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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龙倮贵（1963.9- ）， 曾用名阿倮，小名阿贵，笔名尼苏倮濮。男。彝族。

出生于云南省红河县边僻的彝族乡村世袭七代毕摩祭司家庭。1980 年 9 月参加

工作，1990 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曾任过小学教师、民族文化工作者，现为

红河学院三级教授，享受云南省人民政府特殊津贴，红河学院农村问题研究中心

主任、研究员，滇越合作研究基地学术委员，楚雄师范学院客座教授及云南彝族

历史与文化研究基地兼职研究员，毕节学院客座教授及彝学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红河学院学报》审稿专家、责任编辑，红河州彝学学会副会长。参与编写出版

《滇川黔桂＜彝文字典＞》、《红河民族文艺概览》和《红河民族文化简史》；

整理出版彝族历史文献《吾查们查》、《彝族毕摩经典译注·红河彝族阿哩》（上

中下三卷）、《彝族毕摩经典译注·尼苏史诗》，副主编出版《红河彝族辞典》

和《红河彝族文化史》，执笔编著出版《中国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经籍·毕摩经卷·南

部方言区》，出版专著《滇南彝族宗教习俗论》、《红河彝族文化调查》、《彝



族原始宗教艺术文化初探》，合著出版《彝族原始宗教初探》、《滇南彝族原始

宗教祭辞》、《滇南彝族尼苏颇殡葬祭辞》、《彝族原始宗教研究》、《彝族传

统哲学思想文化研究》、《哈尼族传统宗教文化研究》，其中《彝族原始宗教研

究》和《彝族原始宗教艺术文化初探》分别荣获第一、二届红河州人民政府哲学

社会科学优秀学术著作一等奖，并后者荣获第十五届云南省人民政府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学术著作三等奖。撰写发表《试析彝文文献中的彝族史学》、《红河彝族

古代史研究》、《试析彝族虎文化》、《试析彝族龙文化》、《试析彝族竹文化》、

《试析彝族葫芦文化》、《试析彝族阴阳观》、《试析哈尼族动物图腾崇拜》、

《试析鸡与鸡蛋在哈尼族原始宗教和习俗中的功用》、《试析哈尼族社会中的长

老意识》、《试析哈尼族创世神话中的进化论》、《试析红河哈尼族原生态舞蹈

艺术》等百把篇 150 多万字学术文章。

内容提要

彝族图腾文化，同其他民族一样，自从人类社会进入母系氏族社会以来，以狩

猎、采集为维生的彝族原始先民认为，世间的动物、植物、无生物、器物以及某

种自然现象，特别是虎、龙、竹、葫芦、鹰、马缨花、牛与自己氏族部落有血缘

关系的，就将它们尊奉为本氏族、本部落的图腾标志和徽号。这种图腾文化孕育

出来的也便成彝族原始传统文化的源头，随着彝族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和精神生

活的丰富的而不断发展和丰富，并随着彝族思维能力的不断提高而日益复杂丰富

彝族原始图腾文化中的虎、龙、竹、葫芦、鹰、马缨花、牛等。虎有黑虎、白虎、

红虎、石虎；龙有天龙、地龙、火龙、水龙、蟠龙、雨龙、蛇龙、蛟龙、恶龙、

善龙；竹有黑竹、绿竹、青竹、金竹、兰竹、小金竹、刺竹、苦竹；鹰有黄鹰、

黑鹰、鹫、雕；马缨花有白杜鹃、白马缨花、红马缨花；牛有野牛、黄牛、水牛、

红牛、白牛、花牛、公牛、母牛，等等，彝族原始先民认为某图腾物与本氏族、

本部落有着亲属关系或其他特殊关系，因而彝族历代先民把它们当作自己的祖

先，甚至始祖，或者把它们当作本氏族、本部落的惟一标志、名称、徽号，而且

彝族历代先民认为宇宙天地万物都是它们所造所生所变，即有虎宇宙观和虎生始

祖、龙宇宙观和龙生彝人，竹生彝人、葫芦传人种和葫芦救祖先、鹰救祖先和鹰

助人、牛宇宙观、蝴蝶造天地观等等学说。彝族的这些图腾文化辐射出来的各种

原始传统文化又反映在彝族创世史诗、民间文学、音乐舞蹈、宗教礼仪、生产生

活习俗中。

彝族图腾文化，不论是虎、龙，或者竹、葫芦，还是鹰和马缨花，或者其他图

腾文化，简单地归纳起来，它们发展的基本形式是：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

崇拜→偶像崇拜→灵物崇拜→禁忌文化。也就是说，彝族图腾信仰以自然崇拜为

母体和基点层层递进，孕育出来的种种信仰文化形式，虽有许多与旧的形式和思

想内容，即从朦胧到实物，从抽象到具体，由里及表，从群体到个体，但都是万

变不离其宗，总带有以往的各种原始图腾文化的基本形式和思想内容的遗迹和踪

影。这种遗迹和踪影有的相当极为隐蔽，如同一条长期被泥土沙石、落叶枯枝所

埋没的古道一样，埋没得越深越厚。只有逐渐清除那层千百年来沉积的覆没盖物

才能发现它的这种遗迹和踪影。我们对彝族图腾文化的基本形式和内容的探讨，

可以看出它们都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彝族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

物，它们反映了彝族原始先民的生产力水平和思维能力，体现了彝族历代先民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观、处世观、自然观、生态观、宗教观、道德观、

伦理观及文化价值取向和审美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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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导言

在伟大祖国的民族大家庭中，彝族是一个历史悠久、勤劳勇敢、人口众多、

分布较广、富有文化传统的民族。彝族主要分布在祖国西南云南、四川、贵州三

省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和重庆直辖市，居住呈大分散小聚居之状，四川省凉山彝族

自治州、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和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是彝族人口最为

聚居的地区，同时云南省石林、南涧、峨山、漾濞、宁蒗等彝族自治县，以及云

南省巍山、新平、寻甸、元江、墨江、江城、景东，四川省峨边、马边，贵州省

威宁，广西壮族自治区隆林等彝族和各族联合自治县里，彝族人口也比较聚居。

此外，大抵北自大渡河，南到云南国境线，东到乌江，西抵澜沧江都有彝族人口

以村落为单位的零星分布。在与中国接壤的东南亚、南亚国家内也有部分彝族居

住。也就是说，彝族主要居住在大小凉山、乌蒙山、哀牢山及金沙江、南盘江、

红河等两岸的崇山峻岭之中………

后记

……本书中的部分内容曾先后在《云南彝学研究》、《中国彝学》、《毕节

学院学报》、《民族学报》、《楚雄民族文化论坛》等发表，但有的观点首次向

学人、同仁们公开亮相，以期抛砖引玉。……此拙作虽已停笔了，但因自己学识

不深，水平极限，疏漏和错误在所难免，且不会少，敬请读者，特别是彝学界专

家、同仁多多赐教和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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