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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武，即崇尚武事。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是我

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生活在这里的彝民族自古就

有尚武之风。解放前，凉山处于奴隶社会时期，社

会局势一直动荡不安，战争成为那个时代的主题，

流血冲突此起彼伏。彝族各家支往往为了财富、土

地、婚姻得失，干戈相见，进行无休止的冤家纠纷和

械斗，在混乱的时代，武力成为最有说服力的工具，

崇尚武勇在彝族社会蔚然成风。

一 纵观凉山彝族的发展史，尚武之风在彝族
经典文献、军事、习惯法、传统习俗等方面都
有表现
1在彝族史诗中表现为对英雄的崇敬和颂扬

彝族有许多英雄神话，视英雄为民族的救星和

恩人，颂扬英雄人物在战胜异族、在土地、政权、财

富等关系到本民族生存发展方面立下的奇功，创立

的伟业。

《勒俄特依》是一部在凉山地区广为流传的史

诗，对凉山社会历史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

部经典文献中，反映了对英雄的崇拜。有才智过

人，勇敢顽强的支格阿龙；充满智慧，开山制地，造

山治水的儒惹古达、司惹底尼、阿俄署布，以及能工

巧匠根莫阿尔等。这些半人半神的形象，在与自然

灾害和恶势力的斗争中，功绩卓著，造福人类，从而

引起人们的敬仰和崇拜。特别是支格阿龙被视为

能真正代表彝民族的英雄。

2 在习惯法中主要表现为血亲复仇

凉山彝族的习惯法是在原始社会的习惯法的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它保留了部分原始社会

的习惯残余。在尚武方面，主要表现为血亲复仇。

在凉山彝族的传统观念里，发生本家族成员受

到外族的欺辱或伤害的事件时，就不止是他一个人

的事，往往视为是对整个家族的欺辱或伤害，站在涉

及整个家族的整体形象和势力的高度看问题，本家

族的全体成员都有义务组织起来为其报仇。因此当

矛盾发生后，往往将当事人之间的冲突转化为两个

家族集团中的利害关系，这充分体现了彝民族一个

人的利益就是整个家族的利益和个人依赖群体而生

存的传统观念。如峨边黑彝阿侯家和瓦克家因所属

曲诺争夺一粒子弹，引发了为时六年的械斗。

彝族谚语：“不维护一个人的利益，一户将被糟

蹋；不维护一户人的利益，一族人将会毁灭”，正是

这种思想的集中体现 。不仅要报今世的仇，还要鼓

励复上代人和祖宗的仇，认为“孙报爷仇”是十分体

面的事。“彝人的仇不能忘掉，好象杉树节节不怕腐

朽一样”，把数世不解的冤家械斗与血缘祖先联系

起来，“子孙长大，能与爷报仇，才算第一，儿子长大

能与父报仇，才算第一”，“杀子一代仇，拐妻五代

仇”。血亲复仇，付诸武力，致使冤家械斗恶性循

环，永无和解。

3 在军事行动上，表现为全民参与

彝族没有建立独立的军队，彝族男子均是闲时

为农，战时为兵。家支间发生大规模的冤家械斗或

对周边的地区的土地、财物争夺之前，家支头人就

会及时招集各支头目进行商讨，如决定出征，则全

体动员，每个家支各等级的青壮年均为参战成员。

参战人员身穿盛装，在号称“热括”（英雄）的带领

下，蜂涌而上，冲锋陷阵。妇女不直接参战，一般在

山头呐喊助威，鼓舞士气。战利品中全部土地归黑

彝，财产黑彝分一半，其余原则上参战人员平均分

配，但掠获者要多分三分之一，以示鼓励。据美姑

县志记载，1934年——1952年，境内俄奇、布兹两家

的冤家械斗不断，长达18年之久。参加者18万人

次，伤亡累计174人，焚毁房屋200余间，相互抢夺

大量的粮食、牲畜和奴隶。

4 在传统习俗上，表现为争强好胜

尚武作为特有的精神习俗深深扎根于凉山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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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土地上，彝族人对于勇武之士怀有深深的崇敬之

情，相反，懦弱、胆怯则遭唾弃。战斗的胜利被视为

家支的光荣，勇敢者被誉为“热括阿莫”（战斗英

雄），受人尊崇，故许多彝族青年喜好械斗，参战积

极。彝族流行的谚语：“第一光荣是说客，第二光荣

是有钱，第三光荣是战斗英雄”。因此凡是为家支

利益而勇敢战斗的“热括”，别人敬爱他，冤家惧怕

他，青年羡慕他，姑娘喜欢他。影响所至，“打冤

家”，为部分男性青年所热衷，成为出人头地的最好

选择。“人人当家想发家，人人打冤家想当英雄”“有

了钱就好开亲，有了力量才打冤家”。清末民初，由

于大量种植鸦片烟，枪枝子弹也大批输入凉山，增

强了彝民的实力，恃强好胜，好勇斗狠等习俗因恃

有武器的威力而得到发展。

受尚武之风的影响，凉山解放前的冤家械斗，时

间之长、频率之高、规模之大和牵涉面之广，是惊人

的。一些婚姻纠葛和生活小事，往往成为冤家械斗

的借口。布拖黑彝比补家内部为半斤盐巴引起械斗

长达九年。美姑黑彝恩扎家和阿候家竟然因为一人

当众放了一个屁，引发事端，而械斗了十九年。

5 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在服饰、娱乐活动等各个方面

彝族不论是服饰、还是比试武艺、娱乐活动，往

往都与尚武的习俗相联系，说明尚武精神已深入人

心。

彝族男子服饰的独特标志是所戴头帕的左上

方，有一斜伸出的称为“英雄结”的锥形物，傲指天

空，显示勇武和英俊，象征着彝族永不屈服，永远向

上的精神。

彝族成年男人常将虎牙、獐子牙或野猪牙挂在

胸前为饰，以示威武。在举行大型超度送灵仪式、

家支集会、出远门，或打冤家时，从右间经胸斜挂一

条皮编制而镶有圆形海贝片的佩带，佩带下配一带

鞘长刀。出门或狩猎时，腰间佩带一鱼肚形带花纹

图案的小刀，刀鞘多为皮革包裹。

彝族喜好体育运动，摔跤、赛马、扳手劲、射箭、

射击、登磨儿秋、扳公牛赛等等，都是彝族尚武之风

的体现。

综上所述，尚武之风自上而下弥漫于彝族社会

生活的许多领域。彝族尚武，气质刚勇的民族性

格，蕴含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浓郁的民族体育风格。

二 彝族尚武风俗的原因分析
凉山奴隶社会家支林立，冲突不断。历史的经

验证明，在社会大动荡的时期，最能解决问题的是

武力，尚武之风因之必然盛行，凉山也不例外，尚武

精神影响和铸造着彝族的品质性格，强悍勇健，坚

毅雄壮。

1 自然因素

根据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论，气候和土壤可以

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民族性，风俗、习惯等。凉山地

貌以山地为主，约占总面积的70%以上，丘陵、平

地、盆地总和仅占5—6%，山地多为高山和中山，相

对高度一般在1000——2500公尺，山地和山原多被

河谷分割为条状，山谷相间。彝族绝大多数聚居山

区，自然环境条件大多恶劣，穷山恶水，土地贫瘠，

交通极其不便，处于封闭状态。在与干旱、洪水等

自然灾害和虎豹豺狼的斗争中，造就了彝族忍耐、

顽强的民族特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2 政治因素

家支的生存和发展，是彝族政治生活中的核心

问题，在以武力作为生存手段的时代，造就了彝族

喜战、乐斗的性格。

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以家支为单位，无统一的

行政机构，各家支互不隶属，各自为政。一个家支

就是一个小小的独立王国，各氏族家支间经常因为

争相扩充各自的势力范围，发生冤家械斗。有的酿

成绵延数百年，动用数万兵力的大规模战争，世世

冤冤相报，自相残杀不休。

解放前，彝汉矛盾十分尖锐。历代封建王朝对

彝族地区，实行羁縻政策，对于彝汉矛盾，不是因势

利导、调停疏通，而是打着保境安民的旗号，“烧毁

彝寨，斩获其众，痛加剿洗”。积怨久深的彝人为了

复仇，又把这种灾难情绪化后转嫁给周边汉区的人

们，给汉族居民带来灾难。

彝族是一个迁徙十分频繁的民族，根据《凉山

自治洲概况》记载，明清时期，云南、贵州彝族就有

两次大批迁入凉山。第一次是明王朝镇压贵州水

西部土司安邦颜和永宁土司奢崇明。第二次是清

初吴三桂攻打水西部，以及清政府在云南强行“改

土归流”，迫使云南、贵州彝族先后大规模迁入凉

山。彝族在凉山各地的分布也是彝族陆续不断迁

徙的结果。游耕、游牧习惯是致使他们迁徙频繁的

又一原因。为了占领土地和扩充各自的势力范围，

各氏族家支间，家支和当地的土著民族，必然发生

拼杀纷争。彝族《勒俄特依》史诗中也反映出，当古

候、曲涅两支系进入凉山后，他们与当地土著的民

族和部落之间，都经历了长期的战争。就是古候、

曲涅两支系内部，在为争夺土地、财产、奴隶和继承

权方面，也进行了长期的战争。

一个民族如果尚武意识淡薄，武力衰微，不但

会给自身的安全与发展带来威胁，而且有可能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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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精神支柱的倒塌，甚至在突然降临的战争面

前一败涂地。彝族家支为生存而战，保持强大的武

力和尚武的精神，就成为必然选择。

3 经济因素

解放前的凉山经济十分落后，生产和生活所必

须的食盐、铁等均需靠汉区输入。由于汉区对彝区

的封锁，以及打冤家造成的商贸中断，造成所需物

资奇缺。物价奇高，有时一两银仅换来一斤盐，十

多个鸡蛋仅可换一根针。为获取生产生活的必须

品，除正常贸易外，彝族家支常常发动战争，以武力

对汉区的进行骚扰、掠夺不断，从汉区抢夺人口，作

为奴隶，增加劳动力。据《凉山彝族自治州概况》记

载：1916年，彝族家支曾发动七八千人结队下山，袭

击西昌大兴场一带。1917年，彝族家支强攻雷波三

棱岗，战争达一年有余，直到城内居民弹尽粮绝，全

沦为奴隶。1918年，恩扎、吴奇等五个黑彝家支联

合袭击“三天一集”的雷波马颈子镇，将活着的居民

捆卖殆尽。

凉山奴隶社会，各家支间，甚至同支各房之间，

都有无休止的冤家纠纷和械斗。这种冤家械斗在

形式上还有浓厚的原始血族复仇的色彩。但其根

本的原因，都是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为争夺奴隶、

土地等财富。根据《凉山彝族自治州概况》记载：布

拖黑彝比补家内部阿第支和阿佐支，从1941年到

1950年，共打了九年的冤家。曲诺死亡200多人，黑

彝死了二十多人。最为突出的是，甘洛黑彝吉石家

有两支由于长期相互械斗，结果家破人亡，同归于

尽，最终各支只存有一人。

凉山彝族社会，有自身的道德标准和习惯法，

但没有完整的法律制度，在自身利益受到损害，或

因正常渠道无法满足自身需求时，武力成为解决问

题的最终和最后的必然手段。崇尚武力，是维护家

支和个人经济利益的必然要求。

4 家支的教育作用

凉山彝族家支是按父系血缘关系，一代代父子

联名形成系谱的血缘组织集团。在旧凉山彝族社

会中，家支组织是保护其社会成员的根本保障，彝

族自小就接受对家支的认同教育，强调家支的盛衰

往往与个人的安危息息相关，鼓励为了家支的利益

而战斗。家支首领是至高无尚的统治者，他们向后

代灌输的是对外掠夺、占有财富统治阶级意识。黑

彝男子一向以勤俭劳动为耻，而以驰骋沙场，俘虏

汉人做奴隶，兼并别人的土地为荣。彝族谚语说作

为一个男子，“最好要成为维护家支这个篱笆的树

桩，次之也要成为维护家支这个篱笆的根土，再次

之也甘受家支成员的使唤”。意为一个人即使不能

成为家支的组织者，也要甘愿成为家支的马前卒。

总之，由于彝族长期生活在动荡之中，为争夺

土地、财富，争斗极其频繁，对外扩张、对内火并，大

大小小的战斗不可计数。在这些战斗中，大的吞并

小的，强者覆灭弱者，要生存就要战斗的理念深入

人心。恶劣的地理环境和战争、动乱的特定历史条

件，造就了彝族尚武的性格和习俗，这是彝族尚武

的根本原因。尚武成为彝人求生自强的武器，争霸

称雄的法宝，同时也是一种奋发向上的民族精神。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尚武习俗的影响下，连

年战争造成的巨大损失。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人

员大量死亡，使劳动力大大减少。牲畜大量掳走和

遭屠杀，生产率下降，耕地荒芜；交通和贸易发展受

阻。由于冤家械斗，交通被切断，道路被破坏，往往

一条道路、一条河流也成为不可逾越的界限，人们

的经济交往和商旅贸易被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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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ancient times Yi people have had the custom of worship of wushu. This paper discusses its
performance in Yi people’s classical documents，fightings between different family branches，customary law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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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y an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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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and Analysis about the Problems and the Measures in the Nationality
University Students’Ideological and Politcal Education at the New Period

YU Guo-juan
（Southwest Nationalities’University，Chengdu，Sichuan 610041）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problems about values，
employment pressure，emotion，and the education of impoverished students and the unity of nationalities confronting
the students in universities for nationalities in the new period. It puts forward using the core values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to conduc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students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to resolve students’
ideological problems combined with the practical problems to strengthen and improve the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education of students in universities for nationalities.

Key words: The Core Values of the Socialist System；Employment；Emotion；Education of Impoverish
Students；The Unity of Nationalities （责任编辑：周锦鹤）

我们应该结合新的形势和新时期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的新特点，对于我院有关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管理的规章制度进行修订和完善，使我院

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制度化的轨道上运行，

规范化操作，不断推进我院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向前发展。

An Analysis on the Present Idea and Moral Status of the
Undergraduates in Xichang College

PENG Shi-cheng，TAO Wei，WU Jiang
（Xichang College，Xichang，Sichuan 615013）

Abstract: This article makes an online survey to the undergraduates in Xichang College on the political
attitude，the view of philosophy and value, the status of idea and moral, the desirability of learning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The survey conveys all these aspects are generally quite good.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and some
necessary instruction and guidance are needed.

Key words: Undergraduate；Status of Ideas and Morals；Survey （责任编辑：周锦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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