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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章 殉情面面观　　一、“世界殉情之都”　　殉情之风　　丽江纳西族的殉情习俗，最早记
载于汉文史书的是光绪《续云南通志》一书：“滚岩之俗多出丽江府属的夷民，原因：未婚男女，野
合有素，情隆胶漆，伉俪无缘，分袂难已，即私盟合葬，各新冠服，登悬岩之巅，尽日唱酬，饱餐酒
已，则雍容就死，携手结襟，同滚岩下，至粉骨碎身，肝脑涂地，固所愿也。
”　　四川省盐源县邑人陈震宇与清同治甲戌年（十三年，公元1874年）抄呈的《盐源县志》中也有
有关纳西族殉情习俗的记录。
该志书中所载的《盐源杂咏》中说：　　“谁谓蛮家无是非，两情相向更相依，今生只合风流死，化
作鸳鸯到处飞。
（幺摩，奸情败露，男女俱自尽，俗名风流死。
）”　　“取次贪花情大浓，风流肠断形踪踪，纵然化作双蝴蝶，未必花间得再逢。
（夷俗，男女私通情愿，即采断肠草和酒饮，肠断同死，名日风流逝。
）”　　段绶滋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纂修的《中甸县志》卷下中记日："摩些族（即纳西）男女
最重恋爱，每因婚姻不称己意，辄于婚嫁之前，男女转引自傅于尧：《盐源、木里二县民族历史文化
考察记略》，载《雅砻江下游考察报告》，中国西南民族学会印，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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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回顾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历史，可用四句话加以形象的概括，那就是“生于动荡，立于国难，少壮挫
折，中年复兴”。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引进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末期，其时军阀割据，动荡不安；此后抗战八年内战四年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开拓者们就是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中辛勤耕耘，筚路蓝缕⋯⋯沧桑百年，斗转星
移，现在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可以说进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
虽然如此，然而如上所述，面对当前国内外悄然兴起的文化自觉和无所不在的文化诉求，面对全球化
和现代化的浪潮．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无疑承受着巨大的挑战。
如何适应社会的发展而进行学科的建设，如何在融入国际学界的同时努力实现本土化，如何普及人类
学民族学的知识以提高国民的教养和素质，如何进行创造性的应用研究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服务等，均
为重大而紧迫的谬题。
     本丛书的问世，一定程度地反映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发展的状况，作为新时期的具有代表性和规模
性的研究成果。
必将载入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发展的史册。
 本书是“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文库”之《最后的长房--基诺族父系大家庭与文化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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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晓云，1961年11月生于昆明，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科研组织处处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
家，是云南省“四个一批”(一批名理论家)、云南省优秀社会科学专家。
长期从事民族文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研究，先后数十次往日本、越南、泰国、法国、挪威、奥地利
等近20个国家进行学术活动，在国际学术界享有一定声誉。
其主要著作有：《文化认同与文化变迁》、《最后的长房》、《全球化背景下的云南与东南亚傣泰民
族文化多样性》、《全球化与民族文化》、《水文化与生态文明》等，并在《中国社会科学》等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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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长房——基诺族父系大家庭与文化变迁》一书，2005年10月曾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现稍
作修订收入“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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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基诺族的文化特征　　1．来源传说　　基诺族人民自古就居住在基诺山区，但是他们的历
史已经很难追溯。
他们从哪里来，今天已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只有从基诺族代代流传的古老传说中探寻到一些踪迹。
据传说，基诺族是跟随孔明征讨西南而进入云南的军队留下来的后人。
这支军队在经过基诺山的时候，由于山高少粮而停下来休整。
当地的山箐中有很多螃蟹，士兵们便下河去抓螃蟹。
孔明告诉大家，将螃蟹放在水里煮，一直煮到螃蟹发白才可以吃。
士兵们将螃蟹放在水里煮，煮了很长很长的时间，螃蟹都是红色的，不会变成白色。
这时候士兵们也都累了，就躺下睡觉，等到他们一觉醒来的时候发现孔明已经走了。
这些士兵也就迷失了方向，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于是就在当地驻下。
第二个传说大同小异。
说当年孔明南征来到云南并与佤族首领发生战争，由于佤族军队善于森林作战，因此蜀军打了很长一
段时间也不能战胜佤族的军队，很多士兵被迫跟随孔明撤退到今天的基诺山一带。
在这里，森林遮天蔽日，士兵们没有吃的，没有住的，但没有皇帝的命令不能返回，只有做好长期作
战的准备。
孔明将自己的帽子摘下来放在地上，手一挥，帽子变成了房子，士兵便按照孔明帽子的式样建起了房
子。
接着孔明再一挥手，天上撒下了稻谷与茶叶种子，接着长出了茂盛的谷子，茶叶也发出了嫩叶。
于是士兵有了吃的、住的，在这里安家扎寨，并和当地的妇女结婚生育，种植稻谷和茶叶。
当孔明要撤回到中原的时候，正值深夜，一部分士兵正在睡觉，听到孔明的马铃响时，他们急急忙忙
跑出来看，孔明已经带着他的一些士兵升上了天空。
他们再也追赶不上孔明了，只有在当地驻下来，因此被称为丢落的军队，也被称为“丢落族”，就是
今天的基诺人的祖先。
这些历史传说虽然不能证明基诺族就是孔明留下来的军队的后裔，但说明基诺族自古就和中原的其他
民族有着密切的联系。
（亚诺寨，木拉资、沙腰，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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