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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推动并创造历史。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

是我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千百年来在这片热地

上，战争连绵不断。彝族在内部家支之间、在与其

他民族之间的争斗中，不断发展壮大，创造了自己

独具特色的军事历史，在彝族文化和我国军事史中

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经查大量明、清、民国和凉

山解放以来的文史资料和专门著述，国内外对凉山

彝族军事历史尚无系统、全面的研究，极具研究价

值。

一 凉山彝族军事历史研究的意义
（一）有利于丰富和完善凉山彝族历史文化的研究

成果，填补彝族历史研究中的空白

彝族在凉山的生存和发展的历史从某种意义

来说就是一部战争史。凉山彝族长期处于奴隶社

会，等级森严，家支林立，社会局势一直动荡不安，

崇尚武勇在彝族社会蔚然成风。彝族在漫长的历

史发展进程中，是伴随着战争不断发展的。由于历

代封建王朝和反动统治阶级，推行羁縻政策，经济

掠夺，军事征剿，进一步加深了彝汉间的矛盾，冲突

不断；彝族各家支往往为了财富、土地、婚姻得失，

动辄干戈相见，进行无休止的血亲复仇、冤家纠纷

和械斗战争成为那个时代的主题，流血冲突此起彼

伏。总之，凉山彝族从来就是在战争中求生存。家

支对立造成的械斗，彝汉之间的相互抢夺和战争，

成为一种社会常态，极其频繁的争斗已是凉山彝族

人民生活的一部分。在此背景下可以得知，缺乏彝

族战争史的历史是不完整的。

（二）是对中国战争史的有益补充

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与外界长

期封闭。形成了与其它民族相比独具特色的军事

战略战术、武器装备和民族精神。理清凉山彝族的

战争思想，战争的性质、目的，战争的规模、形式及

演变方式、了解彝族在战争中武备的使用，对于弘

扬我国少数民族军事文化、繁荣军事科学研究、普

及军事知识教育、促进民族军事素质提高等方面，

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三）有利于彝族传统科技的保护和弘扬

彝族冷兵器制作技术，是彝族文化（包括传统

科学技术）的重要组成部份。研究彝族冷兵器形制

和制作工艺，了解彝族奴隶社会冷兵器的发展脉络

和规律，发掘其科学内核，对于增强民族自尊与自

信，促进民族地区科技发展，有现实意义。

彝族冷兵器是彝民族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

并与其他民族交流接触，谋求自身生存和发展的过

程中创造出来的，这既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也是在

彝汉社会生活中现实存在的，理应在人类文明的进

程中占有应有的位置。因此我们不能听任这一存

在逐渐湮没，不能放让闪烁着彝民族智慧与光芒的

东西被人们逐渐淡忘。 研究彝族冷兵器形制和制

作工艺，有利于促进现代科学技术与彝族传统科学

技术在某些方面的融合，促使现代科学技术更有效

的植入彝族现实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

（四）对加强民族团结、弘扬民族文化、促进经济发

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研究战争的性质、后果，武备的生产制作、了解

彝族在凉山的迁徙过程和原因，彝汉民族关系的变

迁；探源彝族崇尚武勇的民族精神，对于总结历史

经验教训，进一步深化彝族历史文化研究，加深民

族团结重要性的认识，建立和谐社会，对于旅游资

源和旅游产品的开发，促进当今各民族的和谐相

处，共同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二 凉山彝族军事历史研究的目的、视角、方
法和途径
（一）研究目的

总结凉山历代彝族战争的经验教训，研究战争

的指导原则和发展规律，弘扬彝族传统文化，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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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历史事实真相，为今人提供借鉴。

彝族军事历史是彝族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

究凉山彝族军事历史，是对凉山彝族历史的保护。

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批判地、科学地继承一切优秀

历史遗产，从中吸取对今天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益

的东西，对推动社会发展有利的东西，这就是古为今

用。研究战争的目的不是挑起战争，而是要最终消

灭战争。历史尽管记录的是过去，但它却是连接过

去、现在和未来的重要桥梁，对历代彝族战争进行归

纳的总结研究，可以从中汲取教训，增强民族团结。

对于历史事物的劣势加以改正和借鉴，用历史的经

验教训来指导我们当代的工作实践。

（二）研究视角

凉山彝族军事历史研究是从军事的视角去研

究凉山彝族历史文化中的战争史，即从大量的战争

实例，从军事战略的、战役的、战术的，乃至从具体

的战斗过程、具体的战斗细节（具体日期、具体人

物、具体地点、具体景象、具体过程）切入去研究战

争史。做到真实、详实、细致、可感。

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回顾彝族军事发展史；从

文化的层面上，追溯、剖析彝族战争对彝族社会的

影响；从学术研究的现状考虑，探求彝族军事的发

展规律；从时代的高度，总结经验教训，促进民族团

结。

（三）研究的方法

研究彝族军事历史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

度和求真务实的学术精神。一切从历史事实出发，

是历史研究的根本原则。尊重历史事实，还历史的

本来面目；要将研究对象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

下，站在历史进步的立场，用辨证的、发展的眼光审

视。

1.文献研究法

注重实证，学贵笃实。历史研究的第一步就是

把历史事实弄清楚，史实是历史研究的第一要素。

历史的真实性必须建立在准确可靠的历史事实的

基础上。从有关历史文献、文摘、索引、工具书、光

盘以及Internet教育信息资源等文献中检索、提取大

量的彝族战争史料，作为研究的对象。从文献释

读、资料积累入手，奠定研究的雄厚基础，从而全面

地、正确地了解掌握所要研究问题。搜集的历史资

料，力求内容丰富，叙述详尽，尽可能从不同的方面

搜罗例证，尽可能直接掌握原始材料，杜绝含糊笼

统，似是而非，以讹传讹之类的错误。

2.定量分析法

对获得的大量战争文献资料进行考察和分析，

比较、综合，统计分类处理，以便更准确地认识彝族

军事历史全貌。

3.定性分析法

在把实证工作放在凉山彝族军事历史研究的

首要位置的同时，发挥认识主体的作用，不把研究

工作局限于史料的搜集和堆砌。运用归纳和演绎、

分析与综合以及抽象与概括等方法，对获得的各种

材料进行思维加工，从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

及彼、由表及里，达到认识事物本质、揭示内在规

律。

（四）研究途径

学习凉山彝族文化历史，总体把握凉山奴隶社

会的形态特点。尊重历史客体，坚持实证的方法，

不用推理的方法，尽可能详细的占有历史资料，用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历史资料入手，研究和解

释战争。相信历史，尊重历史，坚持定性与定量相

结合，战例和归纳总结相结合，及时总结研究成果。

三 凉山彝族军事历史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军事理论

宏观层面上的理论研究。通过分析战争的根

源、性质、目的，认识战争本身的发展过程；分析战

争的形式和方法；治军治兵思想、战争指导规律、军

事战略、军事文化、军需补给等。

（二）组织建设

研究彝族军事组织的发生、发展和衰亡；研究

军事领导体制，研究军队的组织、管理和指挥；研究

军事制度如编制制度、指挥系统、军事教育及等；研

究军事训练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三）军事科技

武器是一定时代生产工具的精华，科技发现和

工艺革新往往最先运用到武器的制造中。而武器

的制作技术的提高又推进了科技进步。主要研究

在彝族发展的各个阶段中，直接运用于军事领域的

彝族科学技术发明、发展、运用的历史，及其演变规

律性。一是了解彝族冷兵器的全貌。从大量凉山

彝族明清时期冷兵器实物（战刀、弓箭、盔甲盾、矛

等）为基础，系统总结彝族古冷兵器的种类、形制特

点、所用材料；二是研究生产彝族兵器所涉及的科

学理论与基础技术，如传统制革技术、铜银加工技

术、皮革编织技术、盔甲制作技术、铁器加工技术、

弓箭制作技术等；三是研究彝族军事科技对战争和

社会的影响。

（四）战例

德国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历史学家克劳塞维茨

在《战争论》一书中谈到：“史例可以说明一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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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验科学中，它们最有说服力。尤其在军事艺术

中更是这样。”彝族之间、彝汉之间的战争早已远

去，战争史例作为战争实践的再现形态，是研究彝

族军事历史的基本方法和重要途径，显得尤为重

要。结合特定的历史条件，研究彝族军事基本战术

原则、兵力部署、协同动作、战斗指挥和战斗行动的

方法等。

（五）战争与彝族社会各方面发展的关系

从宏观的视野、整体的角度切入，认真梳理彝

族军事历史发展基本线索，分析战争在彝族发展史

上所扮演角色，战争与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

意识形态、自然条件等因素的相互关系，通过战争

分析彝汉关系的变迁和彝族在凉山的迁徙过程。

（六）军事人物

人是军事活动的主体，研究彝族军事历史，应

着重于研究人，事在人为。研究各个时期彝族军事

首领、英雄人物的生平事迹、军事观点、思想和理论,

等。

（七）军事伦理

伦理观念在彝族军事思想中占有极为重要的

地位。彝族战争长期处于冷兵器时代，由首领率领

全体或部分志愿人员，使用兵器，蜂拥而上，进行群

体格斗。交战胜负，除决定于参战人员的数量、体

力状况外，军人武德往往起到决定性作用。彝族武

德观念既有精华，又有糟粕，深刻反映了彝族军事

思想的时代、民族和阶级特色。恶劣的地理环境，

极其频繁的战争，造就了彝族尚武的性格和习俗，

进而凝炼成为一种民族精神，具有丰富的内涵。

注释及参考文献：

[1][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一卷）[M].商务印书馆，1997.

[2]王兆春.中国军事科技史[M].解放军出版社，2010.

[3]中国军事博物馆编著.中国战典[M].解放军出版社，1994.

[4]陈小虎.论凉山彝族“尚武”之风[J].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3.

Basic Approach to Profound Study on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Yi Ethnic Group in Liangshan Prefecture

CHEN Xiao-hu，YANG 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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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study on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Yi ethnic group in Liangshan
prefecture，this paper opens with an explanation of the significance，the purpose，the angle of views and approaches
to such study. It further expatiates upon the main focus of this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 of all-round
development in Yi society to such military factors as military theory，military organization，milita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past battles，military figures，military ethics，and w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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