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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怒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少的民族，约2.7万人。主要分布在怒江州的泸水县、福贡县、贡
山县和兰坪县，迪庆的维西县也有少量分布。自称、他称有十余种，分怒苏、阿龙、阿怒、扰柔四个
支系。　　怒族有语言，无文字。怒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福贡与贡山两地的语言差异极大，故语
支归属尚未确定。从搜集到的新石器遗物表明，怒族是最早进入怒江两岸，并在那里居住的民族，怒
江因怒族而得名。这条源于唐古拉山的江流，在怒语中称为“怒米挂”（竞为黑水），故被称为“怒
江”。怒族中的“阿龙”、“阿怒”支系与独龙族有着密切的血缘亲族关系。由于他们长期与白族、
傈僳族、藏族杂居、通婚、交往、故能兼通多种民族语言。　　怒江峡谷，东面是海拔4000多米的碧
罗雪山，西边是海拔5000多米的高黎贡山，怒江河床低陷，高差达4000余米，江水所过之处山势峻险
、沟壑纵深，水流湍急，江面不能通航，过江的交通多为溜索和吊桥。贡山北部有一段江面，水势平
缓、清波荡漾，两岸的怒族以独木舟过江。气候呈立体垂直分布，江边为十热河谷，冬季霜期短；半
山为温和气候、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山巅为寒冷地带，约有半年冰雪封山。从高山植物到热区作物
应有尽有，还有极其丰富的药材和动植物。　　怒族村寨。70％分布在怒江两岸海拔1500～2000米左
右的山腰台地上，少数散居在江边一带和大山之巅。每个村寨就是一个村落公社，由两个以上的氏族
组成，多数按家族血缘关系形成，大者50多户，小者10余户，一股以20’30户的居多。另一类村落，
由怒族和傈僳族、藏族杂居于同一村寨。住房形式，最早以岩洞草棚、茅草房居多。随着生产力的发
展和民族文化的交流，陡峭的山巅和坡地出现了“干脚落地”的建筑形式，属干栏式建筑类型的一种
；贡山县丙中洛的“石片土墙房”，则是利用当地的风化岩和汲取藏族木楞房的特点而形成的一种形
式；木柱房，又称“竖房”，结构分上中下三层，屋檐下为走廊，是一种省工省料，适用方便的房屋
类型；石头房，是江边一带采用的房屋形式，取丰富的石块垒墙，上铺草顶，一般二至三间，人畜分
离。80年代以后，各类房屋的建材增添了许多新材料，规模也不断扩大，但主体形式仍保留着怒族房
屋的古朴风格。　　农业生产，是怒族的主要生产形式，采集和狩猎是获取生活资料的补充手段。种
植地分水田、梯地、牛犁地、手挖地、轮歇地、火山地。作物以一季大春为主，水田种植一季水稻后
便闲置。现在，耕作形式已有了新的发展变化，多数已改为一年两熟，粮食作物有玉米、水稻、养子
、小麦、薯类等，经济作物有油菜、油桐、核桃、漆树、茶叶、水果和药材。畜牧业是以后出现的新
产业，一般以猪为主，牛、羊次之，养蜂是一项重要的家庭副业，几乎家家养蜂，户户储蜜。　　婚
姻以一夫一妻制为主，多在同一家族内，偶有多妻现象，但无妻妾之别。在阿龙支系中有“讨男子”
习俗，与汉族的“入赘”不同，男子无须改姓，不受歧视，所生子女也不以家族命名，婚礼与娶妻相
同。　　怒族男子多穿蓝色条纹的麻布大褂，携长刀、弓弩和兽皮箭包。泸水、福贡一带的妇女喜穿
大襟麻布上衣和有花边的长裙，头上和胸前饰以珊瑚、料珠等。贡山妇女则更注重胸饰。　　宗教，
怒族信奉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同时也崇拜祖先。信奉的鬼灵有13种，凡遇灾祸疾病，认为是鬼魂摄
取了人的灵魂，必请巫师占卜驱鬼。同时，还有少数人信奉藏传佛教和基督教。　　历史上怒族盛行
火葬，不扫墓，火葬场遗址至今仍可辨认。后来改为土葬，并有了扫墓和修墓的习俗。　　怒族是一
个能歌善舞的民族，诗歌、曲调、传说等均靠口传代代相继，诗歌有猎人调、收玉米调、求婚调、哀
叹调等，乐器有琵琶、口弦、笛子等，舞蹈有鸟王舞、狩猎舞、洗衣舞、摇篮舞、婚礼舞等。怒江沿
岸的匹河乡同平村和果科村的崖壁上还保留有古老的岩画。

Page 2



《云南少数民族图库》

内容概要

语言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佤崩语支，有四种方言。佤族无本民族文字，人们用数豆数、刻木和结绳
记数、记事和通讯。以物传情，如村寨间发生纠纷或经调解后，即送甘火炭表示要烧对方寨子；送子
弹或火药表示要与对方打仗等等。 
　　佤族传统的宗教信仰是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他们认为各种灵魂和鬼神有大小之分。他们最崇拜
的和最大的鬼神，是木依吉和阿依娥。 
　　佤族男子善于雕刻。在佤族村寨，无论是屋脊上，还是祭祀用品，或是公用大房子的墙壁上，都
雕刻有人物或动物的图案。 
　　佤族妇女多留长发，饰以银质发箍，有些地区用藤蔑或麻线编织发箍。披肩的长发上常用马尾制
作的发网网住，发网上饰有银珠。女子着黑衣、红裙，上衣十分短小，盖胸露腹，无领，对襟，短袖
。裙子过膝，常以红色为底，间有黑白绿黄条纹。耳悬银质大耳环，银环一至三个不等，项带二、三
个银质项圈和若干彩色珠料，再佩上两三串鸟骨或贝壳制砀项链，五光十色，十分耀眼。裸露的腰腹
部缠绕若干竹圈藤圈，染成红或黑色，有的还雕饰有许多花纹。手臂戴两三个竹圈银圈，手腕佩银镯
二只，小腿缠竹藤圈数围。 
　　佤族热情好客，客至以水酒相敬。佤族男女普遍皆纹身，男子多在颈下、胸前、脊背和四肢绘刺
花鸟、牛虎图案，妇女则在颈下、胳臂和腿上绘刺各种形状的花草。 
　　佤族男女都欢饮酒、吸烟和嚼槟榔。佤族民间文学丰富而优美，沧源岩画十分有名，是佤族艺术
的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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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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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怒族现有人口2.7万人，云南有2.6万，包括4个支系：怒苏、阿龙、阿怒、和扰柔。主要分布在怒
江傈僳族自治州的福贡、贡山及兰坪县的兔峨乡。此外，迪庆州的继西县也有少量分布。由于长期与
傈僳族相处，怒族人普遍会说傈僳语。贡山、福贡两县的怒族，是当地最早的土著居民，自称“阿龙
”和“阿怒”，在古代就与独龙族有亲属关系。原碧江县的怒族自称“怒苏”，被认为是唐代“庐鹿
蛮”的生裔。这两部分来源不同的怒族先民，长期居住在怒江两岸海拔1500－2000米的山腰台地上，
互相交往通婚，逐渐形成为一个民族。怒族有自已的语言，怒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怒族人无自
已的文字，解放后使用汉语。怒族过去崇拜图腾，信万物有灵。部分怒族信仰喇嘛教或天主教，凡事
喜好请巫师占卜。　　怒族非常讲究礼貌，团结互相。在路上无论遇到熟人或生人，都会主动让路并
致问候。有客人来访，全家起立鞠躬相迎，临别要再三挽留后送到寨边的大路上。一家碰到因难则全
寨相帮。　　怒族善于演奏乐器，瑟琶和口弦较普及。青年男女谈恋爱，不是用语言来交谈，而是靠
“达变”和“拟力”两种怒族乐器来“弹”。这两种乐器音域广，表现力强，怒族青年自小就要学习
，如果大了还不会，就会被认为是笨，他有可能连对象也找不到。当怒族小伙向姑娘求爱时，首先拟
向她弹响怀中的“达变”，“叮咚”地向她倾诉心中的秘密。女青年听到求爱，会吹起“力”以作答
。双方可以提问、讨论，相互交换意见。从思想到生产、生活等各种问题都都可以“弹”，他们都能
够从对方的曲调和音色中理解其中的含义。据说有的青年从认识到结婚都不说过一句话，完全靠音乐
来沟通，从中可以反映出他们对音乐的独到之处。这种独特的恋爱方式，也许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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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只有怒族.独龙、白族两本，云桂黔的少数民族还是很淳朴的。
2、图片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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