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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彝族六祖分支原因 

彝族，中国西南地区一个古老的民族，以大分散、小聚居的方式分布在今滇川黔桂一

带，普遍以阿普笃慕（亦被称为杜宇、仲牟由等）为共同的祖先。西南地区关于阿普笃慕的

神话传说很多，归结起来大同小异，普遍都说经一场洪水后，阿普笃慕来到洛尼山。至于洛

尼山在何处，学者们纷纷给出不同的观点，这里不一一赘述。易谋远指出“尽管洛尼山在何

处说法不一，但必属乌蒙山系统。”[①]而阿普笃慕的六个儿子慕雅苦、慕雅且、慕雅热、

慕雅卧、慕克克、慕齐齐就是今天我们所谓的六祖。“由于内部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所产生

的冲突和发展，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统一体的分解，‘六祖’后裔分别从洛宜山分迁外出，

开拓新的地域。并和其他民族的征伐和融合过程中，建立和发展了奴隶制度，这就是彝族历

史上的‘六祖分支’。”②六祖分支在彝族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 

  

《彝族史稿》中记载：“到战国时，‘七国称王，杜宇称帝，’”③，阿普笃姆生活在

战国时期，六祖分支应该发生在战国后期秦统一中原以前。“即武乍二长子，在南部楚吐发

展……即糯恒二次子，在北部鲁补发展……即布默二幼子，在中部史益发展。这些地方，是

六祖的住地。”④六祖分支，实则就是彝族先民的迁徙史。在中国历史上，羌人、匈奴自古

就是迁徙的民族，他们的迁徙大部分由于其自身是游牧民族，必须受地理环境变化而逐水草

而生。而彝族先民虽也有游牧特点，但其迁徙与游牧民族的迁徙不同，原因不尽相同，有其

独特的一面。了解六祖分支的原因，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到彝族祖先如何在初步发展时

期做出的历史抉择。本文将对六祖分支原因做简要说明。 

  

一  内外纷争不断——战争因素 

  

对于文明程度不高的部落联盟社会，战争往往成为部落迁徙的重要因素。《昭通彝族史

探》中记载：“还称：在“彝族六祖”分支前，“地上人”武堵阿尤“头戴金盔，身穿铠

甲，手持长矛”，杀死了来收租的“天上人”左阿且，从此，天地人之间段了亲路，不再彼

此通婚了。”[②]这里所谓的“天上人”带有神话色彩，但应该是指较强势的外族部落。阿

普笃慕刚到洛尼山，毕竟势单力薄，必定受当地土著部落或外来部落的欺侮。可知在六组分

支之前，笃慕部落需要向外族部落缴纳租税。租税自古以来就是古代劳动人民被剥削的载

体，是最承重的负担，更是造成老百姓生活低下的直接因素。随着六祖实力的扩大，对外抵

御能力加强，其与外族部落之间的矛盾愈来愈深，一触即发。“左阿且”来收租成为六祖与

外族部落之间战争的导火线。与外族部落之间的利益纷争自然成为六祖分支的重要因素。 

  

另《西南彝志.糯的迁徙》中载：“在外族俄徐地，三百驮白盐，被外族人收了；放牧在

山谷的马，也被外族人收了；土地也少，是洛举掌权，再不能住了，又急速转移。”②即使

在分支的过程中，六祖各个部落也免不了与外族部落之间的战争。中华民族总是对自己世代

居住的土地有深厚感情，不得已时才会背井离乡。同样，六祖分支与外族部落发生利益冲

突，受到外族部落的欺压，被迫离开自己的故土，开始漫长的奔波历程。 

  

另外，《彝族史要》中引彝籍载“合侯两家，因起争执而相敌，为争蒲合阿则绝业而相

敌，为争地产而相敌，为争百姓而相敌，为争皇帝银碗而相敌，为争金质官印而相敌，为着

母猪吃庄稼而争，为着母鸡饮水池而争，为着你卑我尊而相争，为着你强我弱而相争，善于

搬弄是非的也来，长于挑拨离间的也到。合与侯两家，合也想变来吃侯，侯也想变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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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③统治阶级内部权力相争是王朝政权中时常所见的，很多时候成为王朝衰落的致命因

素。在六祖时期，所拥有的土地和属民是衡量各个部落强弱的标志。阿普笃慕将属民、土地

分别封给六个儿子形成六个氏族部落。土地、属民、家产、统治权力等成为六个氏族部落内

部争夺的内容。造成本是同一个部落联盟，内部的纠纷矛盾又不断，劳民伤财，阻碍社会进

步。六祖部落之间是既有纷争又相互形成依赖的关系。内部战争使胜利的一方往往可以在所

占领的地方立足下来，失败的一方要么融合进去寄人篱下屈尊为臣，要么远离故土迁到另外

的地方去重建。这也是贯穿于六组分支乃至六祖后代子孙分支的过程中的。可见在权力纷争

时，六祖没有在本地固执相争导致部落联盟衰落下去，而是毅然决然选择迁徙，开拓另一片

天空，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二  阶级形成，文明发展——社会因素 

  

从人类诞生开始，大自然就逐渐烙上人类的印记。人类生存必须依附于大自然，物质生

活资料为人类与大自然的联结点。人为环境往往也能反映一定时期人类的文明程度。在原始

社会，部落内部成员之间只能靠互相帮助，共同劳动并平均分配劳动产品，不存在剥削与被

剥削，然而这在马克思所划分的社会形态中始终是处于最低级状态。纵观历史，社会总是在

不停发展不停进步。随着私有财产形成，出现了贫富差距、剥削与被剥削，人类从原始氏族

部落社会跳跃到了奴隶社会，人为环境也就趋于复杂，却也标志着野蛮时代的终结，文明时

代悄然而至。人们懂得如何制造并使用较为先进的生产工具，用以开发大自然，为自己打造

一个适于居住的环境。春秋初期，中原地区各地方形成不同程度的割据，小国林立，各地自

立为王，已达到高度发达的奴隶社会。而早在西南地区，“天地间应有君，君就出现了……

天地间应有布摩，有了六个布摩” [③]部落首领与负责祭祀的布摩已经形成。“武洛撮时彝

族先民蜀人已跨进奴隶社会文明时代的门槛。”②可见，阿普笃慕之前，彝族先民已跨进奴

隶社会，在他到达洛尼山后，必定建立起一套类似的未成型的奴隶制度对属民进行统治。在

六祖分支的过程中，奴隶制度逐渐得到发展和完善，统治阶级与奴隶阶层逐渐形成。奴隶毫

无人身自由，只有完全依附并听命于统治者，受统治者控制。奴隶的产生，为社会财富的开

发创造了无穷的智力与人力。 

 

在这背后，文明意味着社会取得极大进步，其中最明显的标志是物质文化较以往得到了

极大丰富。与此同时，人类总是不满于现状，尤其是统治者，他们对追求更多物质财富的欲

望日渐滋长。纵观历史，很多时候，正是“贪婪”的人类对物质财富的欲望促成整个社会不

断的进步。圈地运动、三次工业革命，最初只为一己之私，只为少数人获得无穷无尽的财

富，而正是这一己之利促使人类发明各种先进生产工具。科学技术也随之突飞猛进，创造出

了更为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所以当文明开始起步，统治者们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成为关

键。“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民群众的力量不容忽视。但往往在一个发展节骨眼上，英

雄史观也显得颇为重要。历史造就英雄，英雄作为人民群众代表，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一定程

度上在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阿普笃慕时期，文明打开了一扇窗，

本来原只是为如何生存的彝族先民，对大自然的认识与开发利用的能力得到大大提升后，开

始为如何取得更多物质财富并壮大自己势力做考虑。洛尼山在笃慕到达后得到了大力开发，

但毕竟只是山谷一角，开发的潜力与土地资源有限，六祖部落急需对外开拓疆土。社会的进

步总是蕴藏着无限的潜力。这也成为六祖分支的社会因素所在。 

 

三  生产工具进步，生产力发展——经济因素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社会一切劳动关系的总和。劳动是一个广泛的概念，人的生存离

不开劳动。每一历史时期有其特定的劳动对象、劳动方式。生产工具是衡量生产力发展水平

的重要标志。近年来三星堆出土的文物受到彝学研究者的关注，因其青铜人像与彝族先民的

形象颇为相似，表明古蜀国时期即在阿普笃慕时期已经是青铜业发达的时期。“《怒沤》中

讲：彝家的地盘，金银铜铁多”[④]。可见当时财富增长。“据彝文文献记载, 在笃慕迁居

到“洛宜山”时, 曾经垦置过肥沃的土地, 冶炼过青铜, 打制过铜器, 制造了铜制兵刃、箭

簇”②。阿普笃慕到达洛尼山，奴隶制经济得到初步发展，到六祖分支前，已有一定的规

模。而人类之间的交流沟通从来不曾断绝。即使部落之间，战或不战，商品交换活动都不曾

受到影响。随着历史变迁，商品交换只会更加频繁，从而促进经济发展。阿普笃慕到达洛尼

山，也意味着地域间人类的交流，其新的经济思想，必定也促进洛尼山地区的经济发展。而

在古代社会，很多水草丰盈的地方都人烟稀少，随着六祖部落生产工具的进步，开辟适合人



们居住的新天地也就成为可能。 

  

在古代，土地就是一个家庭的财富。土地的贫瘠多寡决定了这个家庭的贫富。经济发展

意味着土地利用率提高了，收成随之增加。但是当洛尼山地区的人口逐渐增长起来，物质资

料渐渐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要时，有限的土地与无限扩大的人群之间就形成矛盾。这

种人口与有限资源的矛盾潜藏于社会中，人们总是后知后觉，当积攒到一定时期，不满情绪

日渐高涨时，容易出现反动局面，对政权的稳定构成威胁。矛盾的最终趋势是一方转向另一

方，这就迫切要求统治者们另辟新地。因此，经济发展，促进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得到极大满

足，却随着人口增长的压力，迫使六组必须考虑更长远的发展。 

  

四  开拓疆土的人们——人力因素 

  

六祖分支前，彝族先民有了较为先进的生产工具，有了较为先进的经济、文化基础，自

然为六组分支乃至往后更多的分支，形成以家支为联系的彝族人民，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文化

背景及动力。在社会历史大背景的影响下，这些经济、文化、社会等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

六组分支在彝族发展史上来说，是偶然中带着必然。而其中不能忽视的是人的因素。归根结

底，人是实践的主体。阿普笃慕本身就是迁徙到洛尼山创立的国家，自然其视野比较开阔，

有着远见的目光，明白开创更多新的天地对子孙后代有着源远流长的意义。阿普笃慕这种精

神自然影响到六祖勇于向外开拓。六个氏族部落的迁徙过程是异常艰辛的。在这艰辛的过程

中，需要的是统治者明智的决策和坚定的毅力，需要祭祀集团布摩们的占卜协助，当然也少

不了勇于开拓的奴隶。少不了每一个人的力量。一个强有力的统治阶层加上不怕艰难有开拓

精神的勇敢属民们，六祖部落最终在西南地区立足并长远发展起来。也正是在六组分支过程

中，展现出了彝族先民勇于开拓的进取精神，到现在都一直影响着彝族人民。 

  

六祖分支作为中国少数民族迁徙的一部分对推动社会历史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也促进了

民族间的沟通交流，加速中华民族融和，为形成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六祖分

支在今天看来似乎就定格在历史的一瞬间，貌似简单，其实不然，这其中包涵了众多因素，

它并非完全被动迁徙，也有主观积极开拓新天地的一面。也并不意味着部落之间彼此就脱离

了关系，而是在各自的迁徙过程中互相联姻，共同传承和发展着祭祖、毕摩文化等古老习

俗，共同发扬着祖先勤劳勇敢的精神，最终在西南地区形成拥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

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六祖分支规模之大，

涉及范围之广，广义的讲还包括了六祖后代继续分支，最终形成以家支为血缘联系的体系为

止。它是彝族发展史上的一个启程，一个关键，一个进步，是彝族奴隶社会形成与发展的关

键阶段。社会、经济、历史等范畴内错综复杂的因素共同促成六祖分支的出现，同时这也是

历史发展的必然。探究六祖分支的原因看到六祖部落是背负着民族发展的重任而迁徙，也是

今天彝族有强大凝聚力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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