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

教师专业发展与创新教育研究 3 卷 7 期

 ISSN: 2661-4987(Print); 2661-4995(Online)

应变与思变 : 元代至今独龙族文化变迁的历史人类学解读

——基于查尔斯·泰勒文化的现代性理论视角

俞志飞	

保山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独龙族自元代开始，其居住在独龙河谷两岸，受到其特殊地理、人文与生态因素影响，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作

为我国“直过”、人口较少与跨境民族，独龙族受到了党组织与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本文在深入分析学术资料基础上，

结合历史考证，民族学研究成果与实地调查等，划分四个阶段分析独龙族文化，并进行历史人类学解读，从查尔斯·泰勒

文化角度开展分析，所得结论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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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结合实地调查资料，仔细梳理学术，站在查尔斯·泰

勒文化视角，叙述历史学，考证民族学成果 [1]。对独龙族文

化从古至今 700 多年的变动进行解读。主要从四个阶段进行

分析，探寻不同时期的文化变迁，报道如下：

1. 元明清：初民社会、封闭而居

此阶段虽说历史资料描述比较粗略，但是文字所述的

社会封闭，且进程缓慢，可推知变迁来自外源性动力，比如：

中央政治权利更迭、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变迁等。

1.1 以氏族作为主体，封闭而居

独龙族传统文化形式形成本身是漫长的过程，经历了采

集—狩猎经济、刀耕火种、手雷等，赋予其封闭、自足特质，

从不同年间史料可对百余年独龙族社会、经济与文化变化做出

判断。自清代开始，汉文化与俅人、周边少数迷住存在一定程

度交流，在土司制度建设滞后，外界经济交往逐步增加，并将

原有氏族社会作为主体，封闭且缓慢的经历着王朝的更替。

1.2 受各方压迫，历史意识模糊

自我认知内，存在着异方知求同理念。民族意识形成

也是如此，正如梁启超所说：“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而自

觉为我”[2]， 只有在与族群文化交流内感受差异，才可形成“我

族”概念。清代之前，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独龙族为长期

封闭而居，与外界交流、互动较少。形成本地区为中心的族

群理念，仅知晓本族，未能分析他族，族群意识较为薄弱，

民族性格内向，且民族性格羞涩。雍正年间，清政府在独龙

江地区建设了土司制，藏族土司势力、藏传佛教视力不断增

强，独龙人受到重重阶级压迫、残酷掠夺，在怒族、傈僳族

长期交往内，弊端显现，惧怕周围少数民族，导致民族意识

从本族中心论朝着汉族、藏族中心论过度，民族意识与主题

发展医院逐步减弱 [3]。

2. 清末至建国初期：民族三交、国家认同

独龙族在近代民族交往内，长时间处于劣势，此阶段

民族自决意识较弱，就政权更迭、市场变化与民族交往往往

处于被动阶段，文化特征最为突出的表现在于国家认同增

强，变迁以外源性动力为主，集中为贸易、市场经济因素。

2.1 民俗未移，基督教开始传入独龙江

此时独龙族民俗文化与清代俅人所记载的基本相同，

比如：“以男只穿左耳一孔，女则每耳穿三孔。带钢丝圈。”[4]

可见从清末到民国，独龙族社会保持着完成的文化元素，信

仰文化上依旧以本土自然崇拜的原始宗教为主。1935 年，

美籍传教士莫尔斯多次往返独龙江地区，之后独龙族开始垓

改信基督教。

2.2 市场贸易促进了文化交融 

传教士进入到独龙江之后，带领当地人修路搭桥。这

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当地的交通条件。伴随着山外贸易量

的增加，使得山内商品流动性增强，独龙人借助马帮进入到

贸易市场。市场贸易范围更加广泛，且市场交易愈发频繁。

独龙江流域内，加速了主流文化、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传

播，促进了各个少数民族，比如独龙、怒、藏、傈僳、白、

纳西之间的沟通交流，这也是独龙族近代文化内的主要构成

部分。

2.3 国家认同意识增强 

《云南北界勘查记》写道：“( 俅人 ) 又云：‘此地本

归天朝 管，我们系天朝种，有我祖宗遗传之言’云云”[5]，

在建设土司制度后，随着中央王朝势力的深入，独龙江区域

汉人数量不断增加。本土与外界交往、沟通、交流也不断增

加，虽说民族心理处于性质懦弱，在与周边民族交往内仍受

到压迫。但此时独龙族人已经形成了“大一统”国家观念，

自民国开始便有了“天朝”、“中国”概念，形成了国家归

属感，国家认同意识不断增强，此阶段独龙族思想变化较为

突出。

3. 新中国成立后至 20 世纪末：“直接过渡”、 民族认同

学术界大多数挂念认为，新中国成立之后“直过”前

独龙族原始社会末期，父系家庭逐步濒临解体，并朝着原始

农村公社过度。只有从原始社会迈入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

社会形势的多段跳跃。政治制度改革是这一阶段文化变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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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源性动力，生产例的发展、关系变化会导致文化结构变化。

3.1 具时间上的迅速性 

忽略原始社会 100 多万年不计，我国经过氏族制、氏

族封建制、宗法封建制、春秋战国。我国在地主封建制过

度上，经历了 1600 多年，从清代结束封建统治。截止 1956

年已经完成了三大改造，从新民主主义社会正式朝着社火主

义社会初级阶段过度。结合马克思社会发展阶段理论，独龙

族经历了原始、奴隶、封建、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社会，

从古至今经历了 5000 多年。纵观独龙族历史发展进程，从

1954 山区改造朝着 1958 年建立护理组转变，从刀耕火种朝

着犁耕农业转变，从个体私有朝着互助合作转变，独龙族从

原始社会末期朝着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仅经历了5年时间。

3.2 民族认同感增强，由应变向思变过渡

新中国成立之前，一直遭受着压迫与歧视。少数民族

隐瞒、更改族称，使得民族成分模糊不清。新中国成立之后，

我国制定了民族平等政策，旨在确保少数民族当家做主权

利，为少数民族公开正名。

第二次人口普查之后，我国民族识别进入第二阶段，

经周恩来总理确定，将独龙族纳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翻开

了民族发展的新篇章。族称确定增强了独龙族人对民族概念

的认同感与自豪感。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化，

现代技术的引入，高山峡谷内的独龙社会逐步开放，也开始

融入现代生活。独龙族群众更加了解物质生活与科技信息，

发展自我要求、自觉意识也逐步清晰。虽说受到社会发育不

全、自生能力不足等限制，依旧处于被动应变状态，但想要

跟上时代发展角度的想法愈发强烈，发展思维也从被动朝着

主动转变。

3.3 地处偏远交通受限，受主流文化冲击较小 

新中国成立前，独龙族群众进出需要经历半个月左右，

新中国成立之后，即便是走“人马驿道”来回也要经历 6-7

天。到 1999 年，公路贯通后进城也要 7-8h，交通限制使得

独龙族发展受限。

就传统文化主题研究内，不少学者介绍了独龙族的原

始自然历法，展现独龙族饮食文化、记述独龙人命名方法和

姓名特点等。 

4. 21 世纪初至今：现代转型、思变跨越

结合文献研究，依照调查数据得知，随着外部信息社

会的高速发展，独龙族再次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新的时间

节点上，物质社会剧变，使得信息、思想与文化产生变革。

4.1 过程激烈

步入 21 世纪之后，独龙族的贫困受到了党与政府的重

视。自启动扶贫攻坚以来，全乡内 6 个村均实现了通电与通

车，有了电话与电视，饮水也到了安全标准，并成立了金

融服务网点。建设了 1015 户安居房，全乡安居房入住总计

1068 户，人均住房面积增加显著。彻底改变了独龙族入学难、

就医难、老无所养的状况。

4.2 普遍“思变”

政府部门加大了对独龙族的帮扶，促使村民具备变的

能力，素质扶贫培训人数总计 25464 人次，包含：烹饪、汽

修、编织、 驾驶、种植等。

4.3 传播渠道改变，传统文化元素逐渐消失

2017 年全乡开通了 4G 网络，独龙族人几乎人手一部

手机，杜绝了信息孤岛。同年，独龙江隧道与公路贯通，完

成了溜索改桥，只需 3h 就可到达县城。传播手段与交通公

共基础设施改善，将独龙族原本生存、生态改善，独龙族人

下山定居后，使得原本的生活生产方式改变，导致传统文化

元素迅速凋亡。

结束语

综上所述，纵观丰富文献资料，开展理性思考，就封

闭小型社会而言，文化变迁属于贯穿始终的主线，历史变迁

动力不仅仅在于生产方式，还在于文化与观念。族群文化转

变来自自然生态、其他族接触或政治制度等要素，一般内外

部影响较小。基于上述研究可得知，不同时期独龙族的文化

差异较大，发展至今可见明显的变迁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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