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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彝族木文明试探 

     [关键词]凉山彝族木文明  历史成因  传承   彝族文明的重要标志 

     [摘要]凉山彝族在时空隔绝的奴隶社会中，选择了木资源进行社会生产，推动了社会的缓慢发展，

创造了发达的木文明。在现代文明的今天，凉山彝族进一步传承发展了木文明。木文明是彝族文明的一个

重要标志，是对当代发展木科学、保护和永续利用森林资源，促进人（社会）与自然和谐相处，推进人类

文明的一个有益启示。 

     四川省的凉山彝族自治州是彝族居住比较集中的地区，千百年来，广大的彝族就在这片古老而广袤

的土地上生息繁衍，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了独特灿烂的木文明。 

  一、凉山彝族发达的木文明的历史成因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由于居住地域、资源禀赋等多种原因的交错，使世界各民族创

造了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凉山彝族  创造了发达的木文明，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条件

为基础的。 

  （一）丰厚的木材资源禀赋是凉山彝族木文明发展的物质基础。凉山地区属亚热带高原山地型气候，

境内群山连绵、峰岚叠嶂，峡谷沟壑密布，木竹葱郁、种类繁多，虽经大跃进时期的过度砍伐及其后较长

时期的滥伐状态，但如今仍然有浩瀚的原始森林。相传奴隶社会的凉山到处都是森林，木材种类丰富，野

兽出没，狼嚎虎啸，今天的森林覆盖率是不能望之项背的。劳动对象制约并规定着人类的劳动。凉山彝族

正因有了如此丰厚的大自然森林资源禀赋，从而像“黄土高原的人们创造了黄土文明一样”，依靠和利用

现实的木材资源求生存、谋发展、搞创新,从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木文明。 

  （二）与世隔绝的状态，使奴隶社会的凉山彝族人民在封闭的状态走上了漫长的木文明发展之路。首

先是凉山彝族居住在祖国大西南的深山茂林之中，加上中国历史上战乱不断；而历代统治者采用“怀

柔”、“偏安”、“以夷制夷”政策,特别是明清王朝采用围堵政策，国民党实行经济封锁、派兵征讨政

策；加之彝族又经常到周边地区掠夺人口、财物。这些因素 造成了非常尖锐的民族矛盾，使彝族失去了

接触外部文明的条件，从而没能得到奴隶社会的凉山中国统治者的开化。二是奴隶社会的凉山社会的奴隶

和平民没有人身自由，彝族奴隶主统治者为巩固奴隶制政权，并为防止奴隶逃亡，千方百计限制彝汉间的

交往，抵制了外部民族先进技术的传入。三是凉山内部统治者之间冤家械斗连连不断，封锁交通、破坏道

路和桥梁,互相绑架贩卖，使人们固守山寨，不敢轻易外出，也使汉商畏而却步，彝族人民由此失去了与

外界沟通、交流技术的可能。四是凉山地势高寒、高岚耸峙、平原极少、土地贫脊，生产处于自然经济状

态，加之彝族统治者妄自尊大、蔑视外部民族及其先进文化技术,排外心理强，因此满足于发展、运用木

文明之外，没有可能吸收外部冶金、制陶等手工业文明。 

  （三）木文明的发展能承载着简单、缓慢发展的社会生产力，使彝族失去了发展其他手工业文明的可

能。奴隶社会的凉山彝族没有冶铁业、也不制陶，加之在上述封闭的情况下，堵塞了外部先进的生产技术

流入和引进的渠道，使其更加加深了对木材的依赖。一方面是低水平的社会生产力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

可以在木材的加工、研发中得到满足，从而失去了进行石头、冶铁、制陶开发的需求和尝试。二方面是由

于缺乏外部支持，在外部先进的生产技术不能引进的情况下，即使有冶铁、制陶等的需求，也无力进行自

主开发,这迫使彝族人民的各种生产生活需要都在木材的开发中寻找出路，并通过木材使用、加工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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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从而缓慢推动社会的发展，使其在木文明的发展道路上渐行渐远。三是长期对木材的使用和依

赖，形成了人们的思维定势和习惯，形成了彝人难以割舍的木材情结，积淀成了民族丰富发达的木文化，

使他们淡泊了进行其他资源开发利用的尝试，走上了木文明漫长的道路。 

  在许多外族相好石头、泥土、皮革的同时，由于以上诸种原因的共同作用，把奴隶社会的凉山彝族人

民和木材天然地联系在了一起，使其走上了独特的以木为主要资源的发展之路，从而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灿

烂的木文明。 

  二、木文明是凉山彝族文明的重要标志  

  20世纪中期，凉山一举跨越到了社会主义社会。通过历史的传承，在现代文明的今天，凉山彝族的生

产、生活仍然以木材为基础，“木”仍然是构筑和支撑整个凉山彝族社会的脊梁，是凉山彝族文明的重要

标志。 

  （一） 木是凉山彝族人民的主要生产生活资源 

  凉山彝族的木文明薪火相传，在社会发展进步的今天，依然绽放着灿烂的光芒。  

  1、木是凉山彝族的主要生产工具来源。凉山彝族的农业生产以牛耕文化为基础，但在牛耕技术中，

包括木犁、拉绳、枷搭等一切材料都取材于木，虽然近代以来普遍使用铁铧犁，但整个牛耕技术来说，仍

然是以木材为基础的。二是从生产的整个程序，包括从播种到收获的整个过程中，除镰刀、锄头，铁铧和

一些现代工具外，几乎都取材于木材。生产工具：如背兜、撮箕、木锄、连枷、拌桶、木剑、木犁、引水

的木槽、木耙、木钉耙、木马鞍、木锤、木叉等，收储时的木柜、竹蒌、木框等，加工业中的木杵、木

臼、木碓窝、竹针、木针、竹蔑席、纺锤、木梭、织布器 ，渔猎中的木枪、鱼蒌、用木设置的机关、陷

井，还有木桥、溜索等特殊用途的木材运用等。  

  2、木是房屋建筑的重要器材。凉山彝族传统的房屋建筑以夯土墙为基础外，其它构件几乎全部取于

木材。房屋建筑因其木材运用和结构的差别，一般分为瓦板房和茅草房（竹篷房）。如今在高山彝族地区

仍以瓦板房为主，部分较为贫穷的村寨尚存零星的竹篷房和茅草房。竹篷房为竹、木结构，茅草房为草、

木、竹结构。两者造价低廉，冬暖夏凉，适用性能强，是过去凉山奴隶社会的主要居屋。瓦板房以木板作

瓦而得名，一般为富有者所居，其修建技术已达到高超的水平，如勾心、斗拱、雕梁、雕柱等，这些装饰

都用木材雕刻，精工细琢，结构独特，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平。瓦板房从整体上而言，具有线条流畅、古朴

典雅、气势恢宏、庄严壮丽等特点，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和实用价值。彝族房屋建筑取材于以木，设计新

颖、结构独特，在世界民族建筑史上别具风格，是认识、了解彝族风土民俗的重要窗口。 

  3、木是彝族人民主要日用品的来源。在现代的彝族农村，除少量的塑料、陶器和金属日用品外，彝

族居民的主要日用品主要是木制器物。一是日常生活食具：有木碗、木盘、木桌、木桶、木瓢、木壶、木

酒杯、木勺、各类竹制盛食器等。木器物一般漆上树漆，造型古朴独特，别具一格。其中以圆型或扁型酒

壶更为别致，酒由木壶底部木管装入，上面有吸酒的竹管插入壶内，酒装入后不能再次倒出，是彝族传统

优秀的工艺品。二是文化音乐用品：文化用品有竹笔、木笔、烟锅墨等；音乐用品有口弦（竹片组成，装

在竹筒里）、唢喇（用竹簧管和牛角制成）、月琴、芦笙、笛子、二胡等。三是做炊用的竹、木、柴，照

明用的木片、松脂、 火把等。四是其他特殊用途的：有木鞋、木枷（二者如同脚僚、手铐），战时的木

板令（绑有鸡毛或辣椒，称辣椒信或鸡毛信，如同挑战书），格斗中应用的木锤、木棒、木枪、竹箭、竹

弓，迷信活动中的木板咒、竹火把、打木占卜、玛都（安灵送灵用的灵牌），毕摩（经师）的法帽、签

筒、法杖，苏尼（巫师）用的羊皮鼓，火化逝世者用的火把、抬架、木柴等。 

  （二）木是凉山彝族精神生活的重要支撑  

  在长期的木材开发运用中，凉山彝族人民以丰富的想像力和鬼斧神工创造了无以伦比的木材运用技

术，并形成了对木的崇拜情结。木不仅 成为彝族人民们生产生活的必需品，而且深深地渗透于彝族的文

学艺术、宗教伦理、道德和哲学之中，成为彝族人民精神生活的重要支撑。 

  一是木资源在人民心中的地位是其他资源无以伦比的。彝族人认为“生死皆靠木”，人生在世的各种

需要都靠木材，就连人死了也要用木材来火化。因此，过去的彝族人迁徙时不是逐水草而移，而是逐森林

而居。彝族人把木视作生死相依的资源，从而非常珍惜和爱护森林，如今还有远古时期传承下来的如打鸡



岭等地名，就是过去人民打鸡盟誓、保护森林的印证；在今天，彝族人传承了爱护森林的良好习惯，通过

打鸡、打牛、打猪盟誓，用以保护森林的行为在有些村落还时有所闻。   

  二是彝族人心目中木材的用处是万能的。早在宇宙的盖天仪认识中，彝族先民就认为“天圆地方”，

天地间有“四根撑天柱、撑在天地四方”，如今还传颂着“四木拉天柱、拉在天四方”的谚语。在人类起

源学说中，彝族有个传说，相传在远古洪水滔天时代，彝族祖先“居木武吾”就是打制了一个木柜而漂浮

在洪水的上方，躲过劫难，并用计娶了天帝的女儿，从而繁衍了人类。神话传说中英雄“支格阿鲁”的座

骑就是木材制成的飞行物，他乘此游弋大地，惩恶降妖，造福人类。这些对木的各种用途的传说，其本质

上就是彝族人的“生死靠木”和“木的用途万能”的认识在文学艺术和宗教等人文方面的投影。 

  三是彝族人眼中的木是有灵性的。彝族人崇拜祖先、图腾、和自然，具有万物有灵的传统认识，从而

认为木也是充满灵性的。正因如此，彝族人认为砍伐幼树、浪费木材、毁林烧山是对生灵的荼毒，这种行

为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会遭致木的报应（天谴）。彝族人传承了远古时期形成的供奉风水树的习俗，很

多村落都供有风水树，他们认为风水树充满灵性，能庇护村落的平安，能让小孩儿健康成长，能让老人无

灾无病，能让六畜兴旺，砍伐风水树就会招来厄运。基于这些传统认识，风水树受到人们的倍加呵护，常

成为彝家村寨的木（风水树）秀于林的靓丽景观。  

  四是对木的难以分割的情结。凉山彝族在漫长的奴隶社会的凉山社会的发展中，创造了灿烂的木文

明，在20世纪中期一举跨越到了社会主义社会，过上了社会主义幸福美好的生活。历史的变迁、生产生活

资源的丰富，并没有使彝族人民的木文明中断，而恰恰相反的是，千百年来在民族心灵中积淀的木情结，

使彝族人民形影相随的木文明在与现代工业文明的相互激荡中，不断扬弃与嬗变，得到了创新发展，获得

了新的生命力，并进一步得到了发扬光大，成为新时期彝族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 

  总之，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木人文，但没有哪一个民族像彝族一样，创造出如此发达的木文

明，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独一无二的创举，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有益的尝试和探索。凉山彝族“木文

明”及其在新时代的不断传承和发展，不仅是研究人类文明进步的活的教材，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深

刻启示：木材不仅是人类生存的必须品，而且，木材所特有的生态材料特性以及木质环境的感觉特性是其

他材料无法模仿和替代的。在以钢铁文明为特征的现代工业文明时代，保护好森林资源，发展好木科学，

推动木文明的发展，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木资源，从而保持人、社会、自然的和谐发展，对推动

人类文明进步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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