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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 尼 族 人 口 共 有 163 万 余 人
（2010 年），绝大部分集中分布于云
南南部元江 （红河）、澜沧江两江的
中间地带，这一地带也就是哀牢
山、无量山之间的广阔山区。哀牢
山和无量山自滇西巍山南部，由云
岭山脉分出，纵贯滇南全境。哈尼
族 分 布 区 域 ， 处 于 汉 、 彝 、 白 、
傣、拉祜等族分布地的中间地带，
并有苗、瑶、回、壮等族分布其间。

哈尼族大部分聚居于海拔约在
800 米至 2500 米之间的半山区，与
立体地貌中立体分布着的其他民族
和睦相处。哈尼族居住的地区，山
高谷深，自然条件优厚，地下蕴藏
着锡、铜、铁、镍等各种丰富的矿
产，闻名全国的“锡都”，就在原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首府个旧市

（现首府已迁到蒙自）。

哈尼族的自称和历史名称繁
多，但其音义基本一致，2000 多年
来，基本上就具有一个统一的名
称，即“和人”。1949 年以后，根
据本民族大多数人的意见，以人数
最多的自称——“哈尼”为本族统
一的名称。

哈尼族的古代历史，实际上就
是一部漫长曲折的迁徙史。哈尼族
不仅在定居大渡河畔之前有过“逐
水草迁徙”的游牧生涯，而且定居
农耕之后又因战争等原因被迫离开
古老的农耕定居地而再度迁徙，直
到进入云南亚热带哀牢山中。20 世
纪 80年代，在云南亚热带哀牢山哈
尼族社会中发掘出一部自古流传的
哈尼族迁徙史诗 《哈尼阿培聪坡
坡》。这部流传于哀牢山区的长达
5600 行的哈尼族迁徙史诗，详尽地
记述了哈尼族先民在漫长的历史岁
月中，经历艰难曲折，从遥远的北
方向南迁徙的事迹。

根据史籍记载，公元前 3 世纪
活动于大渡河以南的“和夷”部
落，就是今天哈尼族的先民，是古
代羌人南迁的分支。从公元 4 世纪
到 8 世纪的初唐期间，有部分哈尼
族先民向西迁移到元江以西达澜沧
江地区。在唐人文献里，哈尼族的
先民被称为“和蛮”。公元 7 世纪
中叶，“和蛮”的大首领向唐朝进
贡方物，唐朝承认他们都是唐朝的
臣属。“南诏”、“大理”地方政权
建立后，其东部的“三十七蛮郡”

中，“官桂思陀部”、“溪处甸部”、“伴
溪落恐部”、“铁容甸部”等，都在今
天哈尼族聚居的红河地区。公元 10
世纪大理国时期，哈尼族开始进入
封建领主制社会。元朝征服“大理”
政权后，设置元江路军民总管府隶
属云南行省，加强对哈尼族和各族
人民的统治。明朝在云南少数民族
地区推行土司制度，哈尼族部落首
领由明王朝授予了土职官衔，并受
所隶流官的统治。清朝在云南实行
改土归流，废除了哈尼族地区的一
些土官，流官制度代替了部分地方
的土司制度。民国建立后，国民党
政府在红河南岸哀牢山区逐步改土
归流，推行区、乡、镇制度。新中国
成立后，土司封建领主制度被废止。

1949 年前，由于历史的种种原
因，哈尼族的社会发展很不平衡。红
河南岸的红河、元阳、绿春、金平和江
城等县，处于封建领主经济向地主经
济过渡的阶段。这些地区还残存土
司制度。土司是土地的所有者和政
治上的统治者，占有土地、山林、水渠
等主要的生产资料。农民使用土地
必须交纳各种封建负担，遭受沉重的
经济剥削。分布在墨江、新平、镇沅
等靠近内地的哈尼族，由于受汉族经
济文化的影响比较大，自明清以来
就已陆续进入了封建地主经济的范
畴。生产力发展水平大致与当地汉
族相当，土地的买卖、租佃关系已很
普遍。分布在西双版纳和澜沧一带
的哈尼族，受傣族封建领主的统治。

我的家乡在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寨子叫热水
塘，位于西观音山下海拔约1500米的山坡上，因有一个温泉得名。

站在我家屋顶上，睁开眼睛，梯田势不可挡地涌进你的心里。
当然，这是一个艰辛的故事、一首久远的歌。多年以前，哈尼人从西
北高原迁徙而来，在哀牢山定居并创造了辉煌的梯田农耕文明。自
此，以梯田为核心的生活方式使哈尼人安泰而自信，劳动、歌唱、祭
祀、舞蹈、诵经、婚恋、葬礼……生活丰富而有序，日子平淡而安然。

站在我家的屋顶上，四季梯田滚滚而来。冬春素雅、清亮，
像个赋闲的绅士；夏秋则浓墨重彩，是少女的情怀。那画中远远
的人，是谁的题字？饱含诗的韵律与意境！

劳动是这个民族最大的信仰。我曾在我的长诗 《神圣的村
庄》中描述了梯田耕作的情景：

我要在这里每天劳作/让生活永远充满希望/把水草拔除/让鱼
儿成长/冬天铲埂子 冬天搭埂子/春天犁田 然后耙得光光亮亮/
春天还要背秧苗/一路把山歌吟唱/……

八月谷子黄/八月收谷忙/男子背着谷船侧身走过道路/女子背
着谷拦走在田埂上/女子割谷不怕腰酸/一割一大把 割得心花怒
放/男子打谷不怕臂疼/一打一大把 蜜蜂飞舞一样/女子背谷不怕
头痛/一背五斗之上/男子背谷不怕肩疼/一背一石之上

劳动是人类的美德，每一个人都在劳动中获得成就感。哈尼人
也一样，他们甚至在劳动中获得快乐。在我的家乡，每年春天栽秧
的时候，人们都会在梯田上唱歌跳舞，在田间打泥巴架，梯田上总是
充满欢笑声。这是一种习俗，更是哈尼人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说到歌舞，我还是要说我家乡热水塘。那里不仅有进入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哈尼族多声部民歌”，还有世代相传的
哈尼族传统舞蹈。家乡的人们从小耳濡目染，大都能唱能跳。

为高龄的死者献歌献舞是哈尼族葬礼的一大特色。2013 年 4
月，我86岁的伯父去世。亲人的歌哭、舞者的伴歌、祭祀的锣鼓、狂
欢的嚎叫都给葬礼奉献着音乐，而每一个前来奠祭的亲友团都要带
一个哈尼族传统舞蹈队。他们轮流在家门前、屋顶、死者的周围舞
蹈，使葬礼充满艺术氛围。葬礼前夕，守灵的人夜夜在灵柩旁且歌
且舞，直到筋疲力尽，吃点夜宵便席地而卧。哈尼的歌舞让死亡变
得寻常而美丽，让人生变得坚强而诗意、温暖。

站在我家的屋顶上，放眼便是梯田。这些梯田在2013年6月被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开垦梯田的成功使哈尼人建立了自己完
整的文化系统，这个系统因为与大自然紧密联系而显得如此美妙、
如此纯洁，可谓梯田如画人如诗。（作者系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梯田如画人如诗
◎TA说民族

□（哈尼族）哥 布

哈尼族：
以梯田为标志以梯田为标志的民族的民族

哈尼族图腾白鹇鸟哈尼族图腾白鹇鸟

新中国成立以来，哈尼族地区的
政治经济建设取得显著成就，特别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社会
及文化教育得到了跨越式的发展。

农业方面，新中国成立前，哈尼
族地区生产力极其低下，以粮食种植
业为主的原始、传统农业十分普遍，
生产落后，民不聊生。从新中国建立
起，农、林、牧、副、渔事业都有较
大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哈尼族地区农业生产条件得到了极大
的改善，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农村经济正向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
务体系，全面推进农村产业化方向发
展。现今正大力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

工业方面，过去，哈尼族地区的
工业十分薄弱，仅有少量的矿业土法
采冶和手工业作坊，现在已建立了冶
炼、采矿、机械制造、化工、建材、
能源、纺织、塑料制品、卷烟、食品
加工等工业部门。

多年来，为改变哈尼族地区的基
础设施和基础产业落后的状况，党和
政府狠抓基础设施和重点项目建设，
特别是交通、水利、通讯、能源等关
系国计民生和国民经济发展后劲的基
础设施、基础产业大为改善，取得了
巨大的成就。例如，1998 年红河哈
尼族彝族自治州公路通车里程 11200
公里，与 1949 年相比公路里程增加
了 80 倍，从没有 1000 米柏油路发展
到1688公里柏油路。

在哈尼族地区，特别在红河南岸

山区，过去奸商盘剥，农民卖5斤棉
花才能买回 1 斤食盐，外地商人的 1
根针就能换走 1 只鸡。新中国成立
后，社会主义商业对发展经济、保障
人民生活供应等方面，都起了巨大的
促进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各地积极
发展商品生产，努力搞活流通，商业
网点遍及城乡，繁荣了城乡经济，方
便了生产和人民的生活。

哈尼族的传统文化十分丰富多
彩，新中国成立后，文化事业才真正
地发展起来，如今已经形成了创作繁
荣、演出兴旺、文化交流频繁、农村
文化全面展开的良好局面。

民族教育事业也有了很大发展。
以哈尼族居住区绿春县为例，1949

年前只有一所小学，2005 年已有各
级 各 类 学 校 317 所 ， 在 校 生 38902
人。哈尼族不仅有本民族的大学生，
而且有了硕士生、博士生。

医药卫生事业逐步完善。过去哈
尼族医药卫生事业十分落后，有病找

“贝马”（巫师） 退鬼，或找为数极少
的草医治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先后建立了县人民医院、县卫生
防疫站、县妇幼保健站、县药品检验
所等医疗、防疫、保健、药检机构，
逐步形成了县、乡、村三级卫生保健
网，哈尼族人民的健康水平大大提
高。

（摘自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 之
《中国少数民族》卷，苗春编辑整理）

利用山区自然条件开垦梯田，是
哈尼族的特长和千年的传统。在西南
高原之上，凡有哈尼族居住的地方，都
有哈尼族开垦的梯田。梯田几乎成了
这个民族的标志。作为人类劳动和创
造的物质文化实体，梯田凝结着哈尼
族悠久漫长的历史，沉淀着丰厚广博
的文化和维系着复杂多样的生活。哈
尼族有着种植梯田的丰富经验，能根
据不同的地形、土质去修筑，还善于利
用“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的自然条件，
把终年不断的溪流涧水，通过傍山水
沟引进梯田。梯田是建立在哀牢山自
然生态系统之上的良性的农业生态系
统，为哈尼族社会文化生态系统提供
了基础。红河哈尼族梯田名列世界文
化遗产。实际上，哈尼族营造梯田的
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3 世纪，它以
浓缩的形式几乎经历了人类农耕发展
史的全过程，使用了原始农业到传统
农业的全部手段。

季节划分和农事历法是哈尼族对
人类历法的一大贡献。在哀牢山区，
哈尼族将全年分为三季：冷季、暖季、
雨季，每季4个月。当暖季来临，正是
夏历的早春二月到盛夏五月之间，哈
尼族农民着手备耕，浸泡和播撒谷
种，并为梯田准备肥料。当雨季到
来，正是稻秧栽插、谷子生长以及稻
谷成熟的期间。晚秋到来，已是九
月，稻谷正届黄熟，于是全民出动，
抓紧秋收，颗粒归仓。当冷季来临之
际，哈尼族农民铲埂修堤、犁翻田
土、疏理沟渠、放水泡田。此一时期
的蓄水泡田称为“梯田过冬”也称“冬
水田”。整个冷季是为“农闲”。哈尼
族在“三季节”划分之外，又有物候
历的划分。物候历将一年分为 12 个
月，根据哀牢山气候变化、植被变
化、动物（主要是鸟、虫等）变化的规

律来确定月份及安排农事活动。
哈尼族的服饰具有鲜明的民族特

点。衣服用自己染织的藏青色土布做
成。就整个哈尼族的服饰来看，虽色
调单一，但款式和装饰却众多。哈尼
族男子服饰，各地各支系大体相同，
一般着对襟上衣，宽松长裤，有的黑
布包头。服饰纷繁实际上体现于妇
女，妇女服装上身有长衣、短衣、斜
襟、对襟、有领、无领、有扣、无
扣、长袖、短袖之分，下身则有长
裤、中裤、短裤、长裙、中裙、短裙
之别。哈尼族服装均头缠包头，身穿
布衣而已，最多银币作扣，以为装
饰。妇女则不同，发式有单辫、双
辫、垂辫、盘辫之区分，装饰物有年
龄、婚嫁、生育、节庆的不同。哈尼
儿童，不分男女，装饰在头，在自制
的小布帽上钉有猪牙、海贝、银泡、
银钱等饰物。少女及年轻姑娘编辫下
垂，头缠包头，包头上饰以红线或成
排银泡，衣襟、衣边、袖口、裤脚边
镶绣彩色花边，佩带银耳环、耳坠和
项圈，胸饰以银链、成片银泡和成串

银币，手腕戴银镯。已婚和生育后的
妇女编独辫和双辫盘于头顶，覆盖包
头巾，服装上银饰渐少。老年妇女辫

发盘顶，衣着朴素，几近全黑。
哈尼族的传统节日众多，最主要

的是十月年和六月年。哈尼族以农历
十月为岁首，过十月年，就是过新
年。节期五六天，多至半月。有条件
的人家要杀猪、舂糯米粑粑。亲友互
相拜访，有说亲的就趁这个节日请媒
说亲，嫁出去的姑娘借此机会回娘家
探望。六月年，红河地区称“苦扎
扎”，是哈尼族的农业祭祀活动，是
哈尼族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哈尼族能
歌善舞。乐器有三弦、四弦、巴乌、
笛子、响篾、葫芦笙等。“巴乌”是
哈尼族特有的乐器，用竹管制成，长
六七寸，7个孔，吹的一端加个鸭嘴
形的扁头，音色深沉而柔美。舞蹈有

“三弦舞”、“拍手舞”、“扇子舞”、
“木雀舞”、“乐作舞”、“葫芦笙舞”
等。

哈尼族文学过去只有民间口头文
学，有神话、传说、诗歌、故事、寓
言、童谣、谚语、谜语等。神话，传
说中有讲述万物来历的 《创世纪》；
有叙述人类战胜洪水，繁衍生息的

《洪水记》；有反映哈尼族历史迁移的
《哈尼祖先过江来》等。

历史：“逐水而迁徙”历史：“逐水而迁徙”

哈尼族刺绣

现状：跨越式发展向未来

风俗：凡有哈尼族的地方就有梯田

哈尼族民居

哈尼族青年男女欢快起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