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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豪猪龙爪箐村是一个古朴而充满生机的少数民族村落，村民的热情善良、乐观豁达、勤劳朴实，以及
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
《豪猪龙爪箐村调查》是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调研项目“村庄系列”调查之一。
该调研系列的主题是通过调查典型村庄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反映56个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
本书针对傈僳族豪猪龙爪箐村的历史变迁，以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进行全景式调查研
究，以展示该村庄的发展历程和现状。
本书由黄健英、王德强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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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傈僳族在大规模迁徒的同时，留下少部分人居住在故地，这样就形成了今天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
特点。
傈僳族的历史是一部艰辛而漫长的迁徙史，从遥远的古代，先是从青藏高原由北而南到金沙江，后由
东向西到澜沧江一带，再向西到怒江以及更西更南的地方，按照傈僳族的说法是“顺着太阳落的地方
迁徙”“追赶太阳的民族”。
②金沙江、澜沧江、怒江自古就是民族迁徙特别是氐羌族群由北而南迁徙的自然通道，又是民族流动
的走廊，澜沧江居中，是其主要通道。
由于维西县地处三江并流的腹地，自然而然就成为了南来北往的各民族滞留和经过的地理要冲，也成
为傈僳族长期驻足的地方和傈僳族文化聚集和传播的要冲。
维西县境古代属巨津州之地，卢蛮也是傈僳族的先民，说明傈僳族在县境居住的时间早于纳西族。
　　维西县内居住的傈僳族在历史上并未形成部落，还停留在氏族公社的末期，他们长期受纳西族土
司头人统治，深受官府和外族地主富农的压迫剥削，并且长期以来与汉族、白族、彝族、纳西族等民
族的人民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融进了不少其他民族的血缘。
 　　豪猪龙爪箐村傈傈族人口占全村总人口的98%，是一个以傈傈族为主体的村寨。
所在的保和镇有汉族、傈傈族、白族、藏族、普米族等民族，汉族人口占60%以上。
豪猪龙爪箐村位于县城所在地保和镇，县城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因而该村的傈傈族与附近的汉族、
纳西族、藏族等民族联系较多。
是近几十年，人口的流动性增强，豪猪龙爪箐村的傈傈族开始走出大山，与其他民族的交往越来越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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