之南，越富之东北，至宋，罗贡名马土物，封酋为邓都王。今其地夷称为

工ß部JI\，台乌弄城，昔磨些蛮居之，后{中 rh蒙之裔〈指彝族)夺宾地。此所谓"磨些蛮"，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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