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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7_8F_E9_A3_8E_E6_c34_186002.htm 概述：1998年底我国独

龙族总人口为0.57万人，占云南省少数民族人口数量的比例

为0.043%,据2000年云南省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独龙族有5884

人。独龙族分布的地区位于缅甸北部和中国云南、西藏交界

的结合部。独龙族居住的独龙江乡(独龙江流入缅甸境内称恩

梅开江)为南北向横断山高山峡谷带，受群山环抱，沟堑纵横

。东界最高峰与怒江峡谷并连，西面最高峰为4934米的担当

力卡山与缅甸毗邻，北与海拔大于3200米的西藏高原相连并

与印度相近，是一个狭长形的极为偏僻和封闭的区域。独龙

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是该语族中保留早期面貌较多的一

种语言，使用人口少但很有学术价值。由于独龙江地区历来

鲜与外界交往，故语言发展缓慢，保留早期面貌较多。在同

语族的语言中，独龙语和景颇语、登语、珞巴语等几种语言

比较接近。历史独龙族自称“独龙”，他称有“俅人”、“

曲人”、“ 俅子”、“俅帕”、“洛”、“曲洛”等。新中

国成立后，根据本民族的意愿，将其自称独龙作为民族称谓

。由于独龙族先民生活在几乎与世隔绝的高山峡谷地带，北

连西藏高原，东接高黎贡山，西界担当力卡山与缅、印毗邻

，形成相对高差3800多米的纵深峡谷地貌。这种地理环境所

致很少为外人所知。因而在古代汉文文献中对独龙族记载甚

晚，在元、明以前其确切族称难以考定。但从其语言系属上

分析，独龙族与我国古代氐羌部落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古代

氐羌族群的一个组成部分。目前所知最早的文献记载是唐代



樊绰的《云南志》。从公元8世纪起，属南诏、大理云南地方

政权的管辖。元明以后属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统治。17世纪

以来陆续又受到维西厅、康普和察瓦龙藏族土司和喇嘛寺的

统治。辛亥革命以后，建立了菖蒲桶（贡山县）、上帕（福

贡）、知子罗（碧江）等三个“殖边公署”，后又改为设治

局，直到新中国成立。解放前，由于山川的阻隔和历代反动

统治的压迫剥削，独龙族人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很低，基本上

还处于父系家族公社制，内部分为50多个父系氏族。独龙族

的传统生活方式是以家族公社为中心的原始共产制，共同生

产，共同占有生产生活资料。家族长负责处理协调，族人共

耕，儿媳轮流煮饭，吃饭时由主妇按人头平均分配。他们主

要使用原始的木、竹制简单工具，从事刀耕火种的粗放农业

，采集和狩猎在家庭副业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独龙族人民

生活十分贫苦，没有商品交换，采用刻木结绳记事，直到新

中国成立后才彻底改变了这一落后面貌。独龙族人民勤劳好

客重友，常常一家有事，全村帮忙。猎获的野物，凡参与狩

猎者人人有份。他们重信义遵诺言，有着优良朴素的道德观

念，“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是独龙族的传统美德。 宗教

信仰独龙族人信仰自然崇拜的原始宗教，相信万物有灵。他

们认为人一生的祸福、天灾人祸均由“鬼”在支配，因此经

常祭鬼、驱鬼，以祁福免灾。生活习俗独龙族的房屋主要有

木垒房和竹蔑房两种。木垒房是木结构，四壁用圆木自下而

上垒积固定成墙，用茅草或木板作屋顶，在离地一米处用木

板或竹蔑铺成楼板，形成长方形的矮楼。上层住人，下层养

牲畜。门在房子两侧，四面无窗。竹蔑房是竹木结构，形状

与木垒房相同。只是在用料上用竹蔑代替了木板。不论在竹



蔑房还是木垒房，都置有两个以上的火塘。火塘一般设在房

内两边或设在房内四角。长者的火塘设在上方。 独龙族有早

晚一日两餐的习惯。早餐一般都是青稞炒面或烧烤洋芋；晚

餐则以玉米、稻米或小米做成的饭为主，也用各种野生植物

的块根磨成淀粉做成糕饼或粥食用。 独龙族民间，仍然保留

煮、烧、烤等古朴的烹调方法，其中最常见的是用一种特制

石板锅烙熟的石板粑粑。烙制石板粑粑时，多选用阿吞或董

棕树淀粉，用鸟蛋和成糊状，然后倒在烧热的石板锅上，随

烙随食，别具风味。独龙族的家庭大体可分两种；一种是家

长制家族，儿孙结婚后不分居，紧接着原来的住宅加盖一间

房子，下一代再依次加盖，排列成一行，大家住在一起，共

同劳动、共同生活，一切财产都是公有，只有男子的弓箭长

刀及妇女的首饰属于个人所有。辈分及年岁最长的男子是当

然的家长，家长的职责是安排生产、管理粮食，对外交涉联

系也由他出面，家长在家庭里很受尊重，但没有绝对的权力

，有事全家族男子共同商量办理。煮饭由妇女轮流担任，吃

饭不论大人小孩平均分配。 在北部独龙江沿岸的独龙族，大

多数是一夫一妻的个体家庭，儿子结婚以后，即单独建立小

家庭，但住宅仍与父母联在一起，同房居住，分锅吃饭，父

母留小儿子共同生活。分家时作为财产分配的，一般只有一

口锅及一些粮食，少数富有的人可分到一盘三脚架、一只小

猪等。土地不分，轮歇耕地仍保持公有，共同劳动所取得的

粮食，弟兄们平均分配。副业生产各户单独进行，如挖虫草

、贝母等药材，归个人所有。如分得的粮食不够吃，自己可

以单独开种一部分土地，通过“瓦刷”来进行生产，也可以

和其他人伙同开荒，以满足个体家庭的需要。也有一些是兄



弟分家以后，因村寨内可耕土地不多，即搬到其他地方，单

独建立村寨或加入其他地多人少的村寨，但仍与本家保持着

联系，遇到杀牛祭鬼或婚丧等事，都要请本家的人来参加或

送肉给他们。 服装特色一般男女上身用一幅独龙毯斜披并从

腋下拉向前胸，前后的布片任其自然垂落。下身穿麻布短裤

。左肩一角用草绳或竹针拴结，右肩右臂穿衬衣或完全袒露

。腰间佩带弩弓、箭包和砍刀。独龙男女均喜爱装饰品，尤

其是青年女子常常披挂五颜六色的串珠、胸链、耳环等。同

时妇女出门要身背精致的篾箩。既美观又实用，是为独龙女

子装饰自己的组成部分。独龙族男女均散发，前发齐眉，后

发在肩，左右发齐耳。男女都不戴帽，赤足。解放前，为了

表示成年，独龙女孩到了十二、三岁必须进行纹面。届时女

孩躺在一个舒适的地方，由纹面师用削尖的竹签，沾着锅烟

水在脸上画出纹样，然后用竹签扎刺。每刻一线将血水拭去

，再用锅烟灰或者一种深色的草汁反复揉擦刺纹，使它渗入

皮下。一周之后刺划的面孔红肿结痂，痂落愈合肉皮上便呈

现出黑色或青靛色的花纹。现在，独龙族妇女已不再纹面。

节日：独龙族一年只有一个节日，独龙语称“卡雀瓦”，意

为年节。节日的具体时间由各家或各个家族自己择定，一般

都在农历的冬腊月，欢度二天或四五天不等。独龙江地区因

气候差异各地粮食收获的时间迟早不等，这样，过节就受到

收获季节的不同而分先后。每个家族都可以自行选择吉日过

年。过年的第一天，妇女们把自己精心编制的彩色麻布挂于

竹竿，并把竹竿插在住房上方事先打扫干净的平地上，以表

示节日的来临。入夜，主人和被邀请来的亲朋好友围坐在火

塘边饮酒互赠祝词。第二天举行射猎大典，祭山神。“山神



”是用熟荞麦面捏成的一个尖顶圆柱体的象征物。同时还把

熟荞面捏成的各种动物模型放在“山神”的周围，再将所有

动物模型放置在一个簸箕内。太阳出来后就将这些祭品抬到

房后干净的坡地上，点燃松明、青松毛，再烧上少量的粮食

，由主祭人磕头祈祷唱调子。祭毕，年轻的猎手们就挽弓搭

箭，射动物模型。接着，围观的群众敲响锣、皮鼓，手拉手

结成一圈唱歌跳舞。晚间则大家挨家挨户喝酒、共庆佳节。

年节里最隆重的仪式是剽牛。这一天，全寨人齐集祭场，由

主持年节的家族长把牛拴在赛场中间的木桩上，然后由一个

被推选出来的年轻妇女在牛角上绕串珠连，牛背上盖麻布毯

子。主祭人烧松烟向天神磕头、念祷词后，便于挥锋利的竹

梭向牛腋猛刺。这时，场上的人群便自觉结成圆圈，敲响锣

，挥刀舞弓引吭高歌，翩翩起舞。青壮年男子还边跳边用竹

梭向牛猛刺，直到将牛刺倒在地。然后，割下牛头、剥下皮

，将牛肉砍成均匀的蛇，凡聚会的大人小孩每人一份，当场

烧食，边吃边喝水酒。当天歌舞欢庆，通宵达旦。禁忌：独

龙族的禁忌主要有产妇不得在室内分娩。认为其“不洁”之

气，会冲犯室内的弓弩等狩猎用具，致使狩猎无获；分娩时

，忌男人照料，否则认为不洁之气会导致男人一生不吉，甚

至双目失明；女子出嫁后，不得回娘家生孩子，否则，认为

会影响娘家子孙兴旺。一旦发生，女婿须送两瓶酒及若干兽

肉给岳丈家，作为补偿。死者咽气前，须将家中所留种子转

移他家或他处，否则种子不会发芽；出殡时，尸体不可从大

门抬出；鬼林中的树木严禁砍伐，否则寨中人会病死，粮食

歉收；主人出门打猎时，客人不得来访，否则客人灵魂会把

猎物夺走等；拣到别人打死的动物要分给大家吃才能免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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