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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是中国拥有世居民族最多的省份，人口在
6000人以上的世居民族有26个。除汉族外，彝族人
口最多，白、哈尼、傣、傈僳、佤、拉祜、纳西、
景颇、布朗、阿昌、普米、德昂、怒、基诺和独龙
15个民族是云南特有民族。

云南民族博物馆矗立于风光秀美的昆明滇池国
家旅游度假区内，建筑群呈庭院回廊风格，是中国
规模最大的民族类博物馆。

自1995年建成开馆以来，云南民族博物馆以保
护、弘扬民族文化为己任。馆内珍藏民族文物近 5
万件 （套），基本陈列有“民族服饰与制作工艺”“民
族文字古籍”“民族乐器”“民族民间陶艺”“民族民间
面具”“民间瓦当”“民族工艺美术”“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 建设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中国特
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云南实践”。

礼乐经典传文化

色彩绚丽的苗族女盛装、以野猪牙装饰的独龙
族王帽、彝族祭司主持宗教仪式时穿着的“毕摩”
服……走进“民族服饰与制作工艺”展厅，不同材
质、不同款式、不同工艺的民族服饰令人大开眼界。

西双版纳傣族、哈尼族的树皮衣颇具特色。这
套服装包括翻檐圆帽、圆领对襟衣、中腿裤。云南
民族博物馆馆长何杨波介绍，树皮衣是用箭毒木的
树皮制成，具有透气性好、韧性强的特点，使用时
间越长就越柔软。箭毒木学名叫“见血封喉”，它的
汁液有一定的毒性，可以涂抹在箭头上捕杀动物。

景颇族妇女的节日盛装又称“银泡衣”。相传远
古有一个景颇女孩是龙王的女儿，她善良美丽，热
心助人。她死后，人们为了纪念她，便在衣服上钉
满银泡，象征龙鳞。每当景颇族欢度传统节日“目
瑙纵歌”时，妇女们都会穿上这样的华丽服饰，参
加盛大的万人舞蹈，抖动身上的银泡发出有节奏的
清脆响声，场面蔚为壮观。

在“民族文字古籍”展厅，古籍文献、碑铭拓
片、金石印章等诉说着各民族的悠久历史。纳西族
东巴文是一种兼备表意和表音成分的图画象形文
字，被称为文字起源和发展的“活化石”。东巴经是
用东巴文记录的经书，内容涉及历史、政治、天
文、地理等方面，蕴藏着丰厚的文化内涵。

傣族贝叶经是用铁笔在贝多罗树叶上刻写而
成，内容除佛教经典外，还有一些传说、故事、诗
歌、历史记载等。贝叶经过水煮等特殊工艺处理，
可以防虫、防水、防变形，保存几百上千年。

东晋爨宝子碑和南朝爨龙颜碑的拓片讲述了古
代云南大族爨氏的故事。爨氏为东汉末至唐初“南
中”（包括今云南全省、贵州西部、四川南部） 大姓
之一，是滇东和滇池地区的世袭统治者。爨宝子碑
全称为“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之墓碑”，也
被称为“小爨碑”。建宁 （今曲靖） 是当时南中的政
治、经济中心，爨宝子为建宁太守，他在任时社会
较为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爨宝子去世后，其属官
为他刻石立碑，记述了他的生平事迹。

爨龙颜碑是南朝刘宋宁州刺史爨龙颜的墓碑，
又被称为“大爨碑”，现存于曲靖市陆良县贞元小

学。碑文内容为爨氏渊源和爨龙颜生平事迹，对于
研究爨氏历史及其政权的组织机构、礼乐制度和民
族关系等具有重要价值。

傣族葫芦丝、傈僳族“吉吱”、哈尼族马腿琴、
瑶族百楔扁鼓……类型多样的民族乐器承载着灿烂
的民族文化。云南民族博物馆研究部赵菲介绍，白
族龙头三弦不仅是乐器，还是精美的工艺品，琴首
雕有栩栩如生的龙头，并饰有彩珠，极具观赏价
值。龙头三弦高音清脆、中音圆润、低音深沉，具
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巧手精艺夺天工

从绚丽的绘画、剪纸到形态各异的面具，从质
朴典雅的陶器到光彩夺目的金属器，丰富多彩的民
间工艺品凝聚着各族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

“民族民间陶艺”展厅展示了藏族黑陶、傣族红
陶、华宁釉陶、建水紫陶等代表性陶器和民间陶塑
镇宅瑞兽。

云南藏族黑陶主要流传于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
里拉市尼西乡汤堆村，这个村子出产的黑陶器远近
闻名。在迪庆州德钦县距今约3000年的石棺墓中出
土了黑陶双耳罐，其造型与今天汤堆村的单耳茶罐
相似。汤堆村陶器颜色黝黑，在不同光线下呈现
紫、靛、银等色泽。器形多为鼓腹小口，注重器表
装饰，有的堆塑麒麟等形象，有的雕刻花纹图案，
有的镶嵌白瓷片，黑白对比醒目别致。2008年，迪
庆藏族黑陶烧制技艺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

建水紫陶产生于清代，是中国“四大名陶”之
一，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水紫陶制作精
细，以泥胎细腻和无釉磨光为特点，用绘画、镂
刻、彩泥镶填等进行装饰，古朴雅致，享有“文人
陶”“雅陶”之美誉。云南民族博物馆收藏了一大批
陶艺大师的作品，如云南省高级工艺美术师肖春魁
创作的“古韵流芳”陶壶，其造型源于商周青铜
器，壶钮以古代怪兽装饰，壶把为蛇形，圆形壶
身，三足底，端庄大气。

瓦猫是云南彝、白、哈尼、汉等民族常用的建
筑装饰物，安放在房屋门头瓦脊或屋顶正脊、飞
檐，有镇宅、避邪、祈福之功用。瓦猫多凶猛威
严，双目圆睁、双耳直立、阔口尖牙、四肢粗壮、
尾巴上翘。不同地区的瓦猫形象大有区别，但其造
型都极尽夸张之能事，以增强其神力。鹤庆白族瓦
猫整个面部几乎就剩一张大嘴，可以吞掉所有不吉
之物；玉溪、剑川的瓦猫头上长角，具有威慑妖
魔、清除灾祸的法力。

“民族工艺美术”展包括民间绘画、剪刻工艺、
雕塑工艺、金属工艺 4 个单元。云南素有“有色金
属王国”之美誉，各民族创造的锡器、银器、铜器
等，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云南斑铜有生斑和熟斑两种。生斑铜采用含铜
量 90％以上的自然铜为原材料，经过锻打、烧斑、
打磨、显斑等多道工序制成。它“妙在有斑，贵在
浑厚”，褐红色的表面呈现出流光溢彩、变化微妙的
自然晶斑。熟斑是在熔化的纯铜中加入适当比例的
其他金属，在混而不合的状态下，经过浇铸成型、
磨光、着色显斑等工艺制成。熟斑斑纹略呈放射
状，大小分布有致，造型较生斑更为丰富、细腻。
展厅里展示了生斑香盒、生斑花瓶、熟斑孔雀、熟
斑牛鼎等，精美绝伦，令人赞叹。

乌铜走银始创于清雍正年间，据传为石屏县岳
家湾村岳飞后裔岳永兄弟所创，曾与北京景泰蓝并
称“天下铜艺双绝”。它以铜为胎，在胎上雕刻各种
花纹图案，然后将熔化的银 （或金） 填入花纹图案
中，冷却后打磨光滑，时间久了底铜变为乌黑，透
出银 （或金） 纹图案。由于一般以嵌银为主，故称
乌铜走银。展厅中的乌铜走银万德吉祥香炉、鸳鸯
壶、靴形水烟袋等，古色古香，精巧别致。

民族团结谱新曲

云南是祖国多民族大家庭团结友爱、和谐共处
的缩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建设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示范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
路的云南实践”展厅全面生动地展示了云南民族工
作成果，勾勒出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的画卷。

展厅内复制了位于普洱县城西北侧普洱民族团
结园内的“民族团结誓词碑”。碑文记载了 1951 年
普洱专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议剽牛喝咒水、团
结一心跟着共产党走的誓词，并有26个民族的部分
头人代表及党政军代表48人用傣文、拉祜文、汉文
书写的签名。此碑阳刻碑名，阴刻楷书碑文：“我们
廿六种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洱区各族同胞，慎重
地于此举行了剽牛，喝了咒水，从此我们一心一
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誓为建设
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此誓。”

一枚见证云南革命历史的木制印章吸引了笔者
注意，其上刻汉字篆书“华永宁边区夷务指挥”。
1949年 8月下旬，中共滇西北人民自卫军第三支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第七支队的前身，以
下简称三支队） 在丽江县城召开会议，决定成立滇
西北人民自卫军华永宁边区彝务指挥部，并立即着
手缝制军旗、雕刻印章，将刻有“华永宁边区夷务
指挥”的印章和军旗授予黑彝贵族首领余海清，以
组织凉山彝族游击武装配合作战。成立大会上，依
照凉山彝族的风俗，三支队和彝务指挥部全体官兵
燃起篝火，举行庄重的剽牛和钻牛皮仪式，以示团
结一心、永不反悔。

展厅里采用AR、VR等科技手段实景展示“美
丽云南”，并打造了多种互动设备。观众可以通过立
体成像设备拍照留念，照片呈现在一个形似大石榴
的球体表面，组成中国地图的形状，生动展现“各
民族像石榴籽紧紧抱在一起”。在“续写誓词碑”签名
体验中，用手指在电子屏上写下自己的名字，签名就
出现在“民族团结誓词碑”中，并能导出照片，让人感
受多年前各民族代表歃血为盟的激动心情。

（作者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中医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杰出代表，是中国各族人民在几千年
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医学科
学，具有鲜明而独特的生命观、健康
观、疾病观和防治观，蕴含着中华民
族深邃的哲学思想，为中华民族的繁
荣昌盛作出了巨大贡献，亦对世界文
明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日前在中国
国家博物馆举办的“智慧之光——中
医药文化展”，深入阐释了中医药文化
内涵和当代价值。

《黄帝内经》《伤寒论》《本草纲
目》 等杏林典籍浩如烟海，扁鹊、张
仲景、华佗、孙思邈、李时珍等岐黄
名家灿若星辰，集中闪耀着中华民族
的智慧之光。数千年来，中医药已经
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广大群众的生
产生活之中，并在新时代继续焕发着
生机与活力。

本次展览以中医药文化为主线，
精心遴选500余件 （套） 文物藏品，类
型涵盖玉石、陶瓷、骨器、金银器、
古籍、书画、革命文物等，辅以200余
件 （套） 药材实物，并搭配多个数字
影像和互动项目，力求充分展现博大
精深的中医药文化体系。展览分为“文
明之钥”“摄生之道”“灵兰秘典”“器药
撷英”“传承创新”5个单元，讲述了中医
药的形成发展历程、防治观念和诊疗手
段、国际合作以及对世界的贡献。

展厅里，商代卜甲、玉石杵臼体
现了中医药的悠久历史，医学典籍、
图表反映了“天人合一”“阴阳平衡”
的理念，针灸铜人、熏蒸器具等展示了中医独特的诊疗技术，
布满整面展墙的中药材标本吸引观众驻足观赏。

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证书和奖
章尤为引人注目。屠呦呦多年从事中药和西药结合研究，创制
出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可以有效降低疟疾患者的死亡率，2015
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是中医药不断创新发展、造
福世界人民的光辉实例。

新华社电（记者伍晓阳、严 勇）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近日发
布消息说，河泊所遗址出土的汉代简牍和封泥清理工作已全面完
成，清理出有字简牍1300多枚、封泥837枚。

河泊所遗址位于昆明市晋宁区上蒜镇河泊所村附近，是古滇文
化的核心居址区，其东北约一公里即为曾出土金质“滇王之印”的
石寨山古墓群。

2021年以来，河泊所遗址考古揭露出主体为两汉时期的文化堆
积，发现灰坑、房址、墓葬、水井、灰烬、道路、河道、田埂、田
块等遗迹 600 余处和大量器物。其中，重要发现为封泥、简牍、道
路、大型建筑基址等。

“河泊所遗址出土的简牍和封泥是具有重要价值的汉代文书材
料，而且属于脆弱文物，清理保护是第一要务。”河泊所遗址考古领
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蒋志龙说。这批带泥简牍有
1100 多箱，近日已全部完成清理，清理出的简牍 90%已完成扫描，
发现有字简牍 1300多枚、无字简牍 1万余枚，已辨认出“滇池以亭
行”“建伶县”“始元四年”等文字。

经过清理，出土封泥共计837枚，包括官印封泥、私印封泥和无
字封泥等。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官印封泥，包括“益州太守章”“建
伶令印”“同劳丞印”等，涵盖了西汉设置的益州郡及下辖24个县中
的20个县名。

此外，河泊所遗址还发现了大型建筑基址、宽达 12 米的道路、
长达48厘米的瓦片和瓦当等。专家推测，益州郡郡治就在2021年和
2022年考古发掘现场附近。目前，寻找益州郡郡治的新片区考古发
掘正在进行。

蒋志龙表示，下一步将联合相关机构加强简牍、封泥保护和释
读研究。

云南民族博物馆

传扬民族文化灿烂诗篇
刘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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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河泊所汉简清理完成

“智慧之光——中医药文化展”现场。 杜建坡摄

铜鎏金錾刻文字纹镂空云纹盖三龙耳覆莲座熏炉，中国
国家博物馆藏。 杜建坡摄

迪庆藏族龙头手镯。 动脉影摄

昆明汉族瓦猫夫妻猫。 云南民族博物馆供图

肖春魁建水紫陶作品“古韵流芳”陶壶。
云南民族博物馆供图

丽江纳西族东巴祭署神经。 云南民族博物馆供图

昆明汉族熟斑铜孔雀。 云南民族博物馆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