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节 概 况

傣族是一个历史悠久、勤劳勇

敢的民族。据 1990 年人口普查统

计，四川境内的傣族有 5678 人，其

中男 2241 人、女 3437 人。

四川 傣族的分布特点是大杂

居、小聚居。成都、重庆、攀枝花、遂

宁、内江、凉山、乐山、绵阳等地、市、

州都有傣族分布。傣族与汉族和其

他少数民族相互交错居住，属于四

川省散居少数民族之一。傣族分布

虽然很分散但又有相对的集中处，

主要集中分布在攀枝花和凉山两

地。攀枝花市有傣族 2303 人，主要

分布在仁和区的太平乡、永富乡，盐

边县的惠民乡、新坪乡、国胜乡，米

易县的红格乡、安宁乡 和撒莲、丙

谷、垭 口 等 乡 镇。凉 山州 有 傣 族

1935 人，主要集中在会理的新安、普

隆、通安、江普等地。其中新安、普

隆为主要聚居区，新安有 562 人，普

隆有 654 人。

四川境内的傣族来自云南。据

明《萨连安氏宗祠碑文》和清《土司

纪要》记载：洪武年间，建昌月鲁帖

木儿叛，云南景东土官刀佩、安伏成

等随明军前往征讨。事平之后，“改

兵为民，婚娶耕种”，在米易撒莲、盐

边马喇等地设置土千户、土百户。

今居住在会理新安、普隆、江普、渡

口五七灰窝等地的傣族，据他们自

己的传说，多数是近二三百年间从

云南景东等地逃荒来的，远者十一

二代，近者只有三五代人。

四川傣族，大部分居住在农村，

从事农业生产。农业人口有 3154

人，占傣族总人口的 80 % ；其余 20％

左右的人口居住在城镇，主要从事

工业、商业、教育、文化事业等行业，

从事科学研究、金属、保险、房地产

管理等行业的人口极少，可见傣族



在业人口的行业、职业构成都比较

单一。

四川傣族居住地区资源十分丰

富，攀枝花、会理一带有丰富的矿产

资源，而且产量大、品位高。主要有

铁、锰、铜、铅、锌、煤、各种花岗石、

水晶、金、铂等，黑色金属矿产、有色

金属矿产、贵重金属矿产等等，应有

尽有。其中煤矿资源特别丰富，主

要分布在境内傣族集中的仁和区和

盐边县红泥等地，已探明储量 61709

万吨，远景储量更为可观。水能资

源也很丰富，傣族临水而居，享金沙

江和雅砻江两江丰富水源之利。此

外，还有广阔的森林资源，珍奇的野

生植物资源和野生动物资源，以及

丰富多彩的旅游资源。

第二节 近现代傣族的政治与经济

一、政治制度

四川傣族居住的地区，在 50 年代

以前处于封建领主和封建地主经济阶

段，社会生产力低下，生产处于十分落

后和发展缓慢的状态。生产以农业为

主，但生产工具简陋，耕作粗放，广种

薄收，产量很低。傣族人民大都属于

各居住区封建领主的农奴和封建地主

的佃户。

(一)居住在盐边地区的傣族

这一地区的傣族属马喇长官司

(阿家、傣族)的属民。今盐边县的惠

民、永兴、江西、强胜及渔门的一、二、

三队以及四、五、六、七大队的冷水箸

河沟以西的生产队，都是原马喇长官

司的领地，其领地总面积为 270 平方

公里。马喇长官司为世袭土司，土司

是最大的封建领主，在其领地内，无论

田地、山林还是河流，一草一木都属土

司所有。傣族人民长期在土司的封建

领主经济下生活，50 年代前由土司把

山林、田地交付给他们耕种、使用，把

他们做为土司的农奴附属在土地上，

他们对土地、山林只有耕种权和使用

权，没有所有权。土司对他们的统治

主要体现在经济上直接由土司衙门收

取实物地租，政治上直接委派“伙头”，

下设“砻谷”(译音称气谷)，“砻谷”下

设“排首”，负责派兵役、劳役和调解属

民间的纠纷。傣族做为土司的属民，

共有三种类型。

第一类属于农奴性质的门户，约

125户。这部分人大都为当地土著傣

族的子孙后代，占傣族总人口的 70％

左右。这些门户及他们的子孙都是土

司的隶属民，永远为土司役用差使。

第二类为佃户，多数系后来迁入

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傣族为极少



数。这部分人向土司租田当佃，佃户

又分为滑租户和押银户两种。滑租

户，每年收成佃三主七；押银户，每年

收成佃四主六。

第三类为佃当户，这是马喇长官

司开始衰败，汉族大地主兴起时出现

的一种新形势，是由佃户中的押银户

转化而成的。

傣族人民除受土司上述几种奴役

和剥削外，还要受土司的其他剥削，

如：高利贷、刮斗粮、摊子费、葬银等。

(二)居住在会理新安、普隆、江

普、新发等地的傣族

此地区傣族属清普隆土司(沙家、

彝族、土百户)的属民。普隆土司的领

地在同治年间为“东四十里至贾山，南

二十五里至金沙江，西五十里至百花

树村，北三十里至石头村。”即今天的

普隆、新安两乡和江普乡的部分地区，

面积为 130 平方公里，管辖 104 户人

家。在清宣统二年(1910 年)改土归

流后，封建领主经济逐渐转化为封建

地主经济，但仍保留着相当浓厚的封

建领主经济的残余。从云南迁到这里

的傣族，大都是沙家的“佃户”和“差

使”，沙家在经济上通过实物地租和劳

役地租两种方式剥削傣族和其他各族

人民。在政治上，沙家实行“庄头制”

和“保甲制”对各族人民实行双重压

迫，凡沙家所属的村庄，每个村庄设一

个“庄头”，专门为沙家收租、派役、逼

债。同时，又在村庄内设国民党的“保

甲长”，监督和镇压人民。

(三)居住在米易、红格、攀枝花郊

区的傣族

红格的傣族属红 # 苴土司(刀姓、

傣族、土百户)的属民，米易的傣族属

撒莲土司(安姓、傣族、土千户)的属

民，清嘉庆十九年(1814 年)改土归流

后，进入封建地主经济统治时期。但

由于租率高、苛税多，傣族人民的生活

仍然十分艰难。

二、经济状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四川

傣族地区的经济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

济，生产以农业为主，主要农作物有水

稻、玉米、小麦；经济作物有元麻、豌

豆、葫豆、黄豆、南瓜、白菜等，有的人

被迫种植鸦片。畜牧业一般为家庭副

业，饲养少量的鸡、鸭、牛、羊。手工业

仅有少数泥木工，能修筑土墙、房屋，

搭架牛栏猪圈。生产工具有锄头、钉

耙、铲、犁、镰刀等铁制农具，使用牛

耕。男子负责犁田、耙田、打谷和为土

司服役，妇女负责栽秧、薅秧、点子、挖

地、除草、积肥、种麻、绩麻、织麻布，缝

制麻布衣服。男子在耕作和服役之

余，还负责砍柴、捕鱼等。由于统治者

不重视农业生产，因此，傣族从迁入四

川后，四五百年间，一直沿用旧的生产

技术，生产工具。而这种落后的生产

技术，简陋的生产工具，使社会生产水

平十分低下，水稻亩产不足 100 公斤，



其他作物产量也很低。尽管傣族人民

日出而作，仍然不能满足自身基本生

活的需要。每年耕种的收获，除交租

外，只能保证食用两三个月，其余日子

只能以野菜充饥。如遇天灾，粮食歉

收，生活更加凄惨。

第三节 当代傣族的政治经济生活

一、政治进步

1951 年，傣族人民积极投身到土

地改革之中，废除封建土地占有制，解

放农村生产力，傣族人民真正成了土

地的主人。随后，划乡建政，农村政权

掌握在劳苦大众手中，自己当家作主。

并且建立了农民协会、妇女联合会、农

民自卫队等组织，形成了较完整的农

村人民民主专政体系。在各个组织

中，都有傣族群众参加，一些思想觉悟

高的傣族积极分子被发展为中国共产

党党员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傣

族聚居的乡村都设有党支部、团支部。

土地改革胜利完成之后，一批农户为

了克服生产上的困难，在自愿的基础

上，联合起来组成互助组，互相换工，

调剂使用生产工具，使生产比较顺利

地进行，初步显示了组织起来的优越

性。1954 年开始扩大组织规模，实行

统一管理，但个人保留土地及重要生

产工具的所有权，建成初级农业合作

社。1956 年初级农业合作社打破了

土地私有界限，实行土地集体经营，生

产劳动统一安排，农业合作社从初级

社转入高级社，土地制度从私有转为

集体所有，形成了农村的集体经济。

在傣族和各族人民的支持、协助、参与

下，顺利完成了农村社会主义改造。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实行

生产责任制，人民生产的积极性大为

提高，加速了社会生产的发展。

为了保障政治上的平等权力，在

傣族聚居的凉山州会理县新安、普隆、

江普成立了傣族乡。按照民族区域自

治法的有关规定，加速了这些地区经

济和文化的发展。并且注重傣族干部

的培养工作，目前，四川全省傣族干部

共有 47 人，其中副处级以上的国家干

部，以及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的负责

人共 20 人。傣族干部的成长，为傣族

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和全省民族团结

进步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充分体现了

傣族人民在新中国政治上的平等地

位。

二、经济发展

四川傣族地区的经济在国家扶持

下有较快的发展。

农业生产是四川傣族地区的主要

产业结构，绝大多数傣族同胞以农业



为主。

农作物分大春作物和小春作物两

种，大春作物有水稻、玉米、荞子等。

水稻 水稻是傣族地区主要的大

春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宽、产量高，一

般亩产 600 公斤左右，收入可达 300～

400 元。50 年代中期引进胜利籼、齐

粘、贵阳粘、川大粳稻等高秆品种为当

家品种；60 年代中后期引进珍珠矮、

广场矮 6 号、罗马尼亚 311 号等；70 年

代推广台北 3 号、成都晚粳、北京粳稻

等粳型品种；目前广泛推广杂交水稻，

改变了品种结构，使粮食产量大大提

高，平均每亩比原来增产 250 公斤以

上。

玉米 主要分布在二半山区，一般

亩产 244 公斤。种植玉米，大都采取

间、套混种，目前大力推行杂交玉米和

地膜玉米，并进行立体开发。如，在 1

亩小麦地里搞玉米育苗定向移栽，套

种红薯。玉米、红薯双丰收，加上小麦

产量，比原来用杂交玉米双株密植法

增产 250 公斤，亩产达 750 公斤。

荞子(荞麦) 傣族地区有少量种

植，荞子的栽培技术比较简单，大部分

不施肥，管理粗放，产量低，亩产 100

公斤左右。

经济作物在四川傣族地区种类较

多，目前大面积栽种和经济效益较好

的有甘蔗、芭蕉、烤烟、柑桔、早熟蔬菜

等。

甘蔗 傣族集中的新安、普隆系甘

蔗主产区，该地区是凉山州会理县重

要的食糖基地，甘蔗产量高、质量好。

傣族地区在保证粮食生产的前提

下，大力发展经济作物，改变了农村生

产结构，提高了当地农民的经济收入，

而今傣族之中已经涌现出不少万元户

和粮食大王、水果大王等等。太平乡

红石岩村傣族农民杨纪能、易民明、杨

万福依靠科技，走上了致富之路。他

们实施开发性农业，在种粮的基础上，

大量种植柑桔、香蕉、芒果，还养蚕、喂

鱼、办粮食加工厂等，每年收入超过 2

万元。攀枝花市红格乡傣族种植专业

户刀宏，以种广柑、芒果、石榴、荔枝为

主，总面积达 100 亩，是当地远近闻名

的水果大王。

傣族地区的乡镇企业随着农村经

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而逐渐兴起，他们

依靠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背靠攀钢大企

业的优势，通过广泛的经济技术协作，

不断发展壮大。近年来，在商品经济

大潮的影响下，乡镇企业继续深化改

革。在傣族地区兴办乡镇企业，实行

群众自筹资金和国家扶持相结合的原

则，门类包括煤矿、农机、运输、铁矿、

制糖、酿造等。

在新安、普隆一带，乡镇企业以采

铁矿居多。1985 年新安乡兴办乡镇

企业 46 家，从业人员 81 人，从业年总

产值 151700 元。普隆乡兴办乡镇企

业 31 家，从业人员 71 人，企业年总产

值 108100 元。



在太平乡、惠民乡一带，乡镇企业

以煤矿为主。太平乡是攀枝花市 3 个

亿元乡之一，也是全省傣族分布最集

中的地区，全乡共有傣族 1100 多人，

主要分布在红石岩村和大坝村。太平

乡的乡镇企业本着“以工补农，以工建

农，以工促农”的原则，发挥当地煤炭

资源丰富的优势，利用国营大矿的边

角余料办起了 22 家煤矿；兴建两座焦

化厂，并办起了乡建筑队、耐火材料

厂、砖厂等，形成了一个以焦化厂为龙

头、以小煤矿为主体的乡镇企业体系。

第四节 文教与卫生

一、文化

四川傣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

创造了绚丽多彩的文化艺术。有古老

的民间传说，优美动听的歌谣，诙谐幽

默的笑话，妙趣横生的童话和内容丰

富的故事等。

传说 流传在傣族地区的民间传

说，大都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

色彩。有的传说反映了傣族的来源，

如《罕帅和布依的故事》，讲述了罕帅

和布依如何不畏艰险战胜困难，繁衍

后代的故事，以丰富的幻想力反映了

人与自然的关系及人们之间的社会依

存。有的传说反映了地名的由来，如

盐边傣族居住的德胜村，该村地名的

由来就有一则动人的传说。传说讲述

四川岩子下住着一个暴君，横行霸道，

无恶不作，每天吃人肉、喝人血，经常

到云南景东抢人吃，后被一个机智勇

敢的傣族人杀死。“德胜”就是纪念他

战胜暴君取得胜利的意思。

歌谣 傣族歌谣流传最广的是山

歌，山歌优美动听，内容十分丰富。有

的控诉旧社会的黑暗，人民生活的艰

辛。如“高高的四川岩子啊，弯弯的烂

泡田，请你给我说呀，傣家日子为何这

般苦? 黄连日子何时才能完?”“可恨

阿土司啊! 年年来要租，拉人又抢米

啊! 日子真难过”。

有的讴歌傣族青年之间的纯真爱

情，如：“晚荞开花满地白，妹妹生来好颜

色，大官老爷偏不爱，只爱傣家种田客。”

“好朵鲜花鲜又鲜，生在高山林中间，林

中开花林中谢，不羡富贵在人间”；“高山

高来高山高，没有好柴不开刀，姑娘多来

多又多，没有好人不结交”。

有的告诫人们不要虚度光阴，如

“年轻之时睡不醒，年老之时睡不着。

少年光阴到好混，就怕老来无着落。”

此外，还有深受傣族人民喜爱的

传说《宰相肚内能撑船》，故事《讨见

识》，笑话《两妯娌》、《断案》，民歌《蜂

糖泡饭也不甜》、《十二月吃食》、《说

席》等等。总之，傣族的民间文学品种



齐全，题材广泛，形式多样，思想内容

丰富，从一个侧面描绘了傣族人民的

生产、生活和斗争，为傣族人民世代传

诵，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国家对

傣族地区文化事业的发展非常重视，

傣族居住的乡村都建有广播站、文化

室，配备有专门的文化干部。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傣族农村形势也

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民物质生活得到

改善和提高，对文化精神生活产生了

新的愿望和要求，为文化事业的发展

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992 年，在太平

乡、新安乡、普隆乡、红格乡建了电视

差转台，使每个村都能收到电视。太

平乡组建了一个文艺宣传队，定期到

每个村巡回演出。新安乡办有傣族曲

目班，傣族家每遇红白喜事，曲目班就

上门演唱。喜事曲是大开门、小开门、

团圆调；丧事曲是落丧调、哭丧调、送

丧调。逢年过节，曲目班也在村中演

唱助兴。普隆乡、太平乡、惠民乡还有

乡电影放映队、录像室、图书室、台球

室等，丰富了傣族人民的文化生活，使

傣族地区文化事业健康发展，促进了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二、教育

50 年代以前，统治阶级对傣族人

民实行愚民政策，傣族人根本就没有

读书上学受教育的机会。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国后，傣族人民获得了新生，国

家努力发展民族教育事业，根据傣族

和其他少数民族居住分散的特点，要

求办学做到“小学不出队，中学不出社

(乡)”，将学校办到了傣族人民家门

口。现在，在傣族居住地区，村寨有小

学，区乡有中学。到 1990 年，全省傣

族在校学生人数，小学 575 人，初中

139 人，高中 21 人，中专 34 人，大学专

科 13 人，大学本科 23 人。近年来，教

育的重要性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

识，将教育提上了重要的位置。太平

乡是国家义务教育普及乡，乡政府将

教育的发展放在首位。1983～ 1993

年，乡教育投资 410 万，用于兴建教学

楼，购置教学设备，聘请教师等。全乡

有两所中学，1 所中心完小，13 所小

学。有中学生 300 多人，小学生 500

多人，教师 107 人。每年学生的入学

率达 96 % ，巩固率 90 % ，普及率 90 % ，

升学率 70 % 。乡政府在抓义务教育

的同时，也重视发展幼儿教育、成人教

育和技术教育。据 1990 年第四次人

口普查统计，四川傣族有大学本科生

43 人，大学专科生 38 人，中专生 78

人，高中生 126 人，初中生 854 人，小

学生 2288 人，从事教育事业的傣族工

作者 40 人。傣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发

展，人民文化素质的提高，改变了过去

那种傣族目不识丁、世世代代当文盲

的局面，为傣族人民进一步发展各项

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增加了后劲。



三、卫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傣族地

区的卫生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建立

了各级卫生组织，培养了一批傣族医

务工作者，完善了各种医疗设备，从根

本上保障了傣族人民的身体健康。从

50 年代开始，国家就组织医药队到傣

族地区开展地区流行病、传染病的防

治工作，给傣族人民免费注射预防霍

乱和伤寒的疫苗，发放防治痢疾的药

物，并在傣族地区成立卫生防疫站和

卫生所，培训保健人员，为傣族儿童种

牛痘等。在药物预防的同时，大力开

展环境卫生运动，带领群众灭老鼠、灭

蟑螂、填污水沟、修厕所和牲畜圈。医

务人员经常下乡巡回医疗，送医送药

上门，傣族群众对此十分满意。经过

努力，到 60 年代中期，许多地方流行

病被根除，一些疾病在很大程度上得

以控制，傣族地区过去那种缺医少药

的现象得到了解决。目前，太平乡有

中心医院 1 所，下设 3 个医疗点，共有

8名医生，12 张病床。卫生院有较好

的医疗设备，如 B 超、洗胃用具、计划

生育手术设备等。为适应农村经济的

发展和群众防病治病的需要，乡政府

广泛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以群众喜

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卫生宣传和卫生竞

赛，积极做好妇幼保健、儿童免疫、地

方病追捕、婚前检查等各项工作，推行

“儿童计划免疫保偿”和“母子系统保

偿制”，专门落实人员，解决经费，使太

平乡的卫生事业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由于卫生事业的发展，提高了傣

族人民的身体素质，保证了他们的健

康，使傣族婴儿成活率提高，人口死亡

率下降，平均寿命延长。到 1990 年，

傣族育龄妇女平均活产婴儿 1．67 人；

傣族平均寿命达 65～70 岁。

第五节 习俗及信仰

一、居住

四川傣族多居住在金沙江和雅砻

江岸边，习惯临水而居，少数居住在二

半山上。盐边、攀枝花近郊的傣族清

代时尚住竹楼、草顶，上住人下关畜，

竹楼外有晾台、栏杆。楼分为三间，中

间为堂屋，是起坐间、餐室，两侧为宿

居。后为适应自然条件，改为草屋，竹

席夹壁，有堂屋和住房、粮食堆放间，

厨房、厕所、畜圈在离正房处用木杆搭

成。目前，四川境内傣族的住房与当

地汉族相同，筑夯土墙房，称为“土掌

房”。这种建筑先以石砌墙基，然后就

地取土夯墙，墙顶放椽木，椽木上加草

末，再添土压实。屋顶覆盖比瓦盖厚，

隔热性能好，故室内冬暖夏凉。由于



屋顶是平面，所以可以晾晒农作物。

建筑一般都成院落，有正房和厢房，正

房一式三间，正中一间为堂屋，堂屋中

设有火塘，作取暖、烧茶用，两边为住

房，修有厕所和牲畜圈。室内陈设过

去较为简陋，目前随着生活水平的提

高有很大的变化，一般家中都有桌、

柜、床、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较富

裕的家庭添置了电视机、照相机。

二、饮食

四川傣族以水稻、玉米为主食，肉

食以牛、羊、猪为主，兼食黄鳝、泥鳅、

鱼等，忌食狗肉。蔬菜除白菜、青菜、

胡豆、茄子等各种蔬菜外，还食自制的

青苔酸菜。傣族人大都喜欢饮茶，饮

法颇为独特，称为“煮茶”。将青茶或

砖茶放入壶中煎煮，煮沸后倒入杯中，

熬的时间越长越好喝。老年人习惯喝

浓茶，年轻人习惯喝淡茶。另外，还喜

欢喝一种油茶，即将茶叶和米同时放

入罐中煎煮，再加入捣碎的火麻籽、核

桃仁以及牛、羊油和盐，加水煮沸后饮

用。这种茶清香可口，营养丰富。此

外，还饮甜茶，即用开水将茶叶泡开后

加糖饮用。傣族无论男女都喜欢饮

酒，平时所饮的酒多是白酒和米酒，逢

年节或婚丧嫁娶，就饮自制的“令甘

酒”和“甜酒”。“令甘酒”用玉米或高

粱酿制，将酿造好的酒装入一种特制

的陶罐内，罐上放置一个木头，然后用

棕叶密封，保存一年之后才饮用。“甜

酒”是用糯米做成的醪糟甜酒，有些人

可将醪糟当饭吃。

三、服饰

傣族初入四川时，男子以青布包

头，着偏襟无领白色短上衣，外套一件

青布褂，下穿黑色或白色长裤。妇女

盘发辫，红彩包头，饰以五彩线须，上

身着五色窄袖小袄，穿筒裙，赤足，布

料多为自制的火麻布。受汉文化影

响，民国时期，男子穿白布对襟长袍，

上罩黑布马褂，腰系绣花肚兜，包黑

帕。妇女上身着偏襟中袖短衫，前襟，

袖口绣花，图案有花草、鸟虫、动物等。

下穿无褶筒裙，衣裙均爱用黑色，头缠

绣花巾。未婚少女梳辫，身背绣花小

包，戴耳环，男女都喜戴镯，赤脚。50

年代以后，境内傣族大都着汉装，逢年

节或喜庆的日子，一部分人要穿着本

民族服装。

四、婚姻

四川傣族家庭形态为一夫一妻制

的父权小家庭。民国以前大都实行同

族内婚，认为“水牛合水牛，黄牛合黄

牛，水牛吃过的草，黄牛是不会闻的”。

民国末期逐渐开始与当地汉族通婚。

在本民族内只要不是一个老根生的，

同姓可以通婚，重姑舅表婚，但姨表不

婚，有“姥姥好，舅舅亲，姨娘是根烧火

棍”的说法。若劳力不足或子女不多

的喜欢招赘，叫“上门”，上门后男方要



改从女方姓氏，子女也要从母亲姓。

过去，傣族的婚姻有四种形式，即

议婚、偷婚、拉婚、抢婚。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立后，由于国家颁布《婚姻法》，

提倡婚姻自主，恋爱自由，傣族人民积

极响应党的号召，改革了许多旧的婚

俗，现在只保留议婚一种形式，并由六

礼告成。婚礼期间，人们尽情唱歌跳

舞，打闹玩笑。

五、丧葬

四川傣族实行土葬。明清时期，

盐边、红格、撒莲、攀枝花市郊的傣族

去世后，立即洗身剪发，用火麻白布裹

尸 3 层或 5 层。裹尸要曲肢，停尸时，

请东巴先生念经 3～5 日，主持“交魂”

仪式，意为将死者的灵魂送回故土。

“交魂”仪式完后，丧家请前来悼唁的

客人吃肉喝酒。然后在东巴先生指定

的“阴地”打土坑，将死者用篾席裹上，

用木架抬到墓地入坑，但不掩土，只用

树枝盖尸体。隔若干日后，待尸体腐

烂，捡骨装入一高约 70 厘米，饰有细

绳纹的特制陶罐中，选一吉祥的日子，

宰羊请客，将陶罐埋入原土坑，当天将

墓砌好，墓的形状为扇形，考古学家将

这种葬俗称为“瓮棺葬”。民国以后，

傣族逐渐改瓮棺葬为棺木土葬。人去

世后，即刻洗身、剃头、穿上寿衣，将尸

体放到停尸板上，然后置于堂屋右侧，

丧家便出门报丧，请人帮忙，多数在当

天便入山安葬。参加葬礼的人们，所

带祭品为香烛、草纸、大米等物。落葬

前，要请东巴先生或念经婆念经，做道

场，经文一般为讲述傣族历史或祖宗

情况，安慰死者，乞求死者保佑生者

等。念经时，丧家将一熟鸡供奉东巴

先生，东巴先生念完经后吃鸡，吃完

鸡，丧家起身，将棺木放入坑中，凡亲

人各取一炷香在手，开始铲土垒坟。

垒好坟后，又带一炷香回家插在堂屋

前阶下，安葬即告结束。

下葬一年后，丧家请东巴先生作

“古礼”，超度死者的亡灵。念完经后，

用糯米甜酒敬神待客，再到坟前烧三

匹草纸，仪式即告结束。在灵位设置

上，四川各地傣族略有差异。攀枝花

市郊的傣族不兴设灵位、灵台。会理

的傣族去世后设置灵位，但百日之后

便焚毁。盐边的傣族在棺木入坑时，

孝子先将灵位放在坑前，跪在地上，牵

起自己的衣服成兜，东巴先生抓米撒

入孝子衣兜里。清棺后，孝子先铲三

锄泥土掩棺，随后跑回家中，将灵位和

衣兜里的米供于香火之上。以后 21

天香火不断，并每天要敬酒、献茶、烧

纸、叩头。50 年代以后，东巴念经、端

公开路、看风水等习俗已逐步消失。

六、礼仪

傣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很注

重礼仪。他们尊敬老人，村里凡红白

喜事都要专门送菜给老人。晚辈从长

辈面前经过，要弯腰细步，以示对长者



的尊敬，若骑马时遇长辈则要下马问

安。不能当众顶撞长辈，要说话和气，

文明礼貌，主张孝顺父母。大多数傣

族家庭和睦，邻里友好，互相团结，遇

事大家商量，有冲突时能相互谅解。

傣族热情好客，凡过往客人都要受到

主人的盛情款待，有的家庭还备有专

门招待客人的被褥，比自己用的还新、

美。总之，傣族是一个纯朴、诚挚、温

和、文明、好客的民族。

七、禁忌

在傣族的日常生活中，有许多禁忌。

忌 忌讳外人骑马、赶牛、挑担和

蓬头垢面进村子。忌进主人内室，忌

坐门槛。忌讳在家里吹口哨，忌摸小

和尚的头，出门忌遇旋头风。

禁 禁坐在火塘上方及跨过火

塘。禁移动火塘上的三角架，烧柴必

须先从根部烧起，并且只能从三角架

两侧续柴。不用火时，只能用灰埋或

任其自灭，禁用脚踩灭。禁用衣服当

枕头，枕头不能坐。禁在菜园里大小

便。

八、年节

傣族入居四川后，与汉族和其他

少数民族杂居，已不过泼水节。但在

结婚和迎客等喜庆的日子里仍保留相

互泼水祝福的习俗，意为“驱走疾病灾

难，迎来吉祥如意”。盐边傣族在春天

祈雨时，要举行泼水仪式，此仪式在每

年清明前后举行。届时，每家准备一

盆清水，用稻草扎一条草龙置于院中，

然后用水泼它，边泼边牵一只穿鼻公

鸡围草龙转。泼完水后，将草龙放在

村里的神树前奠祭，然后烧掉，认为这

样天公就会降下及时雨，庄稼就会丰

收。

目前，四川境内傣族大都随同汉

族习俗过春节、中秋和端午等节日。

但节日内容与当地汉族有所区别。傣

族将春节称为大年。除夕日，要砍一

株幼松栽于院中，称摇钱树，堂屋内铺

绿松针叶，全家围坐其上，敬了“稻谷

神”后才吃团圆饭，然后吃糯米甜酒。

初一村寨人要相互拜年。过去，盐边

傣族大年初一全寨人要点天灯，由“伙

头”派人先砍一根高大的树杆立于全

寨最高处，顶端挂一块猪肝和一串红

灯笼。初一早晨，由“ # 谷”爬上杆顶

点燃红灯，灯亮后，各家才开始敬神。

初二上坟，为去世的人扫墓、挂纸。初

三参加山王会，拜“树神”，晚上吹起葫

芦笙跳舞。初四一过，年即过完。中

秋节除做月饼外，还要打糯米糍粑敬

月亮。

九、语言文字

傣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傣语

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有两

个主要方言区，即德宏方言和西双版

纳方言。四川傣族的语言属于德宏方

言区，盐边、攀枝花市会傣语者能收听



德宏州的傣语广播。目前，四川傣族

懂傣语的已不多，大多为上了年纪的

老人，年轻的傣族只懂一些常用语。

在四川傣族中，傣文流行不广，过去大

都在东巴先生中流行，许多东巴先生

都有傣文经书，但在“文革”中破四旧

时遗失了。目前四川傣族都通用汉语

汉文。

十、宗教信仰

四川傣族不像云南傣族，信仰小

乘佛教，凡有村落之处，便有佛寺，每

个家庭设有佛坛。而四川傣族多系自

然崇拜和原始鬼神崇拜。他们相信万

物有灵，认为山有山神，地有地神，水

有水神，雷有雷神等等。认为神主宰

一切，庄稼的丰收歉收，人的吉凶祸

福，都操纵在神的手中，因此，对神十

分敬畏。祈求神灵保佑，祖宗保佑。

在四川傣族居住的村庄，凡村中最大

的树，他们便将它尊为“树神”。如惠

民乡德胜村，全村供奉 3 株高大的云

南松为“树神”，他们将这 3 株树称为

“景东树”，认为它是神的化身，主管全

村的山洪水害、恶风暴雨和人畜灾病。

因此，专门提了 3 升谷的会田作为每

年农历正月初三和六月初六的两次山

王会基础用项。山王会即全村祭“树

神”的活动，祭时用一只羊、一只鸡、一

斤肉、一斤鱼、一坛酒。会田不敷，便

由全村出份子由东巴先生和念经婆念

经祝颂，祈求山王神保佑风调雨顺，人

畜平安，无病无灾。然后全村跪拜烧

纸之后，即在坡上野宴而返。除供奉

“树神”外，还要供奉兜兜菩萨、香火菩

萨、门神、河神等。

傣族的宗教师称为东巴先生和念

经婆。他们为人念经、择吉、占卜，全

系兼职，属义务性质，不收取报酬。念

经时跏趺而坐，手摇铜铃，口念经咒，

敬神的香和进献的肉食果品都摆在其

面前，念毕打卦，看两扇牛角卦象，以

示吉凶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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