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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傣族

人 口 有 126.1万

（2010年），主要聚

居在云南省西双

版 纳 傣 族 自 治

州、德宏傣族景

颇族自治州以及

耿马和孟连两个

自治县。其余的

散居在景东、景

谷 、 普 洱 、 澜

沧 、 新 平 、 元

江、金平等 30 多

个县。边疆傣族

地区与缅甸、老

挝、越南接壤。

傣族地区历史悠久。迄今为止，傣族
聚居区已发现多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
出土了数百件遗物。西双版纳在景洪澜沧
江沿岸的台地上，先后发现了曼蚌囡、曼
允、曼景兰、曼厅等新石器时代遗址，清
理出石斧、石锛、石刀、鱼网坠等石器以
及陶器、骨器和贝壳等遗物。德宏在瑞丽
江畔的芒约和陇川芒胆两个新石器时代遗
址上，发现了夹沙红陶、夹沙黑陶、印纹
陶片、石斧等遗物。其中，肩石斧、石网
坠和印纹陶是古越人文化的典型代表，与
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
的同类器物相似，具有明显的百越文化特
征。陇川江流域的梁河勐养、潞西五岔路
也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澜沧江中游的
云县忙怀遗址，出土了大量的打制双肩石
斧，器型和制法与福建建阳、台湾的同类
器物相似。孟连娜允古城旁的南垒河岸，
曾先后发现5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出打
制石器、手制陶器、动物化石等珍贵的历
史文物。

傣族和同一语族的壮族、侗族、水
族、布依族、黎族等同为古越人的后裔，
有着密切的历史关系。据傣文史籍记载，
早在周威烈王二年 （公元前 424 年），就有
关于傣族部落战争的记述。公元1世纪，汉
文史籍已经有关于傣族先民的记载。汉晋
时期称为“滇越”“掸”或“擅”“僚”或

“鸠僚”。唐宋文献则称为“金齿”“黑齿”
“银齿”“绣脚”“绣面”“茫蛮”“白衣”
等。元明时期仍称为“金齿”“白衣”等。

“白衣”又写作“百夷”“白夷"“伯夷”，
有的误作“僰夷”，以致与白族混淆。清以
来称为“摆夷”。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傣族
人民的意愿，正式定名为傣族。

傣族村寨多分布在群山环抱的河谷平
坝地区。比较大的坝子有景洪、勐笼、勐
遮、勐罕、勐海、芒市、陇川、干崖、勐
卯、遮放等，平均海拔在 500—1300 米之
间，地势较低。这里四季常青、山川秀
美、土地肥沃，灌溉便利，适于种植农作
物和经济作物，盛产稻谷、甘蔗、樟脑、
咖啡、剑麻、橡胶、紫胶、香茅草等。气
候属于亚热带气候，年平均温度在 21℃左
右。终年不下雪。

傣族居住地区自然资源丰富。西双版
纳是亚洲大叶种茶的原生地，是驰誉中外的

“普洱茶”的主要产地。芒果、椰子、菠萝、香
蕉等亚热带水果常年不断。山区的原始森
林遮天蔽日，出产柚木、紫檀、铁力木等珍贵
木材，还有萝芙木、金鸡纳等名贵药用植
物。西双版纳州的森林覆盖率为57.14%，德
宏州森林覆盖率为 46.02%。矿产资源种类
丰富，有20余种，铜、铁、金、银、镍、铅、锡、水
银等很早以来就被傣族人民发现、利用。德
宏还盛产宝石、玉石、绿柱石和水晶等特
种工业原料。在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和绵
延起伏的山岭河谷中，繁殖着野象、虎、
豹、鹿、犀牛、金丝猴、孔雀、犀鸟等珍
禽异兽。水边林际，每值晨曦微现或夕阳
斜照时，常见美丽的孔雀翩翩起舞，人们
把这里誉为“孔雀之乡”。

傣族服装风格鲜明。男子着无领对襟
或大襟小袖短衫，下着长管裤，冷天披毛
毡，多用白布或青布包头。男子文身的习
俗很普遍，既表示勇敢，又可以驱邪护
身、装饰身体。男孩到 11岁左右，即请人
文身，文身的图形大多以虎、豹、狮、
龙、蛇、鹰为主。所文部位大多是四肢、
胸腹、背部。

妇女传统着窄袖短衣和筒裙。西双版
纳傣族妇女，着白色或绯色内衣，腰身细
小，下摆宽，下着各色筒裙。德宏芒市等
地妇女，婚前着浅色大襟短衫，长裤，束
小围腰，婚后改着对襟短衫，黑色筒裙。
内地傣族妇女服装与边疆大体相同，但有
地区性特点，往往因此被其他民族称为

“花腰傣”“大袖傣”等。“花腰傣”独具魅
力的头饰、服饰，与晋宁石寨山、江川李
家山出土的滇国青铜器上的人物十分相
似，有着椎髻、短襟衣、筒裙等共同特
征，证明了两者之间的一脉相承。

傣族主食以大米为主。德宏地区吃粳
米，西双版纳等地爱吃糯米，通常是现舂
现吃。傣族著名的香竹饭又称竹筒饭，香
气浓郁，饭软而细腻。傣族也食昆虫。傣
族地区潮湿炎热，昆虫种类繁多。经常食

用的昆虫有蝉、竹虫、大蜘蛛、田鳖、蚂
蚁蛋等。以青苔入菜，是傣族特有的风味
菜肴。青苔是选春季江水里岩石上的苔
藓，以深绿色为佳，用糯米团或腊肉蘸
食，味美无比。傣族还有食花习俗。经常
采食的野花有攀枝花、棠梨花、白杜鹃、
黄饭花、甜菜花、芭蕉花等30多种。

生、鲜、酸、辣、野是傣家菜的特
点。傣族人认为，吃酸心爽眼亮，助消
化，还可以消暑解热；吃甜，能增加热
量，解除疲劳，预防肝炎；吃辣，可以开
胃口，增食欲，增强身体抵抗力、预防伤
风感冒；吃生的，菜鲜味美，可口舒心。
傣味中以酸为美味之冠，所有佐餐菜肴及
小吃均以酸味为主，如酸笋、酸豌豆粉、
酸肉及野生的酸果。最常食用的是酸笋，
把新鲜竹笋切成丝，放入清水漂浸，之后
捞进大缸用力压紧、封口，放置半个月待
变酸。傣族人随便哪家都有百来斤酸笋，
一天也离不开。

傣族的节日，多与宗教活动有关。主
要节日有关门节、开门节、泼水节等。关
门节，傣语“毫瓦萨”，时间固定在傣历
九月十五日 （公历7月中旬）。开门节，傣
语称“翁瓦萨”，时间固定在傣历十二月
十五日 （公历 10 月中旬）。在这两个节日
当天，各村寨的男女老少都要到佛寺举行
盛大的赕佛活动，向佛像佛爷敬献美食、
鲜花和钱币，在佛爷佛像前念经、滴水，
以求佛赐福于人。

傣历年——泼水节，是傣族人民的传
统节日，傣语称“桑勘比迈”或“楞贺桑
勘”，意为六月新年。时间在傣历六月下
旬或七月初 （公历4月中旬），约在农历清
明后十日举行，它象征着“最美好的日
子”。节期一般是3天。头两天是送旧，最
后一天是迎新。节日清晨，傣族村寨的男
女老幼沐浴盛装到佛寺赕佛，并在寺院中
堆沙造塔四、五座，大家围塔而坐，聆听
佛爷念经。之后，妇女们各挑一担水为佛
像“洗尘”。佛寺礼毕，青年男女退出，
相互泼水祝福。接着成群结队四处游行，
泼洒行人以示祝福。西双版纳每年过泼水
节的时候，傣族群众都要在澜沧江举行声
势浩大的龙舟赛，赛后就将龙船拆散放进
佛寺的竹楼里保管，待第二年泼水节到来
之前，再把拆散的龙船拼装起来，拼装龙
舟就称之为“旱黑”。

花腰傣最隆重的节日要数农历正月十

三的“花街节”。这天，上千名青年男女
从周围的村寨汇集到花街。身着盛装的小
卜少 （少女） 排成长队，款款走过花街，
竞妆比美；小伙子们则瞪大眼睛寻找意中
人。如果情投意合，两人就相约到凤尾竹
下荔枝丛中，姑娘解下腰间的秧篾饭，掀
开青翠的芭蕉叶，只见喷香的糯米饭用鲜
花汁染成了一半金黄一半鲜红，以芭蕉叶
相隔一层又一层盛满猪脊肉、油炸干黄
鳝、腌鸭蛋等美食。吃完秧蔑饭，提亲成
婚的大事也就定下了。

宗教方面，边疆傣族普遍信仰南传上
座部佛教，属于小乘佛教，同时保留着原
始鬼神崇拜的残余。内地傣族崇拜“龙
神”、“龙树”，有宗教职业者“波勐”和

“师娘”，代人占卜治病。在景谷等地区，
也有信仰上座部佛教的。由于小乘佛教主
张男子在一生中要过一段脱离家庭的宗教
生活，才能除苦积善，成为受教化的新
人，成年后有社会地位，所以过去农村中
佛寺很多，送子弟入寺为僧很普遍。特别
是在西双版纳，未成年的男子几乎都要过
一段僧侣生活，识字念经，然后还俗回
家，有的就终身为僧。傣族的斋僧赕佛活
动极为频繁，且很虔诚。由于村寨各户有
共同负担寺院开支和僧侣生活的义务，加
上其他宗教活动经费，约占农户农业收入
的 1/5，成为农民的沉重负担。新中国成
立后，解除了不合理的宗教负担。

古越人后裔

生鲜酸辣野

“最美好的日子”泼水节“最美好的日子”泼水节

孔雀舞和葫芦丝
傣族文学主要是叙事诗。傣族有 500

部左右的长篇叙事诗。现在保留的傣族传
统长篇叙事诗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其中
有歌唱人类创世活动的如 《布桑盖与瓦桑
盖》《坤撒》，颂扬祖先创业事迹的如《叭
阿拉吾射金鹿》，反映历史事件的如 《召
网香召网朔》《勐卯与景欠战争史》，揭露
统治阶级贪婪残暴的如 《娥并与桑洛》

《召树屯》、通过爱情主线揭示社会矛盾的
如《朗鲸布》《线秀》，还有新中国成立后
表现社会主义新生活的 《彩虹》《流沙河
之歌》等。

傣族有传统的傣戏。以前西双版纳有
一种以舞蹈为主兼唱戏词的形式，这是傣
戏的雏形。其情节比较简单，主要表现持
刀的猎人与化了装的龙、凤、龟、鹤进行
斗争。傣戏的发展和完善主要在德宏一
带。因此傣戏又称“滇西傣戏”。大约在
19 世纪初产生于德宏盈江的盏西和干崖。
较早的剧目有 《公孙犁田》《冒少对唱》

《十二马》 等。到 20 世纪初，盈江土司成
立了第一个傣戏剧团，于是傣戏迅速风靡
各地。傣剧的唱腔、道白均用傣语，剧本
多根据傣族民间故事改编，表演以本民族
歌舞及民间武术为主，也借用其他剧种表
演的程式，形成自己的戏曲风格。

傣族舞蹈种类繁多。西双版纳傣族称
舞蹈为“凡”。民间舞蹈有凡婻诺、凡光
罕、凡光、哈凡、凡整。
凡婻诺以模仿禽类动作为
主要特征，包括孔雀舞、
鹭鸶舞、斑鸠舞等。凡光
罕是以鹿的模具作为道具

而表演的兽类舞蹈，此外还有狮子舞、大象
舞等。凡光为鼓舞，舞蹈者挎鼓或击鼓而
舞，自己为自己伴奏，仅限于男性表演。哈
凡为边歌边舞的集体性舞蹈，常见的有《依
拉贺》和放高升舞，多在节日期间结群表
演。凡整为武术舞，其中包括拳术舞、棒
术舞、刀术舞等。除了以上几种有统一名
称的舞蹈外，民间还有一些反映生产、生
活和风俗习惯的舞蹈，常见的有帽子舞、扇
子舞、花环舞、花棍舞、蜡条舞、荷花舞等，
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在种类繁多的傣族
舞蹈中，孔雀舞是人们最喜爱、最熟悉，也
是变化和发展幅度最大的舞蹈之一。每年
的佛教节日和迎接新年时，都要表演孔雀
舞。

傣族民间乐器有嘎腊萨、玎、筚、多
洛、象脚鼓、铓、排铓和傣镲等。傣族的
特色乐器葫芦丝是舌簧乐器，用循环换气
法能持续发出五度音程，音色优美、柔
和、圆润、婉转。在月夜的竹林或傣家竹
楼里，能给人以含蓄、朦胧的美感，而吹
出的颤音尤如抖动丝绸那样飘逸轻柔。全
国著名的作曲家施光南创作出 《月光下的
凤尾竹》乐曲，使葫芦丝音乐风靡大江南
北。象脚鼓因鼓身形似象脚而得名，常与
铓锣、傣镲组合在一起，广泛用于歌舞和
傣戏伴奏。嘎腊萨是竹制、吊桥形的敲击
体鸣乐器。玎是弹拨弦鸣乐器，傣族青年

恋爱时经常弹奏，有“爱情
乐器”之誉。

（摘自《民族问题五种
丛书》之《中国少数民族》
卷，郑 娜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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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发现青铜时代遗址 新华社发

▶ “ 孔 雀 王 子 ”、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孔雀舞传承人约相

我的故乡在祖国西南边陲德宏傣
族景颇族自治州，为我国傣族主要聚
居地之一。《有一个美丽的地方》 是
著名的军旅作家杨非到德宏插队时有
感而发创作的经典歌曲，唱的就是德
宏这片美丽神奇的土地以及生活在这
里的傣族人民。

傣族世世代代信奉巴利语系佛
教，又称南传上座部佛教，使用着历
史悠久的傣文。它拥有自己的宗教、
年历、民俗、语言、文字、戏剧等。
傣历与汉族的农历相差4个月，汉历
的大年初一相当于傣历的四月初一。
傣剧、孔雀舞、象脚鼓、傣族剪纸皆
先后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傣族叙事长诗有550部之多。这些作
品皆是数千行、数万行的鸿篇巨制。
从世界文学史上看，中世纪欧洲产生
叙事诗最多的法兰西，也只有100多
部，可见傣族叙事长诗是我国少数民
族文学中的一座宝库。

傣剧是云南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
戏曲剧种之一。发源于有一定人物情
节的傣族歌舞表演及佛经讲唱，后吸
收滇剧、皮影戏的艺术营养，逐步形
成比较完整的戏曲形式，迄今为止已
有100多年历史。

我与傣剧，可以说是有着极其深
厚的渊源及感情。且不说外公从前曾
编撰过傣剧剧本，谙熟程度甚至能将
傣文剧本直接译为汉语，看着汉文剧
本能直接开口唱出傣剧来，是个绝对
的傣剧痴迷者。我也从小随母亲端着
小板凳看过无数次傣剧，印象最深的
是芒市菩提寺门口的那个戏台。小孩
子喜欢热闹，尽管看不太懂，但总是
在台下睁大双眼看得有滋有味。记得
我们坐在下面看，外祖父似乎担当着
节目监制、统筹等角色，在台前台后
忙忙碌碌的，不时提点着演员们，挺
威风的样子。

上世纪 90 年代初大学毕业分配
时，我没有按分配去州民中做一名音
乐老师，而是选择到德宏州傣剧团担
任教员，负责教授团员怎样科学练声
以及文化课。我与傣剧团的兄弟姐妹
们感情深厚，曾随团到缅甸演出，也
常常跟团送戏下乡，打地铺，走几十
里路，有时候演员不够也会上台客串
演一下宫女、王妃什么的，如今回想
起来，那段经历和记忆是多么珍贵。

2016 年，大型傣剧 《刀安仁》
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汇演载誉归来，恰
逢本人回乡，坐在 20 多年前我们曾
经演出过的舞台下，时光交错，眼前
恍惚。在刺眼的灯光下，我亦仿佛得
见，多年前那高高搭起的戏台，外祖
父扮演着他喜欢的角色，带红缨的长
鞭当马骑，“锵锵锵锵隆咚锵”满场
飞转，这个不喜从政的土司后裔，这
个白日里卷着裤腿一脚泥巴忙于种田
的傣族老倌，于夜晚华丽变身，在戏
台上惊艳亮相。

那一刻的我，内心涌动着一种难
以言说的复杂情绪。在传统剧种逐渐
走向衰亡的今天，傣剧能够走出德
宏，走上首都的大舞台，将傣族文化鲜
活地展现在全国乃至世界眼前，实为
可喜可贺之大事也！而该剧更完美地
展现了3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傣族
孔雀舞、傣族象脚鼓以及傣族剪纸。

傣族是一个生性乐观，自由得甚
至有些散漫的民族。我們傣族人会为
了跳一场嘎央或赶一个热闹的摆 （集
会） 而放下所有赚钱的营生。只要快
乐开心，只要能做自己喜欢的事，赚
钱永远放在其次。

傣族亦是水的民族。它饱受中原
黄河文明与印度恒河文明的滋养，创
造了绚丽多彩让人惊叹的民族文化。
曾有人这样形容傣族：“像纯洁而平
缓的流水，宽广的地方能通过，狭窄
的地方也能通过，体现出一种温文尔
雅，从容不迫，与世无争的姿态。”
傣族作为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
厚的民族，亦算得上 56 朵民族花中
的一朵奇葩。我以为，傣家儿女更应
有水的柔软，水的坚韧，水的包容，
水的宽广。

时至今日，傣族许多传统的习俗
依然留存下来，亦有不少珍贵的民族
文化只能到文字堆里和记忆中去找
寻。民族文化究竟什么应当舍弃，什
么应当延续？我认为，一个优秀的民
族，进步不仅仅体现在物质财富的增
长上，更应体现于精神文化的发展中。

水的坚韧
与柔软
□禾 素（傣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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