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纳 西 族 的 渊 源
、

迁 徙 和 分 布

方 国瑜 和 志武

近 代 纳西 族 居 住 在祖 国 西 南 金 沙 江上 游 地 带
,

略 以 长 江 第一 湾 流至 东经 一百度 四 分 处
,

自北 而南
,

分作 东西 两 个 区 域
。

这 两 个 区 域 的 纳 西族 约 三 十万
,

称 谓 复杂
,

一 般 说 来
,

东 部

称 为 “ 么 些 ” ,

西 部称 为 “ 纳 西
”

见 于 史 籍 记 录
,

则 通 称 “ 么 些
” ,

现 已确 定 “ 纳 西 ” 为 共

同 的 族 名
。

从 本族 自称 来说
,

西部 自称 叫 娜一,

东部 自称 叫 或 。 “ “
。

按 妞“ 和 “ 之

意为 “ 人 ” 或 “族 ” ,

而以 创 为 专 名
,

的 取 意 为 “ 大 ” ,

名从 其主
,

称 为 叫娜

“ 纳 西 ” 是正确 的
。

至 于 么 些 为 他称
,

见 于 记 录 无 定字
,

同音 异写
,

且含 有 侮 蔑
,

应 当 废

除
。

兹 述历 史
,

征 引 见 于 记 录 的 名称
,

仍 旧 其文
,

并不 是认 为 这样 的称 谓 是正 确 的
。

纳 西 族 渊 源 于远 古 时 期居 住 在我 国 西 北 河徨地 带的 羌 人
,

向 南 迁徙 至 眠 江 上 游
,

又 西 南

至 雅 碧 江 流域
,

又 西 迁至 金 沙江 上 游东 西 地 带
。

在 漫 长 时期
,

劳动 人 民 不断 创 造 经 济 和 文

化
,

经 过历 史 发 展各 个 阶 段
,

成 为 缔造祖 国 统 一 的 多 民族 国 家 的 成 员之 一
。

其 渊 源
、

迁 徙 和

分布
,

见 于 记 录 可考者 略 说 之
。

一
、

古 羌 人 支 系

《说文 解字 》 羊 部 “ 羌
,

西 戎 牧 羊 人 也
,

从羊
、

从人
” 。

《礼记 》 王 制 篇
“

西 方 日

戎
,

被发 衣 皮
,

有 不 粒 食者 矣
。 ” 按 古 时居 住在 西北 草地 的 羌 人

,

以 游 牧为 主
,

部 落 分

居
,

有 “ 五 戎 ” 、 “ 七 戎 ” 之 称
, 《尔 雅 》 释地 先 后 向 东

、

西
、

南三面 迁徙
,

渐迁 而 远
,

分在各地 创 造 了历史
。

其 向 东迁 徙 者
,

如 “ 夏 ” 部 族 内有 羌 人
, 《史 记 》 六 国 表 载

“

禹兴于

西 羌 ” , 《集解 》 引 《帝王 世 纪 》 “ 禹生 于 西 羌
,

西 夷 人 也 ” 。

又 “ 商” 部族 邻 近有 羌 人
,

《诗 》 商 颂 殷武 篇载 “ 自彼 氏 羌
,

莫敢 不来 享
,

莫敢不 来 王 ” 。

甲 骨刻 辞 有 羌 方部 落 北

羌
、

马 羌
,

又 有伐 羌
、

往 羌
、

获 羌
、

来羌
、

用 羌 之 事
,

为商之 一部
。

又 “ 周 ” 部族亦 有 羌

人
, 《诗 》 大雅 生 民 篇 载 “ 厥 初 生 民

,

时 维 姜 姬
” 《后汉 书》 西 羌 传 “ 西 羌

,

姜 姓 之

别 也
” 。

按
“

之
”

字应 作 “ 其
” ,

姜 为 羌 之 别姓
,

有称 “ 姜 戎 ” 《左 》 襄 十 四 年
,

其 齐
、

许
、

申
、

吕 诸 国 皆姜 姓
。

大抵 夏 商 周三 代
,

羌 人 东 迁
,

散居于 黄河 中游地 带
,

名 号甚多
,

渐

与 当地 居民 融 合
,

后为 形成 “ 汉 族 ” 之 成 员
。

其 向 西 迁 徙 者
,

《后汉 书 》 西 羌 传载 “附 落

南 出 赐 支 《禹 贡 》 析 支 河 曲 西数 千 里
,

与 众 羌 绝 远 ” ,

又 载 “ 发 羌
、

唐 旎等 绝 远
,

未 尝

往 来 ” 。

《新唐书 》 吐 蕃传 载 “ 吐 蕃本 西 羌 属
,

有 发 羌
、

唐 旎 等
,

居 析支 水西
” 。

诸 羌 分

居
,

名 号甚 多
,

传 说 古 史 有 戎
、

羌
、

堆
、

博 诸部
,

后 以 博 为 中心 发
、

伯 特 融 合 形 成 “藏

“ 纳”

门 大 山

在 口 语 中取意 为 “ 大 ” , 如

大 雨等
。

纳 西 口 语
,

城 大 森林 坦 大 海 月 大 石 不

的 普通 意思 还 有
“

黑
” 之 意

,

但 妞刁 不是 “黑 人”

之意
, “

黑人 ”

应为 扭一 明,

修饰语在被修饰语之后
。



族 ” 之 先 民
。

其 向南 迁 至 蜀 汉 近 境 眠江流 域 分 支 而 南 者
,

为 西 南各 族 之 先民
,

支别甚 多
,

纳

西 族 即 其一 支 说在 下 文
。

见 于 记 录 之 羌 人 支 派
,

各 为族别
,

而 语言 有 相 同特 征
,

据 调 查 近 代 各 族语 言
,

从 语 音
、

语 词
、

语法
,

分析综合 研 究其 亲属关 系
,

所 得 结论
,

有 汉 藏 语 系
,

分 汉 语
、

苗 瑶 语
、

壮 傣

语
、

藏 彝语 四 个 语 族
。

其藏 彝语族
,

分藏 语
、

彝语
、

景 颇 语 等三 个语支 又 彝语 支 分 彝语
、

纳 西 语
、

傈僳 语
、

拉枯 语
、

哈 尼 语
、

白 语 等 语 言
。

各 族 语言 都是 历史 形 成 的
,

语 言 之 亲疏 关

系
,

可 知 其族 属 渊 源 关 系
。

纳 西族 传 说 汉
、

藏
、

纳 西 三 族 的 祖 先 为 三兄 弟
,

即 因 其族 属 渊 源

有 关
,

且 在 社会 历 史 发 展过程 中
,

友好 往还
,

相 互 影响
,

亦 有 迁 徙 融 合
,

故 传 说 如 此 也
。

南迁 羌人 之 纳 西 族 先民
,

所 居住 的 地 域
、

年 代及 社 会 生 活
,

见 于 记 载 者
,

虽 不 详 而 大 概

可 知
,

分 说如 下
。

二
、

旋 牛 道 的越 粤 羌

纳 西 族 渊 源于 自河徨地 带南 迁 的 古 羌 人
。

《后 汉 书 》 西 羌 传 载 古 羌 人 “ 子 孙 分 别
,

各

自为 种
,

任随 所之
,

或 为 耗牛种
,

越 篱羌 是也 ” 。

又 说 “ 耗牛 羌 在 蜀 汉
,

其种 别名 号 皆不

可 纪 知 也 ” 。

按 所 谓耗牛 羌
,

散 居 在祖 国西 南 蜀 郡 边 境广 大 地 区
,

支别 名号很多
,

么 些 族

是其 中之 一 支
。

章 太炎 《西 南属夷 小 记》 载 “ 唐 时 所 谓 么 些 蛮
,

即 羌种 之 流入 者
” ,

这 是

可以 确 定 的
。

《史 记 》 西 南 夷 传 载 汉 初 的 蜀 贾人
, “ 取 柞马

、

整 憧
、

髦 牛
,

以 此 巴 蜀 殷富 ” 。

按

“ 髦
”

即 “ 耗 ” ,

以 产 牛 著
,

与 蜀 地经 济 联 系 很 密切
,

为 蜀 郡 边 境 的 部族
。

《后 汉 书 》 西 南

夷作 都传 载 “ 元 鼎 六 年 公 元 前 一 一 一 年 以 为 沈黎 郡
,

天 汉 四 年 公 元前 九 七 年 并 蜀 〔郡 〕

为西 部
,

置 两 都尉
,

一 居 旋牛 主 檄 外 夷
,

一居 青衣主 汉 人 ” 。

按 “ 旎
”

亦 即 “ 耗 ” ,

以 旋

牛为 地名 《水 经 》 若 水 注 载 “ 大渡 出 檄 外
,

至 旎牛道 ” ,

则 旎 牛在大 渡河 上 游今 消 定地

区
,

而 青衣在 今 雅 安地 区
。

《榨都传 》 又 载 永平 中 本纪 在永平十 七年
,

公 元 七 四 年 旎 牛

道 的 白狼
、

盘 木
、

唐 敢 等 奉 贡
,

献诗三 章
。

这 就 是所 谓 “ 白 狼 歌
” ,

共 四 十 四 句
,

一 百 七 十

六 字
。

从对译 的 音 义 来看
,

用 汉 语 及过于 抽 象不 能确 定本义 的 约 八十 字
,

其 余九十 余 字
,

基

本上 与 近 代纳 西 语 相 同 或 相 近
,

语 法 亦 相 同
,

可 知 白 狼 语 与 纳西 语 的 亲 属 关系 是 很 密 切 的
。

从 语 言 的 亲属 可 以 推知 族 属 渊 源 关 系 是 很 密切的
,

纳 西 族 的 先 民
,

是 从大 渡 河以 北 地 区 迁 徙

而 南
。

任 乃 强 《西 康 图 经 》 民 俗 篇载 “ 么些 为康
、

滇 间最 大 民 族 亦 最 优 秀 之 民 族 也 ” 。

又

载 “ 今 庐 定 县 南之 摩 西 面
,

实称 摩 西 面
,

谓 摩西 古境 也
” ,

不 知 这 个 地 名 是 否很 早 时 期 已

有
,

若 然
,

则 大 渡 河 北 旎牛 族 地 区 早 已 有 摩 西 一 支 的 族名
。

其 在大 渡 河 以 南 者
,

《元 史 》 地

理 志 建 昌路 邓 部 州 载 “ 昔 么 些 蛮 居 之
,

后 仲 由蒙 按 彝族 祖 先 之 裔 夺 其地
” 。

按 邓

部 州 即 今 越西 县
,

何 时 为 仲 由蒙 之 裔 夺之
,

不 得而 知
。

惟 元 志 阔 州 曰 “ 昔 仲 由蒙 之 裔 孙 名

科 居 此
,

至 三 十 七 世孙 烫 罗 内附
” ,

若 仲由蒙 之 裔 得邓 部地
,

亦 为 同 时
,

则 么 些 族 在邓 部失

败
,

约 当公 元 三 世 纪 末 西 晋 时 期
。

由此 可 知
,

么 些 族 早年 居 住 在邓 部 州
,

后 来始 衰
,

但 并

非 完 全 失 败
,

还 在 长 时 期 内有么 些族 住 在 这 个 地 区
。

《冕 宁县 志 》载清 康 熙 年 间
,

还 有 么 些 族

的 土 目和 土 民
,

这 是从 很 早 时 期住 在 大 渡 河 南的 么 些 族
。

我 们 在 一 九六 年春 到 冕宁访 问
,

遇 西 番 人 宋 占胜
,

据 他 说 “ 往 昔 么 些 村落
,

大 部现 已 操汉 语
,

老规 矩 已 不 存在
” 。

又 听 说

有 一 位 冕 宁 么 些 族 干 部在 西 昌专 区 民 委会 工 作
,

我 们 转到 西 昌时
,

他 去 畜 牧 场
,

没 有 见 着



冕宁 么 些族 的 情况还 弄 不 清 楚
。

三
、

定棒县 的摩沙 族

么 些 族 居 住 在 大 渡 河南 的 年 代很 久
,

在早 期 已 有 一 部分 从 这 地 区 迁 到雅 碧 江 下 游一 带
。

《华 阳 国 志 》 蜀 志 越 禽 郡定 棒 县 载 “ 县 在郡西
,

渡 沪 水 按 指东 庐
,

即雅 碧 江 宾刚 檄
,

日 摩 沙 夷
” 。

按
‘

旧
”

字 今 本 作 “ 白
” ,

从 《蜀 中广 记》 卷 三 四 引 文 改 正
。 “ 摩 沙

”

即 么

些 名 称 最 早 的 记 录
。

定棒 即 今盐源 县
。

《华 阳 国 志 》 又 载 张疑 至 定花
, “ 夷帅狼 岑

、

盘木

王 舅 不 肯服
” 。

此 说 已 见 于 《三 国 志 》 蜀 志 张 疑传
,

称 “ 定 茶豪 帅狼岑
、

盘 木 王 舅
,

甚 为

蛮 夷所 信 任 ” 。

按 张疑 至 定 作
,

应 在 延 熙 三 年 公 元二 四 年 稍后
,

狼岑 即 定花 豪帅
,

为

盘 木 王 之 舅
,

盘 木 即 《后汉 书 》 中之 白 狼 盘木
,

在 流牛道
,

与定 花县 摩沙 夷 为姻姻
,

亦 可 知

摩沙 夷 与 旎 牛 夷 有 亲 属关 系
。

且疑 摩沙 之 “ 沙
” ,

即 纳 西 语 之 ’叫
,

意 为 人 或 族
,

摩沙 即

摩族
,

以 “ 旎 ” 得名
,

汉 语 称 之
,

沿 用 至 近代
。

么 些 族居 住 在定榨 的 年 代 可 能 很早
,

据丽 江 《木 氏宦 谱》 载 摩 婆 人 居 定 帐
,

世 为 昆 明

总 军 官
,

传至 唐 武 德 时叶 古 年 凡 十 七 世
。

若此 说可 信
,

则 在公 元 二 世 纪 末
,

定 萍境 内已 有 摩

婆 土 长
,

与 《三 国 志 》 所 载 相 合
。

在这 地 区 的 摩 婆 族
,

后 来繁盛
,

樊绰 《云 南 志 》 卷 一 载
“ 台 登 城 直 西 有 西 望 川

,

行 一 百 五 十 里 人 曲 罗
,

消 水 从东 北 来
,

至 曲 罗 荣回 三 曲
,

中间 皆磨

些 部 落
” 。

又 卷六 载 “ 昆 明
、

双 舍 至 松外以 东
,

近 消 水
,

并磨 些 蛮种 落 所 居 之 地
” 。

按

台 登 城
,

在 今 冕 宁 县南之 庐 沽 镇
,

直 西 至 西 望 川
,

应近 雅 碧 江 沿 岸
,

惟 不 能 确 指其处
。

又 此

庐 水
,

亦 称 东 消
, 《樊 志 》 卷 一 载 “ 东 沪

,

古 诺水 也
,

源 出 蕃 中节度 北 ” ,

此即 今之 雅碧

江
。

流 至 曲 罗
,

不 详其 处
。

《水 经 》 若 水 注 引益州 记 曰 “ 消 水 源 出 曲罗 ” ,

郭 允 蹈 《 蜀

鉴 》 卷 九转 引 作 “ 李膺 益 州 记 ” ,

则 曲 罗 地 名 已古
,

但 非在 庐水 源
,

戴 校 《水 经 注》 已 疑
“ 有 歼 误 ” ,

盖衍 “ 源 ” 字
。

又 《樊 志 》 卷 六 载 “ 昆 明 城
,

在 东 消 之 西
,

正 南 至 松 外

城 ” 。

按 昆 明 即 今盐 源 县
,

松 外 在其 南
。

《新唐 书》 地 理志 赓州 昌 明 县 载 “ 贞观二 十 二

年 开 松 外 蛮
,

置 牢 州 及 松 外
、

寻 声
、

林 开 三县
,

永 徽三年
,

州 废
,

省三 县人 昌 明 ” ,

疑 昌 明

即 在 今盐 边 县
,

寻声 即 双舍
,

音读 相 近
。

《樊 志 》 载 “ 东 消 流至 寻 传部 落
,

与磨 些 江 金

沙 江 合 ” ,

又 载 “ 磨 些 江 至 寻 传 与东庐合
” ,

疑寻 传 即 寻 声之 误
,

寻声部 落 在雅 碧 江 与

金 沙 江 会 流之 处
。

大 抵
,

今 雅 碧 江 下 游 盐 源
、

盐边 两县
,

唐 代 为 么 些 族 居住 之 地
。

《元 史 》 地 理 志 柏 兴府 载 “ 昔 摩 沙 夷 所 居
,

汉 为定 柞县 隶 越 巢郡
,

唐 立 昆 明县
,

天 宝

末 没 于 吐 蕃
,

后 复属南 诏
,

改 香 城 郡
,

元 至 元 十 年
,

其 盐 井 摩 沙酋
、

罗 罗 将 茹 库 内 附 ” 。

按 柏 兴 府 即 今 盐 源
、

盐 边 之 地
,

应 在 元 代 以 前已 为 摩沙族 与 罗 罗族 共 居
,

各 有 土 长
。

《明

史 》 建 昌 土 司 传 载 “ 柏 兴 府 贾 哈 喇 境 内 么 些 等 部 ” ,

又 载 “ 贾 哈 喇 者
,

么 些 洞 土 酋

也
” 。

按 《蜀 中广纪 》 卷 三 十 四 引 土 夷考
、

九 种 夷
,

有 么 些 族
,

即 在盐 井 卫
。

卫 属土 千 户

所
,

有左 所 千 户 姓 刺
,

右 所 姓 八
,

中所 姓 刺
,

前 所 姓 阿
,

后所 姓 卜
,

载 “ 国 初 归附授 官
,

贡马 事 例 皆 同
” ,

是 从 元 代 沿 袭 的 土 职
。

嘉 庆 《四 川 通 志 》 卷 九 十 七 土 司 志 盐 源 县
、

会 盐 管所 属
,

有左 所 喇 姓
、

右 所 又姓
、

中 所 喇 姓
、

各 为 千 户
,

前 所 阿 姓
、

后 所 白 姓 各 为百 户
,

康熙 四 十 九 年 投 诚 授 职
,

都说

是 “ 么 些 夷 人
” ,

共 管 一 千 七 百 四 十 五 户
。

此 外
,

还 有 瓜 别 安 抚 司 己 氏 管一 千 二 百 五 十 三

户
,

古 柏 树 千 户 郎 氏 管 五百 八 十 六 户
,

也说 是 “ 么 些 夷 人 ” 。

按 瓜 别
、

古 柏 树 在今 盐 源 县

西 部
。

· ·



自汉 以 来
,

么些 族居 住 在定 萍县
,

后 来繁盛
,

自唐 以 后罗 罗 族迁 居这 个 地 区
,

么 些 族 土

长已 不 能 统治 全境
。

明代 设 盐 井 卫
,

设置 军 屯
,

么 些 土 千 户 分 隶 军 衙
,

社 会 经 济 文 化 的 改 变

很 剧 烈
,

清 时 土 职 虽 沿 袭至 近 代
,

势力 已 衰
。

又 由 于 民 族 融 合
,

么 些 族 人 口 已 少
,

据 近 年 调

查
,

在 盐源
、

盐 边
、

木 里 等县 的 么 些 族
,

共 一 千 四 百 九 十 七 户
,

一万 零八 百 三 十 六 人
。

四
、

西洱 河 的越 析诏

定 作地区 的么 些 族
,

有渡 金 沙 江而 南 至 洱海 以 东地区 的 部落
,

樊 绰 《云 南 志 》 卷 三 载

“ 越 析
,

一 诏也
,

亦 谓 之 磨些 诏
,

部 落 在宾居
,

旧 越 析 州 也
,

去 囊葱 山一 日 程 ” 。

又 卷 一

载 “越 析州 今西 洱河 东 一 日程
,

越 析 州 咨 长故 地 也
” 。

又 卷 二 载 “ 囊 葱 山
,

在 西 洱 河 东

隅
,

河 流僻啮 山 根
,

土 山 无 树
、

石
,

高 不 过 数 十 丈
,

面对 宾居
、

越析
,

山下 有 路
,

从 渠 敛 赵

出遗 川
” 。

又 卷五 载 “ 渠敛 赵 东北 至 毛 郎川
,

又 东北 至 宾居
,

又 北 至 越析 州
,

么 些 诏 故 地

也
” 。

按 《樊 志 》 所 载越 析诏 的 地 域 甚为 明 白
,

渠 敛 赵 即 赵 州
,

今之 凤 仪 , 遗 川 即 遗 赎 诏
,

今 之 邓 川 自渠 敛 赵 赴 遗 川
,

沿 洱海东岸 行
,

过玉 岸 山
,

当 即 囊葱 山 距 此 一 日之 宾居
,

今

犹 用此 名
,

宾 居北 即 宾 川 县 城
,

越 析诏 城 应在其地
,

所 管 为 洱海 以 东地 区
。

惟 《元 一 统 志 》

丽 江路 建 置沿 革 载 “ 唐 为 越 析 诏
,

或 谓 么 些 诏 ” ,

《元 史 》 地理 志 同 字 句稍异
,

后来 编

纂 史 事 之 书 亦 同
,

即 以 么 些 族 盛 于 丽 江
,

而 作 此 说
,

并非 有 据
。

么 些 族何 时 迁至 越 析州
,

不 得而知
,

惟 在 开 元 年 间
,

势力 强 盛
,

为六 诏 之 一
。

后 为 蒙 舍

诏 所 败
,

《樊志 》 越 析 诏载 “ 有豪族 张寻求
,

白蛮也
,

开 元 中 原 误 作 贞元
,

通 诏 主波 冲

之妻
,

遂 阴 害波 冲
,

剑南 节度巡 边 至 姚 州
,

使 召 寻求 答杀 之
,

遂 移 其诸部 落
,

以 地 并 于 南

诏
。

波 冲 兄子 于 赠
,

提携 家 众 走
,

降 铎 鞘
,

东北 渡消
,

邑 龙 怯 沙
,

方 一 百 二 十 里
,

周 回 石

岸
,

其地 总 谓 之 双舍
。

于 赠部 落 亦 名 杨堕
,

居 河 之 东 北
。

后蒙 归 义 隔 消 城 临 逼 于 赠
,

再 战 皆

败
。

长男阁 罗 凤 自请 将兵
,

乃 击 败杨 堕
,

于 赠 投 消 水 死
。

数 月 始 获 其 尸
,

并得 铎 鞘
” 。

南 诏

击 败 越 析诏 事
,

亦 见 《德化碑 》 载 “ 越析 诏 余 孽 于 赠
,

恃铎 稍
,

骗 庐 江
,

结 彼 凶 渠
,

扰 我

边 鄙
。 “

一 诏 〔阁 罗 凤 弱冠 之 年
,

已 负英 断
,

固请 自证
,

志 在扫 平
,

袅于 赠 之 头
,

倾 伏 藏 之

穴
,

铎稍尽 获
,

宝物 并 归
,

解君 之 优
,

静边 隅 之 侵
” 。

按 于 赠 携 家 众 弃 越 析 州
,

东 北 渡 庐

水
,

应 在 开 元 二 十六 年 之 前 是年 已 平 五 诏
,

唐封 蒙 归 义 为 云 南 王
,

见 《册 府 元 龟 》 九 六

四
。

蒙 归 义 乃 隔 消 水 与于 赠 对峙
,

于 赠 复 渡 庐 与 南 诏 战
,

当 因 么 些 部 落 不 是 一 处 全 部 迁 走
,

盐 源 地区 自古 以来 的 居 民
,

主要 是么 些 族
。

解 放初期 的 调 查 资料
,

也称 为 么些 和 么 梭
,

不 久 出 现 了所

谓
“ 蒙族 ” 的称谓

,

不认为 是纳西 族
。

和按 一九五 六 年
,

我参加中 国科 学 院少 数民族语 言 调查 第

三工 作队 纳西 语 调 查组
,

到 四 川 西 昌民族 干 部 学 校
,

找盐 源
、

木里和 盐 边 等 县 的 “

蒙族
” 学 员和 干

部 调 查语言
,

经过初步分析 研究
,

证 明不是 “ 蒙 语
” ,

而是纳 西 语
。

一九 五 七年在 昆明 召 开云 南省

少 数民族 语文科 学 讨论 会时
,

四 川 省 民委 曾 派 两位代表 参加 纳 西语 文 讨论
,

最后 通 过《纳 西 语 调查 报

告 》
,

将 纳 西 语正式 划 分为 东
、

西 两 个 方言
,

上 述 盐 源
、

木里
、

盐 边 的所 谓
“ 蒙 语 ” ,

属于 纳 西 语东

部 方言
。

一九 六 二年 四 川省 志 民 族 志调 查组
,

关于 《盐 源
、

木里
“

蒙族
”

识别 调 查 小结 》认 为
“

根据 我

们访问 一九 五 二年 前后在左 所 和 永 宁工 作 过 的 同志所得 材料
,

改称
‘

蒙族
’

是个 别 上层搞出 来 的
。 ”

他 们 拟将 盐源
、

木里 和 宁 浪县
‘

摩 梭
,

改 称
‘

蒙族
, ,

建 立至 少相 当于 县一 级的 自治单位
,

从 而 利 用各

种合 法 的 机会 和 民 间 传说
,

在 人民 群 众 中进 行活动
。 ” 该 识别 调 查小 组 经 过 对 民族 名 称

、

历史
、

语

言 文 字
、

经济 生 活
、

社会组 织 和风 俗 习惯等方面进行 调查 和 分析研 究
,

认 为 “盐 源
、

木里
‘

蒙 族
’

不

是蒙古 族
,

而 是纳 西族 的一 个 支系
,

应改 称 纳 西 族” 。

我 们 认 为这 个 结 论是正 确 的
。



在 越 析地 区 还有 势力
,

企 图 恢 复
。

既 被 阁 罗 凤击 败 后
,

南 诏 不 容 么 些 部落
,

遭到 扫 荡
,

都退

回 消 水 以 北
。

阁 罗 凤 出 征
,

应 在开 元 二 十 八年
,

盖 阁 罗 凤 生 于 开 元 九 年 《白古 通 浅 述 》 是

年 称 弱 冠 也
。

于 赠 渡 庐 而 北
, “ 邑 龙 怯 沙

” , “ 谓 之 双 舍
” ,

按 《新唐书 》 南 诏 传 作
“

邑 于 龙 法

河
” ,

疑
“

沙 ” 字 为 误 《樊志 》 卷 七 载 “ 东蛮 磨 些 蛮 诸 蕃 部 落
,

其 食 龙 怯 河
,

水 中有 盐

井 两 所
” ,

此 龙 法 河即 龙 怯 河
。

又 双 舍 即 《樊 志 》 卷 六 所 谓 “ 昆 明
、

双舍 至 松 外 以 东边 近 庐

水
”

之 地
,

为 寻 声 之 转音 已说 见 上 文
。

《通 典 》 卷 一 九 九 边 防典 载 贞观 二十 二 年 四 月
,

梁 建 方 讨 松 外 诸蛮
, “

蛮酋 双 舍 帅 众拒 战
,

建 方 击 败之 ” ,

亦 载 《新 唐 书 》 南蛮 传
,

作 “ 酋

帅 双舍 ” ,

以 双舍 为 人 名
,

疑 “ 蛮酋 双 舍
” ,

或 即 “ 双 舍蛮 酋
”

之 误
,

也 可 能 同 用 为 地 名 和

人 名
。

从记载 可 知
,

双舍 在 今 盐 边 县 境
,

而 龙 侩河 即 今 龙 罗 河
。

向 达 《蛮书 校 注 》 载 “ 后

来 越析 北 徙 至 今 丽江 一 带
” ,

惟 非北 徙 至 丽 江
,

见 于 记录 之 地 名
,

甚 为 明 白
。

盖 么 些 族 是 从

双 舍 地 区 渡 沪 而 南 至 越析 州
,

聚 成 部 落
,

其势 渐 盛
,

既 为 南 诏击 败
,

又 退 回 双舍
,

此 后 沪 水

以 南 无 么 些 族 居 民 了
。

五
、

昆 川
、

西 婴 的 么 些 人

么 些 族居 民
,

曾 被 南 诏 掳掠 安 置在 昆 川 地 区
。

樊绰 《云 南志 》 卷 四 载 “ 磨蛮 《新 唐

书 》 南 诏 传 作 么 蛮些 蛮
,

⋯ ⋯ 南 诏 既 袭 破 铁 桥 及 昆 池 等 诸 城
,

凡 虏 万 户
,

尽 分隶 昆 川 左 右

及 西 婴 故 地 ” 。

又 卷六 拓 东城 载 “ 贞元十 年
,

南 诏 破西 戎 吐 蕃
,

迁施
、

顺
、

磨 些 诸 种 数

万 户 以 实 其地 ” 。

按 《旧 唐书 》 本纪 “ 贞 元 十 年 三月 庚 辰
,

南诏 异 牟 寻 攻 破 吐蕃 铁桥 已

东 城 垒 十 六
,

擒 其王 三 人
,

降 其民 众十 万 口 ” 。

又 樊 绰 《云 南志 》 卷七 昆 明 城 载 “ 有大盐

池
,

比 陷 吐 蕃
,

贞元 十 年 春
,

南诏 收昆 明城
,

今 盐 池 属 南诏 ” 。

《通鉴 》 “ 贞元 十 一年十

月 纪 年 月 误
,

南 诏 攻 吐 蕃 昆 明 城 取 之
,

又 掳施
、

顺 二 蛮 王 ” 。

《新唐书 》 南诏 传 “ 异 牟

寻 攻 吐 蕃
,

复取 昆 明 城 以 食 盐 池
,

因 定 磨 些 隶 昆 川 原 误 作 昆 山 西 羹故 地 ” 。

按 贞元 十 年

正 月 五 日
,

南诏 异 牟 寻 与 唐 使 臣 崔 佐 时盟 于 点 苍 山 神 祠
,

即 出 兵 吐 蕃
,

取铁 桥以 东城 垒 及 昆

明 城
,

在 这 地 区 多 为 么 些 族所 居
,

掳 掠一万 户 人 口 安 置 在昆 川
,

这 是 一次大 量 人 口 被迁 移
。

昆 川 即 昆 州
,

在今 滇 池 周 围 地 区
,

迁 到 这 个地 区 以 后 的 事 迹
,

不 获知 其详
。

惟 南 诏 控制 被征

服 的 么些 族 人 户
,

想 来 不 使 他 们 聚 居
,

而 是 分 散 在西 暴 各 地
,

后 来 融 合 于 舞 族
,

没 有 单 一 的

么 些 族 存 在 了
。

《元 史 》 地理 志 澄 江 路 载 “初
,

么 些 蛮 居 之
,

后 为 暴蛮 所 夺
,

至 段 氏 时
,

么 些 蛮之 裔

后居 此 甸
,

号 罗 伽部
”

又 阳 宗县 载
“

昔 么 些 蛮 之 裔 居 之
,

号 日 强 宗 部
”

又 新 兴州 载
“

段

氏 时
,

么 些 蛮 分 居其 地
’夕 。

此 所 谓 么 些 蛮
,

是 不 是 被 南 诏 安 置在 西 羹故 地的 么 些 族后 裔 而至

大 理 段 氏 时期 仍 设 为 部 呢 陶 云 遴 的 《关 于 么 梦 之 名 称分布 与 迁 徙》 一 文
,

是 肯定 的
,

他 画

唐
、

宋
、

元 时 代 么 梦 民 族 分 布 图
,

就在 澄 江
、

玉 溪 新 兴 注 记 么 些 居 民 的 符 号
。

但 这 是 《元

史 》 地理 志 的 误 字
,

并 不 可 靠
。

《元 史》 地理 志 新兴 州 研 和 县 载 “ 么 些 徒 蛮 步雄 居 之
” ,

此称 为 “ 么 些 徒 ” 又 澄 江 路 江 川 县 载
“

至 段 氏
,

些 么 徒 蛮 之 裔 居此 城
,

更 名 日 步 雄 部
” ,

则么 些 徒 为 些 么 徒之 误
。

又 《元史 》 地理 志 在 建 水 州
、

宁 州 并载
“

些 么 徒 蛮居 之 ” , 在晋

宁 州 归化县
、

呈 贡县
、

弥 勒 州
、

威 楚路 定 远县并 载 “ 些 莫徒 蛮居之
” 。

凡 《元 史 》 地 理 志

所 载 的 些 莫徒 蛮
、

些 么 徒 蛮
,

么 些 蛮
、

是同 名 异 写
,

而 么
、

些二 字为 倒误
,

不 能从其 误 而 认

为 大 理 段 氏 至 元代 在 澄江
、

新兴还 有 么 些 族存 在
。



考 《新唐 书 》 两 樊 传 载 “ 崔蛮 之 西 有 徙 莫抵蛮
,

俭 望蛮
,

贞观 二 十 二 年 内属
,

以 其 地

为 傍
、

望
、

览
、

邱
、

求 五 州
,

隶 郎 州 今 曲靖 都督府 ” 。

地理 志 诸 蛮 州 所 载 同
,

《通 鉴 》 亦

载 之
。

此 徙 莫 抵
,

即 《元 史 》 地 理 志 的 些莫徒
,

《明一 统 志 》 卷 八 十 六 作 撒 摩 都
,

亦 作 些

门
, 《景泰 云 南 志 》 卷 四 楚雄 府 载

“

定 远 县 之 民
,

有 曰 撒 摩 都 即 白 罗 罗 之 类
” ,

明
、

清 地

方志 书记 载 撒 摩都
,

同音 异 字甚 多
,

近 代 有作 散 民
,

自称 撒 马 都
,

这 就是 唐 初 记录 徙 莫抵 相

传 至 今的 名称
,

不 能 与 么些 族相 混
。

六
、

丽 江
、

永 宁 地区 的纳 西族

么 些 族 自定 柞 再 向 西 迁 至 金 沙 江上 游 地带
。

樊绰 《云 南 志 》 卷 四 载 “ 磨 蛮
,

亦 乌蛮 种

类 也
,

铁 桥上 下 及 大 婆
、

小婆
、

三 探览
、

昆 池等 川
,

皆其 所 居 之 地
” 。

又 卷 一 载 “ 耗 牛

河
,

南 流 过铁桥 上 下 么 些部 落
,

谓 之 磨些 江
” 。

按 铁桥者
,

《樊 志 》 卷六 载 “铁桥 城 在

剑 川北 三 日 程
,

川 中平 路有 骤
,

贞元 十 年
,

南诏 异 牟 寻 用 军 破东
、

西 两 城
,

斩 断 铁 桥
” 。

《元一 统 志 》 丽 江路 古 迹 载 “ 铁 桥
,

在 巨 津 州 之 北
,

其 次 有 城
,

亦 名 铁桥 城
,

吐 蕃 尝 置 铁

桥节 度 于 此
。

南 诏 异 牟 寻 破 吐 蕃
,

断 铁 桥后
,

自此 桥 废
,

基 址 尚存
” 。

正 德 《云南 志 》 卷 十

一 丽 江府 古 迹 载 “ 铁桥
,

在 巨 津州 北 一 百 三十 余 里
,

跨 金 沙 江
,

异 牟 寻 归 唐
,

与 韦 皋 合 兵

破 吐 蕃
,

断铁桥
,

即 此 桥
。

桥所 跨 处
,

穴 石 锢铁 为 之
,

遗 址 尚 存
,

冬月 水 清
,

犹 见 铁 环 在

焉 ” 。

按 铁 桥遗 址在今 巨甸 巨津州 城 北 一 天 路 程的 塔 城 关
,

已 不 见 铁环
。

自唐 调露 二 年

公 元 六 八 年
,

吐 蕃向南 发 展 势 力
,

置神 川 都督于 此
,

贞元 十 年 公 元七 九 四 年 南 诏 异 牟

寻破 吐 蕃于 神 川
,

收铁 桥以 东十 六城 垒
,

设 铁桥 节度
,

即 包 有今 丽 江
、

鹤 庆
、

宁浪
、

永 胜 等

县之 地
。

《樊 志 》 所说 铁桥 上下 磨些 部 落
,

并 不 限于 铁 桥 城 上下
,

而 是 指铁桥 节 度 地 区
,

且

铁桥 城 上 下
,

沿 金 沙 江两 岸
,

崇 山峭 壁
,

可居之 地不 多
,

早 期 居 民所 选 择 的
,

当 在 较 为 广 阔

之 地
。

铁 桥上 下
,

乃 泛 指 铁桥 节度 区 域
。

在铁 桥 节度 区 域之 内
,

么 些族 所 居有 大 婆
、

小 婆
、

三 探 览诸地
,

略 作 考说
。

《樊 志 》 卷六 载

“ 昆 明城 在东沪 之 西
,

去龙 口十六 程
。

正 北 有 讳 直 川
。

正 南至 松外 城
,

又 正 南至 龙 怯 河
。

西

南至 小婆 城
,

又 西 南 至 大 婆城
。

西 北 至 三 探 览城
,

又 西 北 至 铁桥 城
” 。

按 此 为昆 明 城 今

盐 源 县 出 发 向正 北
、

正南
、

西 南
、

西 北 诸 路 的 地 名
,

即 小 婆
、

大 婆 为 向 西 偏 南 的 路 线 三

探 览
、

铁 桥城 为向 西 偏 北 的 路 线
。

《樊 志 》 又 载 “ 宁 北 城
,

北 地 有 胜 川
,

又 北 有债 川
,

又

北 有 郎婆 川
,

又 北 有桑 川
,

即 至 铁桥 城 北 九败 川
” ,

此 为 自宁 北城 今 邓 川 出发 北 至 铁桥
、

九 赎 川 今 巨 甸 一 路 之 地 名
。

称 为 ’
”

即 平 坝
,

据 地 形 释之
,

胜 川 在今 牛 街坝 检 川 在 今

松 桂 坝
,

郎婆 川 在今鹤庆 坝
,

桑 川 在今 丽 江坝
,

此 数地 间相 距 并 约 一 天 多 的 路 程
。

郎 婆应 在

鹤庆
,

今 纳 西 语 称 鹤 庆为 ” 魂 “ ,

意 即 、 , 地
,

与 郎婆 川 之音 相 近
。

疑 郎婆即 大

婆
,

大 婆城 在 今 鹤 庆 坝 也
。

《元史 》 地理 志 鹤 庆 路 载 “ 昔 隶越析 诏 ” ,

即 因 昔 为 么 些 族所

居
。

又 《元 史 》 地 理 志 北 胜 府 顺 州 载 大 婆
、

小 婆地名
,

即 因古 为 小 婆 地
,

顺 州 在 今 永 胜 城

西
,

疑小婆城 在今 永 胜 地
。

与 《樊 志 》 所 载 昆 明 城 盐 源 县 西 南 至 小 婆城 又 西 南至 大 婆 城 之

和按 一九七七年五月
,

我 同丽 江 县文 化 馆赵 德祥 同志一 起 ,

到丽 江 塔城公社的 ’ , 况魂 塔城村

调 查 访 问
,

经过 同 当地 老人 座谈 后
,

由公 社干 部 梁耀恒同志 亲 自带路
,

顺 江 往 北
,

实地 察看
,

传 说

中的铁桥遗址
,

在今塔城村北 四里 许的 金 沙江边
。

江面 不宽
,

江 西 还 种有庄稼 遗址 对面 江 东 两

个 悬 岩 之间 ,

有人可 行走 的狭 长地 带
, 直 通 高山

。

因 年 代久远
,

明 显 的铁桥遗迹
,

今已无 存
。



说相 合
。

又 《樊 志 》 之 三 探 览
,

疑 “ 三 ” 下 夺 “ 赎 ” 或 ,’ ’ 字
,

应作三 赎
、

探 览
,

为 两 地名
。

三胶 者
,

《元一 统 志 》 丽 江 路 通 安 州 载 “ 州 治三嫂
,

亦 日 样渠 头姚
” ,

《元 史 》 地 理 志

载 “ 通 安州
,

昔 名 三 肤 ” ,

按 样渠 头
,

即 今称 、 」 ,

古 音 渠头为 全浊
,

对音 实

相 符 为丽 江城 区
。

又 三肤 疑 即 桑 川 之 异 写
,

今藏 语犹 称 丽 江 为 」 。

又 探 览 者
, 《 元

史 》 地 理 志 丽 江路 永宁 州 载 “ 昔 名 楼头 甸
,

地 名 答 兰 ” ,

按 楼 头
,

即今称 」 」
,

为

永宁 城 区
,

地名 答兰 即 探览 之 异 写
。

此 三陵
,

探 览 在昆 明城 西 北 地 区
,

与 《樊志 》 所 说 相

合
。

上述 大 婆
、

小 婆
、

三蚁
、

探 览 并 为 铁桥 节度 所 属
,

当 即 “ 异 牟 寻 攻 收吐 蕃 铁 桥 已 东 城

垒 十 六 ” 的 几 个 重要 地 名
,

为么 些 族所 居
。

而三 胶
、

探览 的 么 些 部 落
,

后来造 成 强 大 势力
。

《元 史》 地 理志永 宁 州 载 “ 接吐 蕃 东 激
,

么 些 蛮 祖 泥 月 乌 逐 出 吐 蕃
,

遂 居 此 脸
,

世 属 大

理
,

宪 宗三 年 公 元 一 二 五 三 年 其三 十一 世孙 和 字 内 附
。

柯助 态 《新 元 史 》 地理志 作 三十

三 世
,

不 详所 据 又 通安 州 载
“

昔 仆 懈 蛮 所 居
,

其后 么 些 蛮 叶 古 乍 夺而 有 之
,

世 隶 大理
,

宪

宗 三 年
,

其 二十三 世孙 麦 良 内 附 ” 。

按 元宪 宗 三年
,

忽 必 烈征 大 理
,

《元 史 》 世 祖 本 纪

载 “ 至 金 沙 江
,

乘革 囊及 木筏以 渡
,

摩婆 蛮 主迎降
” ,

即 先 至 永宁
、

丽 江
,

收 服么 些 族土

长
。

这 时
,

在这 两 个 地 区 有 么 些 族 居 民 的 年代 不获知
,

其部 族土 长
,

永 宁 自泥 月 乌已 传 三

十 一世
,

通 安州 自叶 古 乍 已 传二 十三 世
。

以 二十 五年 为 一 世 计之
,

则 泥 月 乌的 时代在公 元 五

世 纪后 期 当南 朝 齐
、

梁 之 际
,

得势 于 永 宁
,

后 二百年 当 唐 高宗 时 叶 古 乍 得 势于 通 安 丽

江坝
。

在 这个地 区 有 么 些 族 居 民
,

应 在 公 元 五 世纪
、

七世 纪 以 前
,

后 有 土 长 造 成 势 力
,

此

可得而 说 者
。

丽 江 《木 氏 宦 谱 》 载 摩 婆 土 长 在定稚 世 为 昆 明 总 军 官
,

传至 叶 古 年 凡 十七 世
,

续 传至

秋 阳
, “ 秋 阳

,

高宗 上元 公 元 六 七 四 至 六 七 六年 中
,

为 三 甸 三败 总 管 ” ,

按 叶 古 年 即

关于忽必 烈 征大 理
“

革囊 渡江 ” 的路线
,

《云南各族古代史 略 》 第十 七章
“

忽必 烈 征大 理
”

载
“ 大

约是 由今 盐 源
、

永 胜一路
,

而抵金沙江
,

然后
, ‘

乘革囊及筏 以渡
, ,

到达今丽 江 县 境
” ,

所 附

“ 忽必 烈进 军大 理路 线图 ”

一 四页
,

渡江 处在今永胜和 丽 江 之 间 的 梓里 渡 口
。

这 是毫无 根 据的

臆说
。

按 《元 史 》地 理志丽 江 路宝 山州 载
“

世祖 征大理
,

自卡头济江
, 由 罗 邦至罗 寺

,

围大 匾 等

寨
,

其酋 内附
,

名 其寨日 察 罕忽 鲁 罕 ” 。

万历《云 南通 志 》卷四 永 宁 府 载
“

元 世祖 驻 日月和 即此 ”

永 宁 又丽 江 府古 迹大 匾寨 条
,

弓 《元 史 》地理 志之说而 加详
,

都认为 忽 必烈 是由 永宁过宝 山到通

安 州 今丽 江 坝
,

这 是确 定无 疑的
。

和按 一九七八年 四 月
,

我和丽 江县 文化 馆李 即善 同志一起
,

经 实地考查访间
,

进 一步征实 了 “ 元跨 革囊 ” 的 渡江 口
,

就在今丽 江县奉科 公社的 奉 良渡 口
。

该 渡
口 纳 西语称 盯 , ’ 」 」 , 即 “

大渡 口 ” , “

卡头
”

当是纳 西语 」 」 、 “

渡江 处 ” 的音

译 , 奉 良渡 口 今天仍 然 是木里
、

永宁 通 往 丽 江 的主 要渡 口
。

从渡 口 往上走 五里 许
,

至 今 还 有 两 个

加 ’况 魂 营盘村和 孔 」 决 以一 马 箭道 的 地名
,

相传为 元兵 渡江后 的 驻 地
,

今为奉科公 社

所在地
。

从奉科到宝 山的必经路上 ,

有一个大山谷
,

今天仍 称 」
‘

、 “

蒙古 谷” ,

意为 蒙

古人 经过 的山谷
。

从
‘

, 往 南到今奉科 柳青
,

要爬 一座 高约四 千公 尺 的 雄威 山关
,

称 为

“ 太 子关
” 。 “ 大 匾 寨 ”

在太 子关西南方向 的金沙江 边 , 即 今大 具 公 社所 在地
,

纳西 语称 。 。

“ 大 匾
”

显然是 」 」 的 音译
。 “

察 罕 忽鲁 罕” 即蒙语
,

《火源 洁华夷译 语 》 察罕 为 白
,

忽 鲁

罕为 溪
,

意为 白水
,

即 今玉龙 山 麓著名 的黑 白水
,

是奉科
、

宝山
、

大 具 通 往丽 江 的必 经 之地
。

可 知
,

忽 必烈 进军路线
,

是经木里
、

永 宁
,

从 奉可渡江 ,

过宝 山 大 具
、

黑 白水到丽 江 坝区
,

不 是经 盐 源
、

永 胜
,

在梓里 渡江 , 这 是很 明确 的
。



叶 古 乍
,

疑 “ 乍
”

字 误
。

在公 元 七 世纪
,

丽 江之 么 些 族 已 建 立政 权
,

所 说 可 以 近信
。

又 《宦

谱 》 载
,

秋 阳 之子 阳 音都 各时
,

六 诏 并属南 诏
,

乃 服 属 于 南 诏
,

即 为铁 桥 节度境 内之 土长
。

《宦 谱 》 又 说 传 至 刺 土 俄 均 时
,

郑买 嗣篡 南诏 位
,

在 天 复 二年
,

公 元 九 二 年 遂 不 服

郑 氏 又 载 “ 刺 土 俄均 生六 子
,

各 分 部 为诸 夷 之 长 ” 。

盖 在 这 时
,

丽 江么 些 族 社会
,

发 展

到 新 的 阶 段
,

土 长 的 统治 势 力 也 加 强
。

自此 以 后
,

当 不 断 发 展
。

丽 江所 属各 地
,

在元 之 前
,

已 为 么 些 族 主 要 居 住 区 域
,

《元 史 》 地 理 志 宝 山 州 载
“

昔

么 些 蛮 居 之
,

其先 自楼 头 徙 居 此
,

二 十 余 世
”

巨 津 州 载
“

么 些 大 酋 世 居 之 ” 临 西 县 载
“ 居 民 皆 么 些 二 种 蛮

”

菠 渠 州 载
“

罗 落
、

么 些 三 种 蛮 世 居 之
” 。

在这 几 处 以 外
,

景 泰
《云 南 志 》 卷 五 兰 州 及 鹤 庆 府并 载

“

境 内多 么 些 蛮
” 。

又 天 启 《滇 志 》 卷三十 载 “ 么 些

蛮
,

北 胜
、

顺 州 亦 皆 有 其 类 ” ,

这 也 是 在 早 期 定 居 下 来的
。

大 抵
,

么 些 族 迁至 金 沙 江 上 游 地

带
,

数 百 年 间
,

逐 渐 发 展
,

成 为 大 片 分 居
。

以 今 之 丽 江 为 中心
,

其 四 境 东 与 西 蕃 普 米

族
、

北 与 吐 蕃 藏 族
、

西 与 怒 江 傈僳 族
、

南 与 大 理 白 族 交 错
,

社 会 经 济 文 化 不

断 发 展
,

也 被 土 长木 氏 利 用 造 成 势 力
,

与 邻 境争夺
。

七
、

公元 十 一 世 纪 以来 的历 史 发 展

《木 氏宦 谱 》 载
“

牟 西 牟 磋
,

当 宋 仁 宗至 和 公 元 一 五 四
—

一 五 六
,

更 立 为摩 婆

大 酋长
,

段 氏虽 盛
,

亦 莫能 有
” 。

《明一 统志 》 卷 八 十 七 丽 江军 民 府载
“

宋 时 为 么 些 蛮 酋 蒙

醋所 据
,

大 理 莫 能 有 ” 。

按 蒙 醋即 牟 磋 之异 写
。

正德 《云 南 志 》 卷十 一及 《明 史 》 土 司

传作 蒙醋
,

醋者 误 到 这 时
,

么 些 土 长称 强 于 一 隅
。

但蒙 醋 为 诸 部 落 大长
,

还 不 是有 强 力 统治

所 属 地 区
,

李京 《云 南志 略 》 诸夷 凤俗 载 “ 末些 蛮
,

负险 酋寨星 列
,

不 相 统摄 ” ,

惟 元 代

以 木 氏大长 为盟 主 的 区 域
,

设 丽江 路 宣抚 司
,

明代 设 丽 江 府
。

由于 社 会基础 不 断 巩 固
,

木 氏

势 力 亦渐 强 大
,

自明 永 乐以 后
,

木 氏直 接 统治 宝 山
、

巨 津二 州
, 《土 官 底 薄》 载 此 两 州 土

官
,

永 乐 以 后 不 袭 职
,

可 以 为 证 从此
,

扩 张 势 力 区 域
,

在 其东境
,

与 盐 井卫所 属 么 些 土长

争扰
, 《蜀 中广 记 》 卷三 十四 盐 井卫土 千 户 载 “ 所 属 五千 户 所

,

与 丽 江 接壤
,

为 所 蚕 食
,

不 克 自振
,

惟 日事 强 无 害 而 已 ” 。

又 载 “ 左 所 土 千户
,

地 与永 宁
、

丽 江 二 府为 邻
,

丽 江 土

官 木 氏每 来侵之
,

土 地 夷 民 失 其 半
” ,

按 丽 江
、

永宁 土 官与盐 井 卫 土 千 户 经 常 争 夺
,

《明 史 》 姜 昂传 附姜 龙 传 及永 宁土 司 传略有 记 载 彭 汝 贤 《六 诏 纪 闻 》 ,

即纂 录 嘉 靖十 四

年 会 勘左
、

前二 所 与永 宁 府争地 的 案犊
。

刊 人 《金 声玉 振 集》 中 此 为么 些 族 内 部 的 争

夺
。

丽 江 土 长木 氏 与 吐 蕃 争夺
,

随 着 政 治 势 力 的 发 展
,

么 些 族 居 民 被迁 徙 安置 在 各 地
。

余 庆

远 《维 西 见 闻录 》 载夷 人 说 “ 么 些
,

即 唐 书 所 载 么 些 兵 是也
。

元 籍 丽 江
,

明 土 知 府木 氏
,

攻 取 吐 蕃六村
、

康普
、

叶 枝
、

其 宗
、

喇 普地
,

屠 其民
,

徙么 些 戍 之
,

后渐 蕃 衍
” 。

又 自 序

说 “ 维西 于 唐 为吐 蕃 东封
。

万 历 间
,

丽 江土 知 府木 氏 寝强
,

日率 么 些 兵 攻 吐 蕃地
,

遂 取 各

要 害 地
,

屠 其 民
,

而徙 么 些戍 焉
。

自奔 子 栏 以 北 番 人 惧
,

皆降
。

于 是
,

自维西 及 中甸 并现 隶

四 川 之 巴 塘
、

里 塘
,

木 氏 皆 有 之
,

收 其 赋 税
,

而 以 内 附 上 闻 ” 。

按 《木 氏 宦 谱 》 载 自木 嵌

正 统七 年 袭职 以 下 泰
、

定
、

公
、

高
、

东
、

旺
、

青
、

增 隆 武 二 年
,

即 顺 治 四 年 卒 的二

百 年 中
,

得胜 于 忠 甸
、

你 那
、

鼠 罗
、

你 罗 等十 数地 的 战 绩记 载很多
。

在长江 第一 湾立 一 石 鼓
,

直 径约 四尺 五 寸
,

厚 二 尺 一面 刻 着嘉 靖二 十 七年 金紫主 人 木公 所 作 “ 太 平 歌 ” 和
“ 破 虏 歌 ” ,

一 面 刻 嘉 靖 四 十年 木 高 撰 “ 大 功大 胜克捷记 ” ,

纪 戊 申
、

己 酉 两 年 在 毛 怯 各



在阿 墩 子北六 站
,

应 在 今 梅 岭 山 以 北 地 区 等 处 的 战 绩
。

木 氏 不 断 扩 张 势 力
,

迫 使 丽 江居

民 迁往 驻 守
,

巩 固统 治 政 权
,

至 晚 明 为 盛
。

倪 蜕 《滇云 历 年 传 》 卷 十一康 熙 十 年
,

云 南 巡 抚

李 天 裕 题 奏 载 “ 丽 江 土 府
,

元 明 时 俱 资 以 蔽 蒙 蕃
,

后 日渐 强 盛
,

于 金 沙 江 外 则 中 甸
、

里

塘
、

巴 塘 等 处
,

江 内 则 喇 普
、

处 旧
、

阿 墩子 等 处
,

直 至 江卡
、

拉 三 巴
、

东卡
,

皆其 自用兵 力

所 辟 ” ,

则 木 氏 已 统治 昌都
、

巴 塘
、

里 塘 以 南地 区
。

在这 地区 散居 的 么 些 村 落 很 多
。

在 一 九

五四 年 展 开 民 族 识 别 的 调查
,

有 人 提 到纳 西 族 在 西 康地 区 有五 千 户 以 上 的 居 民
,

但 这 地 区 的

么 些 族
,

大都与 藏 族 融 合
,

有 称 为
“

么 些 古 宗 ” 如 在 阿 墩子 北 边 盐 井 县境
,

清 季 还 有 么 些 村

落
,

见 段 鹏 瑞 《巴 塘 盐 井 乡土 地理 志 》 自序 现 在 已为 藏 族
,

即 中甸 腹 地 的 东旺
,

原 是 么

些 村落
,

现 在 已 为 藏 族
。

又 木里 有 丽 江 迁 去 的 么 些 居 民村 落
,

瑜 在西 昌 时 闻木里 门功 韩 甲亚

说 已 报 为 藏 族 了
。

所 以 丽 江 以 北 在 早 期 居 住 着的 么 些 族
,

多 已 融 合于 其 他 族
,

只 在 中甸 属

沿 金 沙 江地 区 和 维西 境 内
,

还 有 许多 么 些 族村 落
。

纳 西 族 住 在 丽 江 地 区 的 年 代 已久
,

在 这 地 区 有 很 大 的 发 展
,

其 居 住 区 域 之 广
,

以 明代 晚

期 为盛
。

自清 初改 土 设 流 以 来
,

大 量 的 民 族 融合
,

即 纳 西 族融 合 于 其 他 族
,

或 其他 族 融 合 于

纳 西 族
,

变动 很 大
。

据一九 五 四 年 调 查
,

在 丽 江 区 纳 西 族 居 民 有 一 十 五万 三 百 一 十八 人
,

分

布 在丽 江
、

中 甸
、

维 西
、

宁 浪
、

永 胜
、

剑 川
、

德钦
、

福 贡
、

贡 山等 县 又 分 布 在 盐 源
、

盐 边
、

木 里 等地
,

共为 十 六 万多 人
。

上述 自远古 至 近代 纳 西 族迁 徙 和 居 住 区 域 的 情况
,

瑜 前写 《么 些 民 族考 》 一文
,

刊 于 一

九 四 四 年 出版 的 《民 族 学 研 究集刊 》 第 四 期
,

大 体 汇 集资料
,

而 错 误 甚 多
。

兹 略 说 渊 源迁 徙

和居 住 区 域
,

可 以 了解 这 个 民 族 在历 史 上 分 布 的 情况
。

至 于 社会历 史发 展 过程
,

已 有 云 南民

族调查 组编 写 的 《纳 西 族简 史 简志 合 编 》
,

一 九 六三 年 内部 铅 印
,

可 供 参 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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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蒙古 史 学会 在 呼 和 浩特 成 立

中国蒙 古 史 学 会 于 年 月 日 至 日 在 呼 和 浩 特 召 开 了成 立 大 会
。

内蒙古 自治 区 党委
、

革命 委 员会 的 领 导 同 志 周 惠
、

廷 愁
、

王 铎
、

孔 飞
、

王 逸 伦 等 和 中国

社 会 科 学 院 规 划 局梅 关桦 同 志 参 加 了 大会 并接 见 了 大会 代 表
。

内蒙 古 自治 区 社会 科 学 院院长

浩 帆 同志 致 开 幕 词
,

孔 飞 同 志
,

梅 关 桦 同 志 讲 了话
。

参 加 这 次 大 会的 还 有 我 国 蒙古 史 学 界 的

老 前 辈 和 来 自全国 各 地 科研 单位
、

高等 院校等 的 蒙古 史 学 工 作 者 一 百二 十 多人
。

这 次大 会
,

是我 国 蒙 古 史 学 工 作 者 的 一次 盛 大 的 集会
,

会 上 总 结 了三 十 年来 蒙 古 史 研 究

工 作 所取得 的 成 绩和 存 在 的 问题
,

提 出 了今后 二 十年 的 研 究 任 务和 奋 斗 方向
。

会 议 期 间进 行

了 广泛 的 学 术 交流
,

与 会 者 向大会 提 交 了七 十余 篇学 术 论文
。

大会 通过 了 《中国蒙古 史学 会

章 程 》 ,

选 出 了 中国 蒙 古 史 学 会理 事 会
,

理 事 长 翁 独 健
,

副 理 事 长 戈 瓦 蒙 古 族
、

韩儒 林
、

黄 静涛 蒙古 族
、

特 布新 蒙 古族
。

中国 蒙 古 史 学会是 一 个 专 门研 究 蒙 古 史 的 群众 性 学 术 团

体
,

它 的 基本 任 务是 团结全 国 各 族 专门 和 业 余 的 蒙 古 史 学 工 作 者 在 马 列 主义
、

毛泽东 思 想 的

指 导 下
,

采取 各种不 同 形 式
,

开 展 学 术 活动
,

进行 学 术 交 流
,

互 通 情 报
,

活跃 蒙古 史 研 究
,

促进 我 国 蒙古 史 研究 的 发 展
。

蔡 志 纯 供 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