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傈僳（lì sù）族人口数为702839人（2010年），主要聚居在云南省西北部怒江傈僳族自治
州的泸水、福贡、贡山、兰坪4县及迪庆藏族自治州的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其余分布在丽江、德
宏、楚雄、保山、大理、临沧、普洱等州（市）以及四川省的凉山彝族自治州和攀枝花市。

傈僳族居住地区峰峦重叠，百川汇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境内自西向东分布着担当力卡
山、高黎贡山、碧罗雪山、云岭，海拔均在4000米以上。独龙江、怒江、澜沧江分流其间，形成南
北走向的闻名于世的高山峡谷区。河谷和山巅相差达3000米，气温悬殊很大。这一带被称为
我国南北动植物交汇的“十字路口”，有极其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水能资源也十分丰富，自然
风光神奇迷人，民族风情绚丽多彩。

傈僳族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之一，是古
代氐羌民族与西南民族融合而成的新民
族。近年来，也有学者认为傈僳族族源指
向公元前 6800 年前的古栗陆氏，认为其先
民曾经建都栗城，即位于今河南省夏邑县
城关镇天龙湖北门的“栗城遗址”。在第五
代栗陆氏政权崩溃后，傈僳族先民踏上了
漫长的西迁之路。

现代傈僳族属于古代施蛮、顺蛮部落
的直系后裔。云南地方史料记载：“汉，铁
桥西北为施蛮所据。”说明傈僳族先民在汉
朝已向西迁徙至澜沧江中游地区。关于傈
僳族族称，在云南地方史料中的最早记载
是“唐贞元十一年 （公元 795 年），南诏异
牟寻夺蛮地，名北方賧，徙昆弥河傈僳实
其地”，记录了傈僳族先民在西进澜沧江流
域后，至唐朝时期又有一些部族东迁至今
滇、川、藏交界地区的历史。唐咸通年
间，樊绰著作 《蛮书》 中出现了“栗粟两
姓蛮……皆在邛部、台登城，东西散居”
的记载，说明东迁的傈僳族部落在 70 多年
后到达了川西雅砻江、大渡河、安宁河流
域。唐人樊绰的记载被学术界认为是傈僳
族族称在中华史书中的正式出现。除了在
云南西北活动的施蛮、顺蛮之外，唐宋时
期活跃在唐、吐蕃、南诏边界地区的“山
后两林”部落也是今云南省中部傈僳族的
直系祖先。

在明朝“三征麓川”（今云南德宏） 期
间，傈僳族随军西征戍边。至万历年间，
由于卷入漫长的民族战争，傈僳族荞氏部
落的一支队伍在首领“刮帕木毕”的率领
下，在今云南西北的维西县境内作战失
利，傈僳族部落战士被迫渡过澜沧江，翻
越碧罗雪山进入怒江流域，引发傈僳族历
史上第一次向西大迁徙。清嘉庆六年，横
断山区的傈僳族在民族英雄恒乍绷的领导
下，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封建武装斗争，战
斗持续两年后遭到残酷镇压，由此再度发
生澜沧江流域傈僳族第二次大规模向西部
怒江和缅甸北部迁徙的事件。嘉庆二十五
年 （公元1820年），云南永北府的傈僳族因

为土地纠纷，在唐贵的领导下再度爆发反
抗封建统治的武装起义。长期以来，崇尚
自由的傈僳族人民不畏强权、勇于牺牲，
反压迫、反专制斗争彼伏此起。

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陆续向西
迁徙的傈僳族沿怒江—萨尔温江、澜沧江
—湄公河形成了北至中国藏南、南至泰国
清迈的漫长散布。境外傈僳族人口大约在
50 至 58 万人之间，其中缅甸全境约 43 万
人，泰国约有 6 至 8 万人之间，也有傈僳
族旅居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和欧美
各地。迄今全球傈僳族人口在 120至 128万
人之间，境外傈僳族大部分认同来自中国
西部的历史，由于与华夏各族有着深厚的
历史文化渊源，境外傈僳族也被视为华
人。

全球傈僳族有共同的语言，认同同一
祖先“濮帕巴帕”。宗教信仰有传统宗教、
基督教、天主教、佛教。傈僳族创造了独
特丰富的历史文化，有本民族学者汪忍波
创制的文字“傈僳竹书”和西方传教士富
能仁创制的“老傈僳文”等 4 种文字。目
前，全球通用“老傈僳文”。1959 年以后，
中国傈僳族基本结束了迁徙，这个追逐日
月西去的民族停下了脚步，做了土地的主
人，辛勤耕作，获得了史无前例的跨越发
展。

（作者为云南省维西县民族宗教事务局
民族文化研究所所长）

傈僳族源于古老的氐羌族系，属于蒙
古人种南亚类型，与彝族有着渊源关系。

关于傈僳族的文献记载，最早见于唐
樊绰 《蛮书·名类》：“栗粟两姓蛮，雷蛮、
梦蛮皆在茫部 （按：茫应为邛） 台登城，
东西散居，皆乌蛮、白蛮之种族。”所谓

“栗粟两姓蛮”即今傈僳族先民。这段记载
比较准确地记述了傈僳族和纳西族先民在
1200多年前的地理分布状况，并把他们同
其他部落集团区分开来。

两宋时期，文献上很少有关傈僳族的
记载。原因是，北宋立国后默认大渡河以
西为大理国管辖之地，极少过问这一区域
的政事。14世纪以后，文献和地方志中出
现了关于傈僳族的记载。据明 《景泰云南
图经志书》卷四载：“有名栗粟者，亦罗罗
之别种也，居山林，无室屋，不事产业，
常带药箭弓弩，猎取禽兽，其妇人则掘草
木之根以给日食；岁输官者，唯皮张耳。”
这段记载表明，时人认为傈僳族属于“罗
罗别种”，即彝族的一支；傈僳族还没有进
入农业社会，以狩猎、采集生活为主，但
他们必须把兽皮缴纳给官府。

16世纪中叶，大部分傈僳族仍然过着
狩猎和采集生活，居住在金沙江两岸，受
丽江土知府木氏的统治。

元、明时期，傈僳族先民已完成了第
一次、第二次大规模迁徙，即从青藏高原
经四川盆地西缘南迁至云贵高原北部，主
要分布在川、滇两省的雅砻江、金沙江流
域，分别受元代丽江路军民总管府和明代
丽江土知府木氏、永宁纳西族阿土司、金
沙江东岸彝族奴隶主、维西纳西族土千总
的统治。16世纪，丽江木土司与西藏地方

统治集团为争夺中甸、津州 （今云南丽江
巨甸）、临西 （今云南维西）、阿敦子 （今
云南德钦） 和宁蒗一带的统治权，爆发了
长期的战争。傈僳族人民不堪兵丁苦役的
重负，在荞氏族首领木必扒的率领下，渡
过澜沧江，越过碧罗雪山，开始进入怒江
地区。19 世纪，恒乍绷、唐贵、丁洪贵、
谷老四等领导的几次起义先后失败后，大
批傈僳族整个氏族、整个村寨地向西迁入
怒江地区，有的继续向西越过高黎贡山，进
入缅甸境内；有的向南沿澜沧江、怒江经镇
康、耿马进入沧源、孟连等地；有的则沿金沙
江南下，进入禄劝、大姚等地。迁徙中，傈僳
族的居住地区不断扩大，并分散为许多小
块，和其他民族交错杂居。

19 世纪 20 年代，清朝在靠近内地傈僳
族分布的丽江、永胜、华坪等地，实行“改土
归流”。一些世袭的纳西族和白族土司为流
官所取代，促使这些地区的封建领主经济向

地主经济转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批
汉、白、纳西等族人进入怒江地区，带去了大
量铁质农具和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

1907 年至 1908 年，阿墩子 （今德钦）
弹压委员夏瑚奉命两次巡查怒江地区，抚
慰各族人民，查免了察瓦龙、康普、叶枝
土司的苛派，深受各族人民的拥戴。同
时，他还委派数十名伙头管理各个村寨，
这是怒江地区设立公职人员建立统一的行
政管理机构的开端。

1912年，云南军都督府组织殖边队进驻
怒江地区，抵御了英国殖民势力的入侵。并
实行“开笼放雀”，用武力强制释放奴隶，使
怒江傈僳族的家长奴隶制基本上被摧毁。

1948 年，中国共产党派遣部分党员到
滇西北工作，得到了碧江、福贡傈僳族上
层裴阿欠、霜耐冬等人支持。1950年初以
后，人民解放军先后进驻兰坪、碧江、福
贡、贡山、泸水，怒江地区获得解放。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傈僳族人民创
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

礼俗节庆文化富有特色。傈僳族群众
称一年一度的年节为“阔时”。过去没有固
定日期，一般在夏历十二月初五至次年正
月初十这段时期内，即樱桃花开季节。现
在阔时节已定为傈僳族共同欢度的一个民
族节日，时间为每年公历12月20日。年节
期间，习惯上都要舂籼米粑和糯玉米粑，
并酿制香醇的水酒。年节的第一天，各地
的男女青年都要盛装打扮，聚集到所属村
寨的公共场所——打场，举行射弩、跳
舞、对歌等活动，这是青年男女互相倾诉
爱情，定亲结友的大好时机。

刀杆节也是部分傈僳族人们的隆重节
日。时间是农历二月初八。刀杆节有数百
年历史。相传是为了纪念明代率领傈僳族
民众抵御外族入侵云南边疆却不幸被奸臣
所害的兵部尚书王骥。傈僳族善于射弩
箭，具有惊、险、奇、绝的特点，曾在全
国、全省性民族体育竞赛中获得过第一
名。1991年，傈僳族女射手余丽珍曾应邀
前往日本介绍这一传统体育项目。

春节期间，怒江峡谷的傈僳族人民还有
“春浴”的风尚。凡沿江两岸有温泉的地方，
都是人们欢聚沐浴的场所。前往“春浴”的
人们，都要带着年食、行李在离温泉不远的
地方搭起竹棚，或找岩洞歇息。一般都要在
温泉住上三五天，有的每天洗浴五六次之
多，认为这样才能消除疾病，增强免疫力。

收获节也是傈僳族的一个重要节日。
每年农历九至十月，当新谷、玉米开始收
获时，家家户户煮酒尝新。男女老少聚集

在村寨广场，高烧篝火，老人弹琵琶、月
琴，边唱边跳，讲述远古的历史；青年男
女则围成圆圈跳集体舞，边跳边饮水酒，
歌舞达旦，尽欢而散。

傈僳族的男女衣着都富有民族和地区
特色。傈僳族妇女的服饰非常美观大方。
服装的样式有两种：一种上着短衫，下穿
裙子，裙长及脚踝，裙折很多；另一种上
着短衫，下着裤子，裤子外面前后系小围
裙。妇女的短衫长及腰间，对襟，满圆平
领，无钮扣，平素衣襟敞开，天冷则用手
掩，或用项珠或贝、蚌等饰品压住。有的
以黑布镶边，衣为白色，黑白相配极为美
观。新中国成立以前，各地傈僳族男子服
饰都是麻布长衫或短衫，裤长及膝，有的
以青布包头，有的蓄发辫缠于脑后。所有
成年男子都喜欢左腰佩砍刀，右腰挂箭
包，箭包多以熊皮、猴皮制成。

傈僳族的自然历法，很富有民族和地
区特色。他们借助于山花开放、山鸟啼

鸣、大雪纷飞等自然现象的变化，作为判
断生产节令的物候。傈僳族人民把一年分
为干湿两季，干季一般从头年公历 11 月雨
季结束到次年2月雨季来临，湿季则从公历
3 月到 10 月，正是气温升高、雨多湿度大的
时期；把一年划分为：花开月（3月）、鸟叫月

（4月）、烧火山月（5月）、饥饿月（6月）、采集
月（7、8 月）、收获月（9、10 月）、煮酒月（11
月）、狩猎月（12 月）、过年月（1 月）、盖房月

（2月）等10个节令。
傈僳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民歌

是傈僳族人民喜爱的艺术活动。用傈僳族
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盐不吃不行，歌
不唱不行”。民歌几乎成了傈僳族人民的

“第二语言”，无论在各种生产活动中，或
是婚丧嫁娶时，傈僳族都要唱歌，甚至告
状打官司或调解纠纷，也常采用唱调子的
方式解决。在唱短音符时常大量运用颤
音，唱长音时则唱得平直朴素，音色浑厚
低沉，使人感觉具有一种深厚的内在力
量。傈僳族较流行的乐器主要有琵琶、口
弦等。琵琶的形状与汉族琵琶大致相同，
口弦音量虽小，但很动听。傈僳族舞蹈表
现形式丰富多彩，如有模仿动物动作和习惯
的猴子划拳舞、鸽子喝水舞、鸟王舞等；表现
日常生活的婚礼舞、洗衣舞、脚跟舞等。傈
僳族的舞蹈动作矫健有力、活泼多变，多采
用节奏性较强的 2 拍或 2 拍、3 拍混合的节
奏，显得热情奔放，泼辣、粗犷。

傈僳族还创造了许多具有本民族鲜明
特色的、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作品，主要
是口头文学，以歌唱和讲述的方式口耳传
承下来。有关神话和历史传说的作品，如

《创业纪》《我们的祖先》《横断山脉的传
说》《开天辟地的故事》等。傈僳族的叙事
长诗，题材和内容十分丰富，通常有完整
的故事情节和鲜明的人物性格，如“粗兹
木刮”（《重逢调》）就长达1500余行。

新中国成立后，傈僳族人民过上了新生
活。1954 年 8 月，怒江傈僳族自治区建立，
1957年1月改为自治州。人民政府为充分保障
傈僳族人民的政治生活权利，还在丽江、大
理、迪庆等部分地方设置了傈僳族乡。

1980 年，国务院决定设立“支援经济不发
达地区发展资金”（简称发展资金），主要用于
老革命根据地、边远山区、少数民族自治地方
和经济基础比较差的地区加快经济发展。当
年云南省发展资金用于包括怒江州在内的部
分地区，全部免除怒江州的公余粮和农业税。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加大了傈僳族地区的
投入，使广大傈僳族地区经济社会呈现出欣欣
向荣的发展势头，傈僳族地区社会面貌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农业生产稳步发展，农业基
础地位进一步加强，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和以
科技为主的现代农业有了较快发展，农业生产
条件得到了较大改善。工业从无到有。新中
国成立后，怒江地区开始建立起初步的加工工
业，如制盐、建材、制药、造纸等。改革开放以
来，工业得到进一步发展，现已建立起冶金、森
工、建材、电力、制盐、副食品加工、印刷、桐油
加工、地方民族工艺品加工业等生产门类。

傈僳族地区的交通、电信事业发展迅
速。怒江地区山高水险，深谷纵横，自古交
通闭塞。过去没有公路，连驿道也很少。人
背马驮，成为当地唯一的交通运输方式。新

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帮助边疆地区修通了
怒江同内地联系的主要交通干线瓦碧 （瓦窑
到原碧江） 公路。同时新建和加宽了 6000多
千米长的驿道，架设了 18座坚固的钢索吊桥
和 20多座河桥。交通部长期在怒江地区实施
交通扶贫工程，实行“对口扶贫，单位包
干，不脱贫不脱钩”的方针。

民族教育突飞猛进。新中国成立前，怒
江地区沿边 4 县仅有小学 5 所，在校生不到
200人，中学生只有 2名。刻木结绳记事，在
傈僳族人民的生活中曾很普遍。新中国成立
以来，国家先后拨出大量专款，从内地派去
大批优秀教师，帮助傈僳族发展教育事业。
如今，怒江州已经基本形成普通教育、职业
教育、成人教育共同发展的提高人口素质的
教育体系。傈僳族现在不仅有了自己的大学
生，还有了自己的硕士、博士。

民族干部队伍不断成长壮大。长期以来，
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傈僳族干部和专业技术人
员的选拔、教育和培养，采取多层次、多形式、
多渠道的培养途径，先后选送一批批傈僳族青
年到北京、昆明等地进行政治、文化以及各种
岗位技能的培训、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又按照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
业化”方针和“德才兼备”的要求，通过在岗学
习、学历教育、长期培训、挂职锻炼以及跟班学
习等方式提高了傈僳族干部的科学文化素质
和实际工作能力，大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思
想解放、开拓进取的傈僳族干部和知识分子走
上了各级领导和专业技术岗位。

（摘自《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中国少数
民族》卷，苗春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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