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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北和西南地区古民羌族的关系

李昆声*

中国西北地区是古代民羌族的发源地.西南地区是古代民羌族的分布地.中国西南

地区的古民羌族是由西北地区迁徙而来.这是中国许多老一辈的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

我想、从考古学的角度来加以论证。这里举中国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古民羌族相同的

8 项考古学文化特征.以及一些民族学的印证资料来加以说明。

第一项是关于彩陶，这是中国西北地区最具有代表性的器物。过去.西北地区的新

石器时代文化一度被笼统的称为.彩陶文化

中国西北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文化如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半山文化、马厂文化.

都是出土彩陶的新石器文化。

中国西南地区新石器文化中.近年来也发现彩陶。最重要的是西藏昌都市的卡若遗

址出土彩陶.与西北地区马家窑文化的马厂类型彩陶相似[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编

1985J 。

此外.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四川眠江上游的汶川县姜维城、理县薛城区也发现了属于

西北地区马家窑文化系统的彩陶。四川大凉山和云南小凉山地区彝族彩绘漆器很有马家

窑文化的彩陶凤格[四川大学历史系编 1965、长办考古队等 1978J 。

第二项是关于埋葬制度。在距今ω∞年前的仰韶文化的陕西省西安市半坡村遗址中

发现过几十座埋葬儿童的墓葬.把夭折的幼童尸体埋在陶瓮旦瓮口盖一个陶钵或者陶

盆。稍大一些的儿童则用两个陶瓮合起来。而且还有意在盆、钵上敲出一个0.5- 3 an 

的小洞[中国科学院等 196.3J 0 这种埋葬儿童的瓮棺葬.在中国西南的云南省宾川县

白羊村、元谋县大墩子距今3600- .38∞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中也有发现[李昆声·

肖秋 1980J 0 根据对云南倪族的调查.瓮棺上有意敲出的小孔是供灵魂出人的[李仰

松 1961] 0 

第三项也是埋葬制度。关于古民羌人是实行火葬的民族.在古文献上最重要的记载

是(吕氏春秋、义赏篇)民羌之民，其虏也，不忧其系累，而忧其不焚。

在西北地区甘肃省临挑县寺洼山发现的寺洼文化.时代大约距今.30∞年前.发现了

火葬墓[夏 19611 0 

青海省卡约文化中发现火葬墓.而且.这个文化的一种类型一阿哈特拉类型所处的

地域，正是{后汉书、西羌传}所记的古羌人的一支一析支羌的活动区域[和 1981 、俞

1981J 。

*云南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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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数民族属于民羌系的后裔者.多数是实行火葬的。例如西南地区的彝族、哈

尼族、纳西族、拉枯族传统葬俗是火葬。

第四项谈建筑式样。我国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发现多种建筑遗存.这些原始

居民的住房形式可以归为两类;

第一类:以陕西省西安半坡为代表的半地穴式住房.参观半坡博物馆便会发现这

种住房边长一般 4 - 5 m. 面积20nf左右.有圆形和方形两种.往地下挖4O-80cmo 住房

地面比路面低，房屋四周生红土就是墙壁。这样的房屋冬暖夏凉.适宜北方干燥少雨地

区居住.陕西省农村现代还住的窑洞应该来源于此。在中国西南的云南省大理市的新石

器时代遗址中也发现此类半地穴式住房。

第二类房屋是平地起建的粘土木结构房屋。在西安半坡村发现一种边长 4m左右.

四周挖柱洞.栽埋木柱.然后用草抹上泥涂抹.再用火烘干成为墙壁。这种类型的房屋

在云南省宾川县白羊村、元谋县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发现过。这种建筑风格与傣

族或{瓦族的高脚屋(竹楼)完全不同。只能说明住这种风格房屋的主人不是南方系统的

百越或百楼.而是北方系统的民羌族。

第五项是图腾崇拜物。在西安半坡村发现大量仰韶文化的彩陶上都画有鱼的图案。

最有意思的是在一件彩陶片上圃出人面鱼表示人和鱼的特殊关系.是把鱼作为图腾来

加以崇拜的[社 1981] 。古代民芜的后裔藏族祖祖辈辈都禁止食鱼.在西藏一些河流

中.至今都可以用手抓到鱼说明几千年来，鱼是不怕人的。藏族禁食鱼与他们祖先的

鱼图腾崇拜有关。

第六项是关于农作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种植农作物的基本格局是.南稻北粟

中国最早的小米是在仰韶文化半坡遗址中发现的，距今有ω00年。在马家窑文化中有稍

晚一些的粟。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发现距今约4000至5∞0年的小米.是由西北传来的。

第七项是陶器上的刻划符号。在西安半坡出土的陶器上.发现一些刻划符号，这些

符号笔划虽简单但很有规律，→共发现100多个符号.可以分为24种。这些符号可能代

表器物拥有者或者制造者的徽号、标记。虽然还不是文字.还属于符号.但已具有一些

文字特征。

在云南大理市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陶器上.也发现类似陶器刻划符号。在贵州省威宁

县中水汉墓中发现一些陶器刻划符号，发掘报告作者认为墓主是民羌族.这些刻划符号

与老彝文有关[贵州省博物馆等-1981-j -0 

第八项是陶器的器型特征。在仰韶文化中发现很多专门用来汲水的陶器一尖底瓶。

比如在陕西省宝鸡市北首岭、西安市半坡等遗址中都大量发现这种器物。远在云南的元

谋县大墩子也发现过类似器物。

还有.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马家窑文化、半山文化和马厂文化等.陶器器型

多半是罐、壶、盆、碗.没有三足器，这些特征和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四川西昌礼州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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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云南元谋县大墩子遗址的陶器风格都很-致。再如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陶器多高领、

带流、多耳器.在云南宾川|、元谋、维西县出土陶器上也很类似。

以上八项考古学文化特征说明中国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都是古代民羌人居住区.

而且.他们之间的经济文化有密切关系。这个关系就是:中国西南地区的古代民羌族是

从西北地区迁徙而来或者说.至少一部分是从西北地区迁徙而来，这从许多方面可以

印证。

首先是古典文献。(史记}中提到的黄帝族.原先是居住在中国西北地区的游牧民

族.后来有一部分往东迁徙.进入中原.从事农耕.与夏族、周族融合成华夏族.就是

今天汉族的祖先。与黄帝族同族的一些羌族部落.仍然留在西北地区.从事游牧。所以.

字典{说文解字}羊部说.羌.西戎牧羊人也.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有

25个儿子.也就是说黄帝族有25个部落其中 2 个儿子.就是两个部落→个叫青阳的

部落.从西北地区南下到川滇交界的金沙江一带.另-个叫昌意的部落南下到四川雅薯

江一带。( (史记、五帝本纪)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其一曰玄嚣.

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 (按.江水 即金沙江若水

即雅袭江)

此外.在{后汉书、西羌传}上记载了先秦时期羌人一次很大的南迁.其中一个部

落叫把牛种.迁到后来汉朝所设立的越酷郡.地点在现在四川省西南部和云南省西北部.

在{后汉书}上被称为.越黯羌'。在三国时期{华阳国志、南中志}上被称为.磨沙

夷.。在唐代{蛮书}中被称为{磨些蛮) .己故云南大学著名历史学家纳西族方国瑜

教授考证.居住在现在云南丽江、宁藻、维西、中旬以及四川盐源的纳西族.就是古羌

人的后裔[方 1944] 。

在纳西族的丧葬仪式上.也反映出他们祖先是从西北地区迁徙来的。当举行宗教仪

式. 由纳西族的巫师东巴念经送死者的灵魂回到祖先居住的地方.其路线是往北.送过

金沙江以后.还要往北走很远。另外.纳西族传说他们的祖先是从一个叫.多弥.的地

方迁徙而来据考证多弥.就是现在的青海省玉树州通天河一带[李 1981] 。

藏族族源中也有古民羌成分。关于藏族的来源.在藏族本民族古藏文中记载.一种

说法是狲猴与仙女结婚生六个孩子.是藏族祖先.传说与仙女结婚生子的地点在西藏山

南地区的泽当。泽当.是藏语.意为游戏的平台.就是狲猴与子女们玩耍的地方。西

藏已经有旧石器时代考古发现藏族应当有一部分是古代居住在西藏的.这个传说也说

明藏族为土著。但藏族祖先中.还有一部分是中国西北地区南下的古民羌人。清代学者

中就有这个观点其民人者……本出葱岭……嗣后南迁. (清刘赞廷{西藏历史择

要) .北京.民族文化宫存本) [王、索 1980] .此外.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大量遗物证

明是与中国西北新石器文化有密切联系.有的是直接传播的，如前述种粟。

最后谈一下底羌南下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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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西北青海省和西南四川省的横断山脉的河谷通道.是传统的民羌南下路线.

西北地区的古代民羌人沿着金沙江、雅若江、眠江经川西到云南.沿怒江、澜沧江进人

云南西南部乃至东南亚缅甸、泰国。

今天.在中国西南地区居住的彝族、藏族、纳西族、白族、哈尼族、景颇族、保傣

族、拉拮族、土家族、普米族、怒族就是古代民羌族的后裔.或者是与古代民羌族有密

切关系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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