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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 纪 ， 一 个 阳 光 明 媚 的 春
天，我的故乡迎来了一个历史性巨
变。随着“哗啦啦”的一声巨响，
村里最后一幢“鸡罩笼房”被推倒
拆除了。从此，这里的布朗族告别
了世世代代居住茅草房的时代。

历史上，布朗族村寨大多建在澜
沧江边的峡谷中山地带。这些地方山
高坡陡路难行，有人就戏称，“江边
山寨石头多，走在路上把头磕，猴子
过山淌眼泪，岩羊下地滚撇坡”。这
些地方，什么都不长，就会疯长建盖

“鸡罩笼房”用的麻栗树和山茅草。
布朗族村寨四周多为险峻的山

峰。古老的村寨还有寨墙，寨墙用带
刺的树丛或者石块围成，这可能是用
于防御外敌的需要吧。新中国成立
后，老家已经没有了这种寨墙，取而
代之的是密密匝匝的一排排剑麻。其
实用剑麻作为村寨的围墙也只是起到
防范牲畜的作用，哪有什么盗贼来光
顾这些不毛之地呢。在布朗族村寨
里，没有一道上锁的门，这除了说明
当地民风良好，没有盗贼之外，主要
还是因为穷，穷得家无分文，连盗贼
也看不起。按当地的说法就是丢进去
一个石头也打不着一个瓦罐。

在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为遮
风挡雨，御寒避暑，布朗人的先辈们
发明了“鸡罩笼房”。这种房子以椿
树、麻栗树做柱，架三道梁，椽子长
5 米左右，出水较陡，中柱高 3 米以
上，屋檐与地面的距离不超过 1 米。
两边山墙再接架屋檐，整个建筑成为
四面出水的“孔明帽子”式样，屋檐
以下的部分用竹片围起，敷上用稻草
搅拌的泥土做墙壁。一幢房子当天竖
柱，当天挂墙和盖顶，早上动工，下
午完工，太阳不落山就盖好了。这种
房屋近看像用斗笠罩着的鸡窝篓，远
看像地里长出的一朵朵鸡枞，所以人
们称之为 “鸡罩笼房。”房子像鸡笼
一样，其空间之狭小、造型之简陋可
想而知。

“鸡罩笼房”设计粗糙简单，一
般只有两室一厅。左右两室，一室给
老人居住，一室给年轻人居住。所谓
的正厅也是多功能的，正中有煮饭烤
火的火塘，一侧有置放着大铁锅用来
煮猪食的大灶，后侧还要摆放一张
床，用于来客住宿接待。

过去，老家江边村全部是这种
“鸡罩笼房”，尽管这房子有冬暖夏凉
的特点，但其弊病很多。这种房子，
屋面低矮、室内狭窄、光线黑暗，在
原始古朴中总摆脱不了沧桑凄凉的一
面，特别是遇到火灾的时候，整幢房
子便灰飞烟灭。

当我们姊妹几个都长大时，有
许多朋友来找我们玩。可就是因为
房屋狭小，没有单独的房间，我们
姊妹几个与朋友的交流都是在客厅
的火塘边上进行。那个时候正是哥
哥姐姐们谈恋爱的时候，因为住这
样的房子，让他们失去了许多浪漫
的时光。

1980 年，温暖的春风吹进了布
朗村寨，村子里的第一幢瓦房拔地而
起。在以后的十几年里，瓦房、砖房
和楼房雨后春笋般地在布朗村寨相继
建盖起来。改革开放后的 40 年来，
布朗村寨彻底改变了旧时的模样：先
是“三通四有一消除”，后是“整村
推进”“三村建设”“新家园建设”而
后是“通达工程”和“通畅工程”。
如今的布朗山寨成了澜沧江边的“小
香港”，进村铺起硬板路，农户盖起
小洋房，汽车摩托路上跑，高档电器
进农家。

被遗留到 21 世纪的那幢“鸡罩
笼房”是一位孤寡老人的房子，政府
动员了几次她都舍不得拆除。最后是
驻村工作人员反复去动员，说是要给
她撤除旧房盖新房，老人家才不得不
忍痛割爱了。

“鸡罩笼房”拆除的那天，老人
对着倒下的房屋挥起枯枝般的右手。
这一挥手，分明是向过去时光告别。

布朗族民间流传着许多优美动人的口头
文学作品，体裁多种多样，包括了民间故
事、神话、传说、歌谣、史诗、叙事诗、谚
语、谜语等。其中如开天辟地神话 《艾丝露
勐坤》，图腾和祖先神话《削木成人》《葫芦生
人》，文化起源神话《火与石》，民族迁徙史诗

《从勐茅来的人》《来自“洪勒南三黑”》，等等，
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布朗族历史情况；而流
行于西双版纳长篇叙事诗的《道高朗》，讲述
布朗小伙子与傣族姑娘恋爱悲剧的故事，哀
婉动人，极富民族特色。这些文学作品题材
广泛，优美动人，真实地表现了布朗族人民
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生活轨迹。

布朗族的音乐绚丽多彩、曲调优美。西
双版纳一带布朗族的布朗调分为索、森、
缀、宰等四个基本曲调。索调在西双版纳布
朗族民歌中是最主要且最具代表性的曲调，
旋律委婉抒情，节奏轻快活泼，以小三弦伴
奏，多用来歌唱爱情、新人新事等。森调婉

转悠扬，用四弦琴伴奏，多用于演唱风俗、
史诗、长篇故事传说，引经据典教育后代或
叙家常。缀调古朴典雅，随和自由，可高
亢，可低沉，一般在喜庆时唱，歌手贺新
房、贺新婚时多用这种调式，演唱过程中常
出现近乎于吟颂的歌词。宰调欢快活泼，是
一种对歌调，对唱范围极广，主要涉及爱
情、生产、教育后代等。歌唱时各种曲调固

定不变，歌的内容则可根据不同的场合，即
兴编唱，以表达不同的思想感情。

布朗族的乐器有打击乐器和管弦乐器两
种。打击乐器有鼓、铓锣、钹镲、鱼罄等，其中
鼓的种类较多，有大鼓、长鼓、象脚鼓、手鼓、木
鼓、蜂桶鼓等，多在宗教活动中使用。管弦乐
器有唢呐、羊角号、牛角琴、竹笛、洞箫、三弦、
四弦琴、葫芦笙、响篾（口弦）、叶笛等，主要在
婚礼、打歌场或喜庆节日中使用。

时至今日，布朗族聚居区和散居区的音
乐文化经过长期发展，已经形成了 4 种区域
类型：以西双版纳勐海县的巴达、西定、打
洛、关双和思茅地区澜沧县蛮景等布朗族聚
居区为代表的原存音乐文化风格区；以勐海
县布朗山为代表的傣化音乐文化风格区；以
临沧地区各县布朗族散居区为代表的傣化、
汉化音乐文化风格区；以保山施甸县和思茅
墨江县等地的布朗族为代表的汉化音乐文化
风格区。

布朗族有着丰富多姿的舞蹈艺术，歌与
舞常常形影相随，密不可分。民间舞蹈分为
歌舞、鼓舞、武术舞 3 种。西双版纳布朗山
一带的布朗人喜欢跳“刀舞”，舞姿矫健有
力，青年男女在一起喜欢跳“圆圈舞”；墨江
布朗族逢年过节或婚娶佳期，盛行“跳歌”；
施甸布朗族地区主要流行圆圈舞和二排舞。
在布朗族的传统歌舞中，以鼓舞最具特色，
而鼓舞又以双江布朗族的蜂桶鼓舞最为有
名。蜂桶鼓舞布朗语叫做“克广”（跳鼓），
因其形似蜜蜂桶而得名。动作大方、粗犷、
潇洒，舞步刚健有力，节奏明快热烈，场面
壮观动人，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震撼力。信
仰佛教的布朗族将蜂桶鼓舞纳入重大的佛教
活动中，舞姿和舞步保持不变，逐渐成为插
花节的专用舞蹈，并一直流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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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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布朗族总人口为119639人 （2010年），

主要分布在云南省西部及西南部沿边地区。西双

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的布朗山布朗族乡是我国

布朗族最大的聚居区，约占布朗族总人口的

65%。主要聚居区的布朗族长期以来和哈尼、拉

祜、佤族相邻，散居的布朗族与汉、傣、哈尼、

拉祜等族亲密相处，十分友好。上世纪中期以

来，布朗族人民团结奋斗，艰苦创业，社会面貌

发生了历史巨变，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项

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布朗族

布朗族有多种自称，居住在西双版纳
的布朗族自称“布朗”或“巴朗”，临沧市
和保山市的自称“乌”，墨江、双江、云
县、耿马等地自称“阿瓦”或“瓦”，思茅
的自称“本族”，澜沧县文东乡的自称“翁
拱”，镇康、景东的自称“乌”或“乌
人”。过去，其他民族对布朗族的称呼也各
不相同：双江傣族称之为“腊”，拉祜族称
之为“卡帕”“卡普”，西双版纳傣族称之
为“闷”，哈尼族称之为“阿博”或“阿
别”，当地汉族及彝族称之为“蒲满”或

“濮曼”等。新中国成立后，根据本民族的
意愿，统一称为“布朗族”。

史学界一般认为布朗族源自古老的
“百濮”族群。中国古籍中很早就有对百濮
的记载，《尚书·牧誓》 中提到参加周武王
伐纣的西南诸部落中就有濮人。史学界根
据 《华阳国志》 记载，认为“哀牢”与濮
人的关系密切，永昌 （治所在今保山南
部） 一带是古代“濮人”居住的地区；“濮
人”部族众多，分布很广，很早就活动在
澜沧江和怒江流域各地其中操孟高棉语的
一支可能就是现今布朗族的先民。濮人在
我国史籍中有过许多称呼，秦汉时称为“苞
满”“闽濮”，魏、晋、南北朝时称“闽濮”，隋、
唐、五代、宋朝时期称为“朴子蛮”，或“扑子”

“朴子”“扑”“蒲满”“蒲人”等，元、明、清时期
称为“蒲满”或“蒲人”等。

自西汉王朝在云南设置益州郡，下辖嶲
唐（保山）、不韦（保山以南）等县，濮人地区
就纳入了西汉王朝郡县的范围。西晋时，永
昌濮人的一部分向南迁移至镇康、凤庆、临
沧一带。唐宋时期，“扑人”受南诏、大理政
权统治，主要从事采集和狩猎的经济生活。
此后，逐步过渡到从事农业生产。元初，滇
西蒲人已使用铁锄，其首领每年以一定数量
的铁锄作为贡纳，上交元朝政府。明朝典籍
记载说：“蒲人……事耕锄，……知汉语，通
贸易”。明朝设置顺宁府（今凤庆一带）时，
即以蒲人中的贵族充任土知府。经过长期
的民族迁徙和部落、部族的分化融合，原
先居住在澜沧江和怒江中下游的濮人的一
部分，发展为今天的布朗族。

布朗语属于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布朗

语支，可分为布朗和阿瓦两大方言区。布
朗族没有自己民族的文字，除使用本民族
的语言外，一部分人会讲傣语、佤族语和
汉语，西双版纳布朗族人兼用傣语的较多。

中国的布朗族多居住在滇西南澜沧江
和怒江中下游两侧低纬度高海拔的半山
区。布朗族居住的地区一般分布在北纬
25°以南的北回归线附近，处于海拔 1500
米至 2000 米的山岳地带。这里地形复杂，
山高谷深，海拔高差悬殊较大。因受印度
洋暖湿气流和西南季风影响，气候随地势
高低呈垂直变化，温带、亚热带、热带等
多种气候类型具备，而在同一地区高山河
谷之间又形成独特的“立体气候”。冬天最
低气温约3-4℃，夏季最高可达30℃，年平
均气温在19-22℃之间，雨量充沛。西双版
纳西定和布朗山的年平均降雨量，分别达
1209.3 毫米和 1374 毫米，充分体现出布朗
族地区“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立
体气候特点。

布朗族地区独特的自然环境，为动植
物提供了良好的栖息、生长条件。在莽莽
原始森林里栖息着金钱豹、云豹、绿孔
雀、白鹇、原鸡、白腹锦鸡、红腹锦鸡、
蜂猴 （懒猴）、飞貊等诸多珍禽异兽。这里
生长着云南杉、云杉、松 （云南松、华山
松、思茅松）、柏、楠木、香樟树、桉树等
优质木材；盛产野三七、龙胆草、贝母、
麝香、鹿茸、何首乌、灵芝、三棵针、仙
鹤草、茯苓等珍贵药用植物；雷九菌、灵
芝菌等食用菌和胡椒、砂仁、草果等药材
香料植物也是布朗族地区的特产。

布朗族以种植旱稻 （陆稻）、水稻、玉
米、小麦为主，豆类、杂粮 （荞、土豆、
芋头等） 次之；经济作物有茶叶、棉花、
甘蔗、烟叶、麻类及各种蔬菜。自古以
来，茶叶就是布朗族先民栽培的著名物
产，布朗族所居之地多为云南今日盛产茶
叶之地，是云南大叶种茶叶的主产区。闻
名遐迩的普洱茶，早在清代就是云南珍贵
的贡品，为当时国内的珍贵饮料，到清代
晚期，普洱茶已为士庶人家普遍饮用。时
至今日，布朗族地区仍是“普洱茶”“勐库
茶”的主要原料产地之一。

布朗族的传统纺织技术十分高超，起源
甚早，在历史上享有盛誉。千年以前的汉文
史籍中就有濮人以木棉织布的记载。《广
志》 说：“木棉濮，土有木棉。”“黑僰濮，
出桐华布。”《华阳国志·南中志》 永昌郡条
说：“有梧桐木，其花柔如丝，民绩以为
布，幅广五尺，洁白不受污，俗名曰桐华
布。”西汉初年，这种用木棉纺织的布曾被
蜀商大量运往关中一带销售，属当时的上等
纺织品，备受世人的青睐，以至于规定了它
的交换价格，说明当时濮人的纺织手工业发
展水平已经很高。今天，在布朗族地区，仍
可以见到一些妇女沿袭祖传的纺织技术，精
心制作布料和手工艺品的情形。

布朗族的服装多是自制的土布做成，以
蓝、黑二色为主。其纺织原料是自种的棉
花、苎麻和葛线麻等。用棉花和苎麻可以纺
织成土布，用苎麻和葛线麻可缝麻袋或挂
包。布朗族的服饰文化别具一格。生活于群
山和森林之中的布朗族，以其独特的方式装
扮自己，注意突出个性。由于偏爱黑色，他
们的服色往往以黑色和青色为主。从各地布
朗族男子的着装来看，差别不大。男子上身
着黑色或青色无领或圆领长袖对襟短衫，下
身着黑色宽裆裤，裤腿短而肥大，头裹黑色
或白色布料包头。男子有佩带手镯的习惯。
青年男子头缠黑色或青色包头巾，老年男子
喜欢蓄长发，将发辫盘于头顶，用白色头巾
包头。而今，除了老年人穿大裆裤外，中青
年男子一般都改穿汉装。

布朗族妇女的服饰则更多地保留了传统
特色。西双版纳等地的布朗族妇女，上衣为
左右两衽的无领窄袖短衫，或黑或白或蓝，
紧腰宽摆，双襟在胸前交叉迭合，衣角两边
各有一条飘带，以布带代纽系于左侧。上衣
下摆、袖口等边沿饰以各色滚条和花边。上
衣里面还穿有一件对襟圆领无袖贴身小背
心，领口及胸襟处饰以各种彩色花边，胸襟
上钉有一排小纽扣，背心多由色彩艳丽的净
色布缝制而成。天热时，单独穿上这样的贴
身背心，布朗族女性的曲线美得到了充分展
示。下穿双层筒裙，外裙为黑色，膝部以上
织有红、黄、黑等彩色横条花纹。膝部以下
拼接黑色、蓝色或绿色布，用银腰带系裙。
内裙为白色，比外裙稍长，裙脚边镶饰有彩
布滚边和花边，可谓五色俱全。

布朗人以大米为主要食粮，以玉米、豆
类为辅。布朗族人饮食特点是以酸、辣、
香、凉、生为主，烹制方法主要有煮、炒、
蒸、炸、烧、烤、腌、生食等 8种，虽然烹
制技术简单，但仍有自己独特的风味。布朗
族不仅喜食酸鱼、酸菜、酸笋，而且喜欢饮
用一种独具民族特色与地区特色的饮料——
酸茶。酸茶制法是：先将新鲜茶叶煮熟放在
阴凉处，待茶叶变酸后置于竹筒中，塞紧，
再用竹笋叶将竹筒包好埋进土中，三四个月
后取出，即成酸茶。

制茶、饮茶也是布朗族的一大特点。布
朗族善于制茶，长期的种茶实践使他们积累
了丰富的制茶经验，布朗族妇女个个都是制
茶能手。每年四五月，她们将采回的嫩毛尖
放进锅里炒干，趁热装入带盖的竹筒，放在

火塘边烘烤，待竹筒的表皮烤成焦状时，喷
香可口的竹筒茶就制成了。生活在茶乡的布
朗族人品茶极为讲究，他们的烤茶更是别具
特色：将茶叶放入特别的茶罐中，放在火塘
边烘烤，扑鼻的香气冒出时注入滚烫的开
水，浓郁香醇的烤茶就制成了，这是布朗族
人待客的上品。

布朗族的传统住房为干栏式竹楼，为
竹木结构，既可通风防潮又能避开野兽的
侵扰，比较适合山区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特
点。布朗族人建盖房屋的时间多选择在二
至四月或十月进行，一家修建竹楼，几乎
全寨成年人都来相帮，二三日即可告成。
一般竹楼可住 20 年，每隔两年就要用茅草
翻盖屋顶。布朗族认为，住房主宰着全家
老小的平安，因而在建房的过程中，从合
土、破木、竖柱到最后迁入都要举行一系
列的祭祀活动。

布朗族的节日与农业生产和宗教活动有
着密切的关系。西双版纳、澜沧、双江等地区
的布朗族受傣族的影响，信仰小乘佛教，宗教
节日尤其繁多，如“考瓦沙”（关门节）、“奥瓦
沙”（开门节）、桑堪比迈（新年）、尝新节和以

“赕”为中心的各种节日活动。施甸布朗族与
汉、彝两个民族杂居，节庆多受汉、彝民族的
影响，节日绝大多数与汉族相同，只有少数节
庆还保留本民族固有的特点，主要节日有春
节、清明节、端午节、火把节、中秋节等。

在众多节日中，布朗族的年节“桑堪比
迈”最为隆重和盛大。“桑堪比迈”的时间
多在傣历六月中旬，公历的四月中旬。“桑
堪比迈”意即六月新年。西双版纳布朗族的
主要活动有浴佛、为家族长洗礼、泼水等，
故又称泼水节；临沧地区的布朗族年节的活
动主要是堆沙和插花，故年节又称“堆沙
节”或“插花节”。过年的时间一般为 3天：
第一天的活动主要是打扫居家住室、村寨，
清洗衣物被褥、炊具餐具，洗澡、梳妆打
扮；第二天杀猪宰牛，备办酒席，做糯米粑
粑和糯米黄花饭，准备过年所需的酒及其他
食品，与亲朋好友共度新年；第三天，西双
版纳布朗族称为“麦帕雅宛玛”，意为日子
之王来临之日，是新年伊始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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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族群众开采春茶 图片来源：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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