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彝 学 泰 斗 刘 尧 汉

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学部委员、新中国第一个彝族教授、楚

雄彝族文化研究院终身名誉院长、中华彝族文化学派创建者、彝

学泰斗、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国际著

名民族学家和历史学家刘尧汉教授于 2012 年 11 月 10 日上午因

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享年 91 岁。

刘尧汉教授的去世，不仅是彝学界和中国民族学界的重大损

失，也是世界民族学界的重大损失！刘尧汉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定

于 2012 年 11 月 14 日下午 3点在北京八宝山（菊厅）举行。

刘尧汉，男，1922 年 7 月出生，彝族，云南楚雄人。无党派。

1947 年毕业于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

类学研究所研究员，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终身名誉院长。学术专

长为民族学与民族史。1990 年被国家民委授予“全国民族团结

进步先进个人”称号；1992 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刘尧汉在学术上的主要贡献在于：

一、对唐代“南诏”国为中国领土提供了有力证据。“南诏”

国的族属问题曾引起多国学者长期争论，刘尧汉通过深入调查，

获得南诏国后裔族谱等新证，从而论证“南诏”是彝族先人建立

的国家，平息了有些泰国学者认为“南诏”为泰国先民所建等无

据之说。

二、对中国文明的源头做了新的探索。传统观点认为中国



文明的源头是黄河流域。刘尧汉通过元谋人的发现等多学科的综

合探索，提出长江流域也是中国文明源头的观点。

三、弘扬了彝族文化。刘尧汉不仅自己一生深入滇、川、

黔等各省彝区进行大量的田野调查，著书立说，更于 1983 年在

中国社科院和云南楚雄州的支持下，创建了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

并兼任所长。他带领彝族青年学子，从调查自己的家庭、家族、

家乡入手：走出了一条实地调查与文物考证和彝汉文献相结合的

路子；开拓出一些综合性、边缘性的研究领域；形成了一批有乡

土气息、有影响的学术成果；培育出一支年富力强的彝族研究队

伍。展现了彝族文化的丰富内涵和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贡献，有助

于民族文化研究的深入发掘和拓展，也有助于认识中华文化多元

一体的源远流长。

四、挖掘并研究整理彝族十月太阳历法。这种以太阳历以观

测太阳运动规律定冬夏，以北斗斗柄指向定寒暑；太阳运动达最

南点为冬至，达最北点为夏至。每年十个月，每月恒定三十六天，

不分月大月小。由于每月日数整齐，便于记忆和使用，具有唯一

的科学性和实际运用的价值，是一部具有特殊民俗意义和重要科

学价值的纪年历法。

刘尧汉从云南楚雄的一个彝族娃子成长为新中国第一个彝族

教授，并入主当代中国学者最高殿堂——中国社科院，用“著作

等身，桃李天下”来形容刘尧汉，还不足以道出他的独特之处。



1922 年，刘尧汉出生于云南省楚雄州南华县，但命运多蹇，庶

出及“罗罗”的双重身份让他从小备受欺凌。就是在人生最初的

逆境里，刘尧汉先师从陈独秀的表弟濮清泉先生，后师从费孝通

先生，并得到一代史学泰斗范文澜、翦伯赞先生的悉心指点，经

过不懈努力，终于在史学界里得窥堂奥，纵横睥睨，并由此开创

了一个崭新的学派——中华彝族文化学派，为古老神秘的彝族文

化占得一席之地。刘尧汉 60 年潜心史海钩沉，其间数次大难不

死，其人生不可谓不传奇……

1922 年 7 月 7 日（旧历），刘尧汉出生在云南省南华

县马街乡沙坦郎彝族村一个地主家庭。六七岁时，刘尧汉在私塾

里苦读古书。1939 年，刘尧汉升入楚雄中学。当时正值抗日关

键时期，楚雄中学的师资力量很强，教师多从华北和沿海地区而

来，其中历史教师濮清泉（陈独秀的表弟），学识渊博，曾留学

日本和苏联，崇拜苏联的托洛茨基。刘尧汉从濮老师所讲的世界

历史中受到民主进步思想影响，与他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1942 年，刘尧汉考上了云南大学生物学系。1943 年又

考入由费孝通教授担任主任的社会学系，师从费老先生，潜心学

习社会学。

1945 年临近寒假时，费教授特意安排刘尧汉利用寒暑

假返回家乡，对本家族的历史作全面的调查了解。1947 年，刘

尧汉从云南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担任社会学系助教，实现了母

亲盼他“吃教书饭”的夙愿。他在担任助教期间，在民族学家杨



堃教授指导下，除在昆明东郊大麻苴村和西山区大、小墨雨等彝

村坚持长期社会调查外，多次利用寒暑假，重返家乡作进一步深

入调查。

到五十年代中期，刘尧汉根据对家乡彝村实地调查所获

得的资料，写出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一个实例——云南

哀牢山彝族沙村的社会经济结构在明清两代至解放前的发展过

程》这份手稿，寄请史学家范文澜审阅。他与范老从未识面，但

范老独具慧眼，为鼓励青年走出书斋，深入社会作实地调查，范

老热情洋溢地为他写了《介绍一篇待字闺中的稿件》一文，发表

在《光明日报》（1956 年 5月 24 日）“史学”专栏上，将此稿

称许为“山野妙龄女郎”。范老在介绍文章里说：“我们研究古

代社会发展的历史，总喜欢在画像上和《书经》、《诗经》等等

中国名门老太婆或者希腊、罗马等等外国的贵族老太婆打交道，

对眼前还活着的山野妙龄女郎就未免有些目不斜视，冷淡无情。

事实上和死了的老太婆打交道，很难得出新的结果，和妙龄女郎

打交道却可以从诸佛菩萨的种种清规戒律里解脱出来，前途大有

可为。刘尧汉先生的文稿我看就是许多妙龄女郎之一，我愿意替

他介绍一下，摘出‘历史轮廓’一项。借《史学》的地盘和吉士

们会面。”

1953 年，刘尧汉晋升为云南大学讲师。同年 3月中

旬，他接到中央民族学院西南民族研究所的调动通知。赴京报到

前，刘尧汉收到了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的翦伯赞教授的信



函，信中说“郭老（郭沫若）、范老和我对南诏王室的族属问题

一直很重视，希望你去南诏辖境调查，留意此事”。当时，泰国

在他们的教材中说南诏是泰国建立的，考虑到领土完整性，要去

证实南诏到底是哪一个民族建立的。同年 4月 10 日，刘尧汉肩

负前辈的重托，为调查南诏历史及其王室族别，前往滇西巍山（南

诏王故乡），走村串寨地作了大量实地调查，途经南涧、弥渡、

南华、景东、双柏、新平、镇源、元江、黑江、红河、元阳等十

多县。在南华县摩哈苴彝村调查时，刘尧汉借宿于一户鲁姓的彝

族家里。晚上在火塘边与该家老人闲谈时，老人边谈边不经意地

将其磨损的背架包拿出来整理，准备拆换重新裹扎，老人先拆去

包于外部的破棕片，露出数层即将毁坏的麻布，待再拆去麻布，

里面是一包字纸。刘尧汉好奇地将字纸拿过来一看，竟是一份用

江绵纸写就的《哀牢夷雄列传》手稿残本，系清代贡生夏正寅写

于清咸同年间（公元 1851-1874 年）。该手稿末尚附有哀牢山区

李文学起义时的副将军张兴癸、南都督杞彩顺、副参军杞绍三个

用汉字注音的父子连名宗谱。从这三份宗谱可看出他们三人都是

南诏统治者蒙氏家族的后裔，并均可上溯到南诏开国君主细奴

罗。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经过询问，原

来土改时分得地主浮财，老人分得一口木板箱，箱里杂物中有这

一卷字纸，不知上面写的是什么，因其柔软不舍丢弃，便用来做

背架垫包。刘尧汉当即用一个随身带的床单与老人换取了这份残

稿。这意外的收获使他惊喜不已。



1953 年 9 月的一天，刘尧汉从墨江县城前往该县坝

溜区联珠乡彝村作调查。这次调查历时半年多，徒步行程 600 公

里，在占有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刘尧汉写成了《南诏统治者蒙

氏家族属于彝族之新证》一文，发表于《历史研究》1954 年第 2

期（双月刊）上。这一重大成果，澄清了涉及我国领土完整的重

要史实，证明了南诏确系彝族先民创立，世属中国。这一重大研

究成果受到翦伯赞、范文澜等史学老前辈的赞誉，并写入大学历

史教科书中一直沿用至今。

1979 年秋，刘尧汉一人先行到四川凉山州盐源县（在

泸沽湖畔）进行社会调查，对这个地区彝语支摩梭人的母系制度

做了全面的了解。从 1953 年——1980 年，经过整整 27 年的史

海钩沉，刘尧汉由讲师破格晋升为研究员。他说，那是他一生最

难忘的时刻。

从上世纪 80 年代以后，刘尧汉应家乡——楚雄州人民

政府之邀，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智力支边工程，创立了新中国

第一个少数民族文化研究所——云南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同时

创办了《彝族文化》刊物，主编了《彝族文化研究丛书》。他的

代表作《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太阳历》和《中国文明源头新探》

可以看作是中华彝族文化学派的两块基石。

首先，对于彝族天文学的实地调查。他和另外两位学者

1980 年就已到四川省凉山彝区着手进行调查，但觉得资料尚不

扎实。1981 年他们再次开展更深入的调查。同年 4月 26 日，他



们赶赴雷波县卡哈罗区麦青地彝村，查实了当地行用彝族十月历

的遗俗。并将所获得的彝族传统的星座系统、星占法、十月太阳

历等资料，写出《彝族天文学史》一书。其后，他在云南小凉山

宁蒗彝族自治县调查补充完整，与另一学者卢央合作，出版了《文

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太阳历》一书。

另外，在实地考察中，刘尧汉发现了历史学中的一些疑

点。原云南大学方国喻教授的《彝族史稿》中说：彝族是从中国

西北的甘肃、青海一带来的（即彝族从西北甘肃、青海的古羌戎

或氏羌南迁与金沙江土著融合的遗裔）。然而，彝族是否就像方

先生所说的是从甘、青一带来的呢？刘尧汉认为这不是彝族来源

问题的最终结论，他大胆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他是这样认为的，楚雄彝州元谋县 1965 年发掘出距今

170 万年的猿人门齿化石，考古学家定名为“元谋猿人”(简名

“元谋人”)，它是迄今所知的除印度之外的亚洲原始的人类祖

先；彝族当是留居当地的“元谋人”遗裔之一。彝族原本就是金

沙江南北两侧的土著元谋人，元谋人的子孙出来不会四面八方全

都迁走，元谋人也有在当地的，也有当地元谋人的子孙（包括现

在的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彝族也都是从云南迁去的）。金沙江南北

两侧土著彝族先民一部分向北迁达今青海、甘肃，为远古羌戎。

其中一部分往西迁经新疆塔里木盆地跨越葱巅，融合于今阿富

汗、土耳其先民。留居甘肃、陕西渭河(古称姜水，即羌水)者，

与当地蓝田猿人遗裔融合，由之分衍为伏羲、炎帝、黄帝等等氏



族部落，散布全国各地，复与北狄、东夷诸部落融合。炎帝部落

往东迁达山东半岛，成为尔后受周所封的齐姜(羌)。炎、黄帝氏

族部落中某些部分往东北迁徒，经西伯利亚、白令海峡入美洲大

陆，成为当地的拓荒土著印第安诸氏族部落。

美洲的土著居民印第安人是不是从云南迁去的这个问

题，有一次，刘尧汉去看望导师费先生时，曾问过他能否可以写

这方面的东西，费先生说是可以写的，但他对刘尧汉的想法既没

肯定也没有否定。刘尧汉认为美洲的土著居民印第安人就是从中

国去的，是从中国的哪个地方去的呢？是从中国的云南去的，云

南也不小啊，是从云南的哪个地方去的呢？就是从云南楚雄州的

元谋县去的。对于一向严谨的中国史学界，刘尧汉的这个推断真

是石破天惊！

但刘尧汉自有他的道理。美洲文明中的印第安部落玛雅

人，以其十八月历著称于世。玛雅人的历法与彝历同样是一年十

八个月，一个月二十日，另加五天祭祀日，全年三百六十五日。

玛雅十八月历产生于距今五千年前，世界学术界多赞叹玛雅人在

当时竟能创造如此准确的历法；有少数学者竟认为玛雅人的智慧

高于地球人类，乃是“外星人”、是“地球上的外来户”，当地

人还有说十八月历是神定的历法。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在 1991

之前人们还不知道中国彝族还有用十八月历情况。直到 1991 年，

刘尧汉他们在楚雄州大姚县昙华乡丫古埂彝族村（60 多户彝族）

地方的彝族巫师李家才那里发现了彝族有十八月历。民国初期的



二、三十年代这个地方还在用着十八月历。

可以比较一下，楚雄州大姚县昙华乡丫古埂彝族村使用

的十八月历没有具体的文字记载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只说是世世

代代传承使用的。而墨西哥土著印第安氏族部落玛雅人所使用的

十八月历书上记载是距今 5000 年前产生的。那可以推断，产生

于 5000 多年前的玛雅人所使用的十八月历是从哪儿传过去的

呢？刘尧汉认为玛雅人所使用的十八月历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它

的根在哪里呢？它的根就在云南省楚雄洲大姚县昙华乡的丫古

埂彝族村！那里的十八月历很不准确，而十月历是准确的，但两

者可以联系在一起。刘尧汉认为彝族十八月历是彝族十月太阳历

的前身。因为人类的祖先使用这些历法是经过上百代的历史，一

代代地不断进行完善，最后才确定下来的。彝族和玛雅人的十八

月历，在今天已无实用价值。但彝族十八月历却有很重要的科学

史价值，因为有它的存在，就否定了墨西哥玛雅人十八月历在世

界历法史上的惟一性，从而消除了玛雅历的神秘性。

刘尧汉就是这样，对那些几成定论的史学问题一向坚持

“大胆质疑，小心求证”科学态度。在他的辛勤耕耘下，一支彝

族文化研究队伍日趋成熟，一批研究成果陆续问世，一个崭新的

学派——中华彝族文化学派在中国学术界异军突起。这个以“把

山野中采摘到的‘鲜果’与书斋中的‘干果’相结合，即用活史

料给死史料注射新鲜血液，使其获得新的生命力”为突出特点的

彝族文化学派不仅开创了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新壮举，而且是中国



历史学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的突出标志之一。

说到彝学的开创，不能不提到彝学的摇篮——楚雄州彝

族文化研究所。楚雄州彝族文化研究所成立于上世纪 80 年代，

从成立伊始就得到了楚雄州历任领导的支持和关心。在这里不能

不提到老州长普联和，是他倡议并聘请刘尧汉去创建楚雄彝族文

化研究所，从而开始大力培养彝族青年学者。刘尧汉回忆说，在

当时的条件下，普联和州长在人力、物力上尽量给予了最大的支

持。十多年后，在楚雄州现任州长夜礼斌的一贯支持下，研究所

出版了大量的彝族文化研究成果。由刘尧汉主编的《彝族文化研

究丛书》（作者按：至 2001 年这套丛书已经公开出版了 40 部），

还于 2001 年 7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重庆厅举行了隆重的首发式

暨研讨会，此举将彝学引入了一个更高的高度，从而兴起了彝学

的热潮。同时，楚雄州领导听取了刘尧汉关于建造一座彝族十月

太阳历文化公园，并将其建成世界历法公园的建议，建成了中国

彝族十月太阳历文化园，这是楚雄历任州领导重视保存、发扬彝

族传统文化的最好写照。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因为刘尧汉在开创彝学方面的独特建

树，1990 年，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将他选入《国际名人录》

第十一卷；1997 年 9 月 9 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东方

之子”栏目对刘尧汉的学术成就进行了专题报道；同年 10 月刘

尧汉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1999 年 11 月中央电视三台在《古老的村庄和今天的歌谣》专题



片中，报道了他对彝族十月太阳历的实地调查情况；2000 年 7

月，中央电视四台在《走进文明源头》专题中，报道了他对彝族

十月太阳历的研究成果；由他主编的《彝族文化研究丛书》正在

源源不断的出版……

冬去春来，几度花开花落，刘尧汉先生已是白发皓首，

步入了耄耋之年。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虽已 82 岁高龄，但

他为彝学事业锲而不舍的精神仍不减当年，并坚守严谨治学的初

衷，指导彝族中青年学者进行实地调查，在彝区山巅深谷中寻求

“山野妙龄女郎”。看来，刘尧汉先生与“山野妙龄女郎”是缘

定今生了。

荣誉：

1990 年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将刘尧汉选入《国

际名人录》第十一卷；

1997 年 9 月 9 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东

方之子”栏目对刘尧汉的学术成就进行了专题报道；同年 10 月

刘尧汉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1999 年 11 月中央电视三台在《古老的村庄和今天

的歌谣》专题片中，报道了他对彝族十月太阳历的实地调查情况；

2000 年 7 月，中央电视四台在《走进文明源头》

专题中，报道了他对彝族十月太阳历的研究成果；

2001 年 7 月，由刘尧汉主编的《彝族文化研究丛

书》（作者按：至 2001 年这套丛书已经公开出版了 40 部），2001



年 7月 10 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重庆厅举行了隆重的首发式暨研

讨会。

对刘尧汉先生不幸辞世，广大彝族毕摩感到无比悲痛。楚雄

市彝族毕摩协会向刘先生所在单位发去唁电，电文如下：

唁 电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惊悉著名民族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楚

雄州彝族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楚雄市彝族毕摩协会名誉会长刘

尧汉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2 年 11 月 10 日在北京逝世，我

们深感悲痛。

刘尧汉先生是中国彝族文化学派创始人之一，他长期扎根楚

雄彝州，支持、帮助并致力于彝族文化研究，是学科的领军人；

他一直重视、关心、支持彝州毕摩文化的挖掘、研究和发展，给

予楚雄市彝族毕摩协会极大关怀。

刘先生不幸辞世，是民族学、特别是彝学界的一大损失。楚

雄市彝族毕摩协会携彝区广大彝族毕摩致以深切哀悼！

愿刘尧汉先生安息。

刘尧汉先生千古！

云南省楚雄市彝族毕摩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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