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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以云南15个特有少数民族，哈尼族、傣族、基诺族、布朗族、佤族、拉祜族、德昂
族、景颇族、阿昌族、白族、普米族、纳西族、傈僳族、怒族和独龙族为主线，以民族
农业生物资源和传统知识为对象，在访谈和实地调查、数据资料分析的基础上，总结介
绍了云南特有少数民族及其农业生物资源的概况，以及各民族主要居住地的自然、社会
经济环境，主要农事活动、生产习俗和管理利用农业生物资源的方法，阐述了各特有少
数民族所拥有的特有、特优、特用农业生物资源数量及主要特性，论述了农业生物资源
的作用及其所面临的问题。
本书可以作为少数民族文化研究者，作物种质资源、作物育种、民族植物学方面的高等
院校师生和农业科技决策者的重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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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一章云南特有少数民族简介及其农业生物资源调查概况第一章云南特有少数民族简介
及其农业生物资源调查概况云南是现今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云南省地
处我国西南边陲，与缅甸、老挝和越南接壤，拥有长达4060km的边境线，位于全球三大
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具有地理生态环境复杂、气候类型多样、生物和物种资源居
全国首位、特有少数民族多、民族传统文化丰富等特点。境内海拔高差悬殊（76?4～674
0m），高山、深谷与山间盆地相间，北热带、南亚热带、中亚热带、北亚热带、南温带
、中温带和高原气候7种气候类型交错分布。这种特殊的地理及生态形成的若干“地理隔
离”和“生态隔离”的生境导致了生物的“生殖隔离”，限制了其“基因交流”，从而
赋予这块土地丰富多彩的生物物种和大量特有珍稀属种。同时，北面有青藏高原庇护，
云南受第四纪冰川的影响甚微，使这块土地成为不同地质时期“生物的避难所”，致使
各个地质时期的众多生物物种得以保存下来［1］。所以，虽然全省土地面积只有39?4万
km2，占全国土地面积的4?1%，却拥有全国60%以上的动植物资源种类，被誉为“植物
王国”和“动物王国”。全省共有26个世居民族，2010年年底总人口4596万人，其中少
数民族人口超过1/3；在25个少数民族中，有16个跨境民族及15个特有少数民族：哈尼族
、傣族、基诺族、布朗族、佤族、拉祜族、德昂族、景颇族、阿昌族、白族、普米族、
纳西族、傈僳族、怒族、独龙族，人口616?8万人。其中白族、纳西族、傈僳族、怒族、
独龙族和普米族6个云南特有少数民族较集中生活的滇西北地区，虽然其土地面积仅约占
全国土地面积的0?8%，却拥有全国1/3左右的高等植物和动物种数，被世界公认为是全球
景观类型、生态系统类型和生物物种最丰富、特有物种最集中的地区，中国和全球生物
多样性的富集区和物种基因宝库，全球25个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之一［2～5］。
云南特有少数民族地区蕴藏着丰富的农业生物资源及传统文化。各民族在长期管理、利
用各种生物资源的生存实践过程中，通过自然和人为作用选择和保留了极其丰富而独特
的农业生物资源，主要包括作为当地民族食物、医药、染料、服饰等来源的粮食、油料
、薯类、
蔬菜等作物及果树
、药用植物、野生菌类、部分畜禽等
动植物资源。
第一章云南特有少数民族简介及其农业生物资源调查概况第一章云南特有少数民族简介
及其农业生物资源调查概况云南是现今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云南省地
处我国西南边陲，与缅甸、老挝和越南接壤，拥有长达4060km的边境线，位于全球三大
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具有地理生态环境复杂、气候类型多样、生物和物种资源居
全国首位、特有少数民族多、民族传统文化丰富等特点。境内海拔高差悬殊（76?4～674
0m），高山、深谷与山间盆地相间，北热带、南亚热带、中亚热带、北亚热带、南温带
、中温带和高原气候7种气候类型交错分布。这种特殊的地理及生态形成的若干“地理隔
离”和“生态隔离”的生境导致了生物的“生殖隔离”，限制了其“基因交流”，从而
赋予这块土地丰富多彩的生物物种和大量特有珍稀属种。同时，北面有青藏高原庇护，
云南受第四纪冰川的影响甚微，使这块土地成为不同地质时期“生物的避难所”，致使
各个地质时期的众多生物物种得以保存下来［1］。所以，虽然全省土地面积只有39?4万
km2，占全国土地面积的4?1%，却拥有全国60%以上的动植物资源种类，被誉为“植物
王国”和“动物王国”。全省共有26个世居民族，2010年年底总人口4596万人，其中少



数民族人口超过1/3；在25个少数民族中，有16个跨境民族及15个特有少数民族：哈尼族
、傣族、基诺族、布朗族、佤族、拉祜族、德昂族、景颇族、阿昌族、白族、普米族、
纳西族、傈僳族、怒族、独龙族，人口616?8万人。其中白族、纳西族、傈僳族、怒族、
独龙族和普米族6个云南特有少数民族较集中生活的滇西北地区，虽然其土地面积仅约占
全国土地面积的0?8%，却拥有全国1/3左右的高等植物和动物种数，被世界公认为是全球
景观类型、生态系统类型和生物物种最丰富、特有物种最集中的地区，中国和全球生物
多样性的富集区和物种基因宝库，全球25个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之一［2～5］。
云南特有少数民族地区蕴藏着丰富的农业生物资源及传统文化。各民族在长期管理、利
用各种生物资源的生存实践过程中，通过自然和人为作用选择和保留了极其丰富而独特
的农业生物资源，主要包括作为当地民族食物、医药、染料、服饰等来源的粮食、油料
、薯类、蔬菜等作物及果树、药用植物、野生菌类、部分畜禽等动植物资源。
在栽培、管理和利用的农业生物资源方面，云南省拥有主要栽培植物500余种，重要野生
近缘植物600余种，是我国3种野生稻、金荞麦（Fagopyrum cymosum
L?）等国家重点保护农业野生资源的主要产地之一；是亚洲栽培稻(Oryza sativa
L?)、荞麦(Fagopyrum esculentum Moench)、茶［Camellia sinensis (L?) O?
Kuntze］、甘蔗（Saccharum sinense Roxb?）等主要粮经作物的起源地或多样性中心。此
外，云南还是蜡质玉米、云南小麦亚种(Triticum aestivum ssp? yunnanense King，当地称“
铁壳麦”）等农作物的次生起源中心。在世界上已命名的18个种、2个亚种和2个变种的
荞麦资源中，云南分布有12个种、2个亚种和2个变种，占世界荞麦种数的2/3以上［6～8
］。已报道的云南野生菌类资源1100多种，占全国2/3强，居全国之首。已确定有药用价
值或功能的药用植物多达6559种，占全国的51%，是著名的“药材之乡”。云南饲养的
畜禽动物种类繁多，其中不乏版纳微型猪、贡山独龙牛（大额牛）、龙陵黄山羊和云龙
矮脚鸡等特有畜禽资源。我国农业生物资源的调查、收集与保存研究，一直受到党和国
家的高度重视，自20世纪50年代起，特别是在80年代，开展过多次针对某些特殊地区的
大规模的农业生物资源调查与收集工作，使我国国家种质库（圃）保存的各类农业生物
资源总数达到了40余万份，进入了世界生物种质资源保存数量较多的大国行列。由于受
交通条件和科技投入限制，过去的农业生物资源调查工作对于边远、贫困和经济欠发达
的少数民族地区重视不够，这些地区已被公认是目前农业生物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但是,
随着现代农业科技的迅猛发展，各种农业新技术、新品种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普及、推广
与应用，当地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及旅游业的发展壮大，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传统农
业耕作制度的变革，当地民族饮食结构的改变与外来文化的渗透，云南特有少数民族地
区丰富的农业生物资源正面临被大量丢弃或消亡的威胁，农业生物资源的传统文化知识
也处于被淡忘的危险境地。有鉴于此，2006年开始，国家科技部基础性工作专项资助开
展“云南及周边地区农业生物资源调查（2006FY110700）”项目，次年，云南省科技厅
科技创新强省计划资助实施“云南农业生物资源调查与共享平台建设（2007C0219Z）”
项目。在对以上两个项目调查资料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综合15个特有少数民族相关
文献资料，编写形成本书。第一节云南特有少数民族简介
云南省有世居民族26个，即汉族、彝族、白族、哈尼族、壮族、傣族、苗族、傈僳族、
回族、拉祜族、佤族、纳西族、瑶族、景颇族、布朗族、布依族、阿昌族、普米族、怒
族、藏族、德昂族、基诺族、水族、蒙古族、满族和独龙族。2000年普查人口总数4236
多万人，25个少数民族人口总数1415?3万人，占全省人口总数的33?41％，仅次于广西壮
族自治区，居全国第二位；云南特有少数民族有15个，即哈尼族、傣族、基诺族、布朗



族、佤族、拉祜族、德昂族、景颇族、阿昌族、白族、普米族、纳西族、傈僳族、怒族
和独龙族， 除了白族和独龙族只有全国该民族80%左右的人口在云南外，其余13个特有
少数民族95％以上的人口都生活在云南（表1?1）。其中，还有布朗族、阿昌族、普米族
、怒族、基诺族、德昂族和独龙族7个民族为人口较少民族，占全国22个人口较少民族的
31?8%，云南省为全国人口较少民族最多的省份。表1?12000年云南特有少数民族人口及
其主要聚居区 (单位：万人)民族〖〗全国该少数民族人口〖〗云南省该少数民族
人口〖〗占全国该民族人口比例/%〖〗占云南省总人口
比例/%〖〗主要聚居区阿昌族〖〗3?3936〖〗3?3519〖〗98?77〖〗0?079〖〗德宏傣族景
颇族自治州（陇川县、梁河县）白族〖〗185?8063〖〗150?5644〖〗81?03〖〗3?554〖〗
丽江市玉龙县，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兰坪县和泸水县，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云龙县
、洱源县、剑川县和鹤庆县）布朗族〖〗9?1882〖〗9?0388〖〗98?37〖〗0?213〖〗西双
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景洪县)，临沧市（双江县、永德县、云县和耿马县)，普洱市
（澜沧县、墨江县）傣族〖〗115?8989〖〗114?2139〖〗98?55〖〗2?696〖〗德宏傣族景
颇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临沧市（耿马县）,普洱市（孟连县、景谷县），玉溪
市（新平县）德昂族〖〗1?7935〖〗1?7804〖〗99?27〖〗0?04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
州（芒市），临沧市（镇康县）独龙族〖〗0?7426〖〗0?5884〖〗79?24〖〗0?014〖〗怒
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县）哈尼族〖〗143?9673〖〗142?4990〖〗98?98〖〗3?364〖〗西
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红河县、元阳县和绿春县）,普洱市（墨江
县、江城县、镇沅县和宁洱县），玉溪市（元江县）基诺族〖〗2?0899〖〗2?0685〖〗98
?98〖〗0?049〖〗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基诺乡景颇族〖〗13?2143〖〗13?0212〖〗9
8?54〖〗0?307〖〗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陇川县、芒市、瑞丽市、盈江县和梁河县）
拉祜族〖〗45?3705〖〗44?7631〖〗98?66〖〗1?057〖〗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
普洱市（澜沧县、西盟县、孟连县），临沧市（双江县和临翔区）纳西族〖〗30?8839〖
〗29?5464〖〗95?67〖〗0?698〖〗丽江市（古城区、玉龙县、宁蒗县和永胜县），迪庆
藏族自治州（维西县、香格里拉县）怒族〖〗2?8759〖〗2?7738〖〗96?45〖〗0?066〖〗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贡山县、兰坪县），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县）普米族〖
〗3?3600〖〗3?2923〖〗97?99〖〗0?078〖〗丽江市（玉龙县、宁蒗县），怒江傈僳族自
治州（兰坪县和泸水县）傈僳族〖〗63?4912〖〗60?9768〖〗96?04〖〗1?440〖〗怒江傈
僳族自治州（泸水县、兰坪县、福贡县、贡山县），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县）佤族〖
〗39?6610〖〗38?3023〖〗96?57〖〗0?904〖〗临沧市（沧源县、双江县、镇康县和永德
县），普洱市（澜沧县、西盟县）合计〖〗661?7371〖〗616?7812〖〗〖〗〖〗一、 云南
特有少数民族的迁徙、语言文字与人口分布〖1〗（一）云南特有少数民族族源及迁徙
大多数史学家和民族语言学家都认为，云南省的15个特有少数民族相互之间曾有千丝万
缕的历史渊源。他们认为这15个云南特有少数民族为中国古代氐羌、百越和百濮三大族
群的后裔（表1?2）,即这三大族群历经几千年的民族融合和分化后逐渐形成了现今云南
省的15个特有少数民族。其中，迁自中国南方的百越族群［9］演变成了傣族，云南土著
民族百濮族群［9，10］演化成了布朗族、德昂族和佤族［9，10］；而来自中国古代甘
肃、青海黄河和河湟地区的氐羌族群则形成了白族、哈尼族、傈僳族、拉祜族、纳西族
、景颇族、阿昌族、普米族、怒族、基诺族和独龙族［10］。但除傣族发源于百越族群
，布朗族、德昂族和佤族源自百濮族群已有统一观点外，另外11个特有民族的族源尚有
诸多争议。1?云南土著——古百濮族群后裔的迁徙
（1）布朗族。自称布朗族、帮族、阿瓦族、阿尔瓦族、伊瓦族、佤族和翁拱族等，为中



国西南历史悠久的土著民族之一，源自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公元前221年）分布
在滇西澜沧江和怒江流域等地的“百濮”族群一支［11］。
秦汉时期，“百濮”族群的居住区与春秋战国基本无异。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元封二年
），西汉置益州郡，下辖惜唐（保山）、不韦（保山以南）等时，他们的活动区域已受
西汉王朝统治。69年(东汉永平十二年)，汉设永昌郡时，他们主居在永昌郡西南、南和
东南部，即今保山市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以下简称德宏州）南部及澜沧江流域、
普洱市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以下简称西双版纳州）一带。此时，他们以狩猎和采集
为生，受外来民族统治阶级的压迫，频繁迁徙。但他们大规模地迁徙始于李恢迁数千濮
人至祥云、滇池一带。西晋时，永昌濮人一部南迁镇康、凤庆和临沧一线。唐时，布朗
族先民“朴子蛮”生活在北靠中甸（今香格里拉县）和维西，西抵怒江西岸，南达西双
版纳的广大地区，并受南诏国政权（738～937年）统治。隋唐后，布朗族先民被称“扑
子”、“扑”、“蒲满”和“蒲人”等。宋时，布朗族先民受宋大理国（938～1253年）
统治。大理国后被“金齿白夷”（傣族先民）所据，原居大理的濮人和窝尼(现哈尼族)
被迫再度南迁。这时“蒲人”主要集中居住在澜沧江以西，直指伊洛瓦底江上游。元、
明、清时期称布朗先民“蒲蛮”。明设顺宁府，即今凤庆县、临翔区和双江县一带，以
蒲头人充任土知府。随后，居滇南的部分蒲人发展成现代布朗族。
（2）德昂族。德昂族也是中国西南边陲古老的土著民族之一，源自古代濮人［12］，大
约11世纪前后，从古濮人中分化并形成单一民族，自称“德昂”。“昂”在德昂语中意
为“岩洞”，“德”为尊称附加语。相传，德昂族祖先曾居山洞。因此，“德昂”自称
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德昂族先民居岩洞的历史。唐宋时，德昂族先民被称“茫蛮”、“扑
子蛮”和“望苴子蛮”；元明时被称“金齿”、“蒲人”；清时称“崩龙”。他们现有
“别列”、“汝买”和“汝波”三大支系。其居住区的当地汉族常根据德昂族妇女服饰
，分别称“别列”为“红崩龙”、“汝买”为“黑崩龙”、“汝波”为“花崩龙”。
他们的远古祖先早在公元前2世纪就已居住在怒江两岸。据传，他们的祖先发祥于今德宏
州芒市一带。因此，他们的古代祖先主居今德宏州坝区，经营稻作和茶叶，先后臣服于
汉、晋王朝及南召、大理国，元以后成为当地傣族土司属民。元中期，当地傣族封建领
主势力的侵夺和压迫，迫使他们或逃亡山区，或迁至今镇康县。至清时，他们主要分布
在永昌(今保山、德宏)、顺宁(今凤庆县、临翔区、双江县)及与缅甸交界的地区。（3）
佤族。自称佤、布饶克、阿佤和勒佤等，他称有拉、本人、阿佤和佧佤等，史载哈喇、
哈瓦和卡瓦等，意为“住在山上的人”。他们源自唐时跨澜沧江和萨尔温江东、西两岸
，北达今德宏州和保山市一带，南及今缅甸景栋和泰国清迈地区，从“濮人”中分化出
来的“望蛮”或“望人”［13,14］。
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元封二年），汉设益州郡辖高黎贡山以东的惜唐（保山）、不韦（
保山以南）等时，佤族、布朗族和德昂族的先民——濮人主要活动的澜沧江以西地区已
在汉朝统治之下。69年(东汉永平十二年)，汉设永昌郡，辖今临沧市、普洱市、德宏州
和西双版纳州等佤族先民分布的广大区域。魏晋及南北朝时期，中原王朝均沿东汉建置
，设立永昌郡。唐代，佤族先人受南诏统治，大量汉民移居滇西及今西双版纳。此时，
德宏地区傣族日益强大，佤族先民局部西迁，并逐渐集中至今西盟佤族自治县和沧源佤
族自治县境内。宋大理国南征时，永昌府管辖的耿马、孟定佤族先民开始西迁，至明洪
武十五年(1382年)3月，废谋粘路，麓川军再度进侵犯孟定、耿马，使耿马部分佤族再度
迁徙［14］。元时的佤族居住区分属镇康路和孟定路军民总管府。明朝设立孟连长官司
，其他佤区设镇康御夷州和孟定御夷府，后将孟定御夷府分置耿马宣扶司府。清代前期



沿用明制。2?古百越族群后裔——傣族的迁徙
傣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1世纪的汉籍中已有关于傣族的历史记载，自称傣仂、傣雅
、傣那和傣绷等［15～17］。汉时称傣族先民为滇越、掸，与当时福建闽越、广州南越
、广西及越南北部西瓯越和骆越、两广扬越、皖南及赣湘东部山越、浙江大越、于越和
瓯越统称“百越”或“百粤”；魏晋时称僚、鸠僚、越、濮；唐、宋称金齿、黑齿、白
衣；元、明称白夷、摆夷和百夷等。1949年后定名为“傣族”。人们通常把吸收汉文化
较多、近似汉族的傣族称为汉傣，讹传“旱傣”，而把保持较多本民族特点的傣族称“
水傣”。后者主要分布在今西双版纳、孟连和瑞丽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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