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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家是孕育民族的母腹”（见徐杰舜的 《人类学教程》，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８月第１版，第１０５页），

因此，苗族早期具有浓厚血缘色彩的人民共同体只能算作氏族和部落或族群，而不能称其为民族。苗族在某些历史时

期，如第一次、第二次迁徙时期，严格地讲，还不能称其为民族，而只能以族群称之，但是为了表述方便，笔者姑且

统一以苗族称之。

滇东北次方言苗族口碑文化中的民族大迁徙探微

李全星

（毕节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公共教学系，贵州 毕节 ５５１７００）

摘要：以苗族口碑文化为依据，结合其他民族的相关文献记载，展开对滇东北次方言苗族迁徙史的研究，

发现该族群经历了五次民族大迁徙，按照地域变迁排列为：西北地区→华北平原→丹江和汉水中游一带

→陇西地区—金沙江南岸地区→黔西北→滇东、滇东北和滇东南，其迁徙过程具有三个特点：一为战争

是迁徙的主要原因；二是以整个部族集体迁徙方式进行；三则迁徙时空跨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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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族①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在中国历史上曾书

写过辉煌的篇章。该民族虽然有自己的民族语言，

但是长期没有自己的文字 （最早的博格里老苗文

产生于 ２０世纪初），他们只能以唱、说等形式，
叙述本民族的历史、文学、生产活动、风俗习惯

等，通过心记、口传的方式世代相传，从而形成了

发达的口碑文化。因此，我们研究苗族迁徙史，在

缺乏苗族文献的情况下，就只能借助其言语资料

———口碑文化了。

西部滇东北次方言苗族 （下称滇东北苗族），

是按苗语方言进行的苗族支系分类。该支系苗族自

称 “ａｈｍａｏ”，汉译为 “阿蒙” “阿卯”等。若根

据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对苗族支系的分法，则分属花

苗中的大花苗，故汉语一般称 “大花苗”，在提及

该支系的文献中，多以 “大花苗”称呼。该苗族

支系主要分布在贵州的威宁、赫章地区以及云南昭

通、楚雄、昆明、曲靖等地区。

民族分布是民族历史迁徙的产物，滇东北苗



族也不例外。因此，为深入了解滇东北苗族的分

布情况，我们开始了对其民族迁徙史的研究。如

何开展滇东北苗族迁徙史的研究呢？如上所述，

当然须借助苗族口碑文化。本研究主要以汇编成

书的滇东北苗族古歌、传说故事等口碑文化资料

和实地调查资料为依据展开。其中，汇编成书的

滇东北苗族口碑文化资料有两部：一是 ２００７年
由贵州毕节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和毕节地区民族

研究所编写的 《中国西部苗族口碑文化资料集

成》；二是２０１５年由胡庭夺、李榕屏主编 （王维

阳整理、译注）的 《苗族古歌·卷四》。《中国西

部苗族口碑文化资料集成》 “正是这样一部记录

黔西北、滇东北次方言苗族历史文化的重要典

籍。”［１］１其中 “黔西北、滇东北次方言苗族”就

是上文所说的滇东北苗族，可见，这部典籍其实

就是滇东北苗族口碑文化资料的汇编。而 《苗族

古歌·卷四》则是 “按照 ‘去粗取精、弃伪存

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我 （整理译

注者王维阳老师）从相关的苗族民间文学书籍中

选取滇东北方言苗族古歌代表作 ５４首，并做了
必要的整理、重译和注释，作为多卷本 《苗族古

歌》的卷四”［２］６。可见， 《苗族古歌·卷四》与

《中国西部苗族口碑文化资料集成》有一脉相承

的关系，是共同记录滇东北苗族口碑文化的重要

语料。２０１７年３月，笔者在毕节市赫章县民宗局
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来到该县海雀村调研。海雀

村位于赫章县河镇乡东北部，全村苗族 １９９户
７６２人，彝族１０户５０人。其中苗族全为大花苗，
“他们最早是住威宁的勒格寨，后迁九区安乐河、

长寿寨 （不知现今地名），彝良大石庄， （卯麻

坡、卯赶养、核桃湾、苏龙坡、大火地）再到镇

雄小米地汉人寨，最后到达恒底区”［３］。１９５０
年，赫章县下设 ４个区，恒底区是其中之一；
１９９１年１２月，撤区并乡建镇，始有海雀村。在
调研中，笔者一边与苗族村民和民宗局领导、成

员 （皆苗族）座谈，一边认真做座谈记录，为后

期研究准备第一手材料。由于口碑文化流传时间

久远，可能会出现某些语料与史实不符，因此，

在研究中笔者还会援引其他地方流行的口碑资料

和其他民族的历史文献予以佐证或补充，力求还

原滇东北苗族迁徙的真实历史。

以下，论文将以滇东北苗族口碑文化的分析为

起点，结合其他地方流行的口碑资料和其他民族的

相关文献记载，对其历史上五次民族大迁徙进行具

体描述。

一、祖居地

苗族传说其始祖为主世老 （ＺｈｙｕｄＳｈｉｋＬａｏｌ），
生活在岛伟照。古歌 《始祖———主世老》中云：

“世间出了主世老，主世老看中岛伟照高山，岛伟

照林海黑黝黝，遮天蔽日翠绿葱茏，青山林涛响哗

哗。”引文中 “岛伟照”（ＤｒａｏｂＶｅｂＮｚｈａｏｌ）是地
名，王维阳老师将其解释为积石山 （今阿尼玛卿

山），位于我国西北青藏高原东北部。这里，森林

茂密，为苗族先民刀耕火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

件。古歌中记载，主世老砍倒大片树木，让它们在

烈日下曝晒，晒干后一把火烧光，待到来年春天，

让族人种上小米和黄瓜。主世老还利用刻木记事、

记时———文明社会前的记事方式。［１］１１７－１２１在传说

《远古时候人们的生活》 《苗族绳疙瘩根源传·第

一篇》中提到，老辈们不会建屋居住，他们居住

在岩洞或树根、树脚，采摘野果充饥或打猎维持生

活，并且打猎时必须结对一起去、一起回。［１］１３８－１４２

凡此种种，表明苗族此时正处于氏族聚居的原始

社会。

关于苗族祖居地的真实性，我们从汉文献和

苗族古歌两方面也可以得到印证。

《国语·晋语》载： “昔少典娶于有鑝氏，生

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

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引文不但交代了

炎黄二帝具有亲缘关系，而且还提供了他们的出生

地。据徐旭生考证，姜水在今陕西境内渭水上游一

带，而黄帝得姓的姬水究竟为何地暂且不知，但以

炎黄亲缘关系及姜水地理位置推断，炎黄部族早期

大约生活在渭河上游陇西地区，即黄土高原西南

部。另据传说 《格米爷老 （ＧｉｄＭｙｕｔＹｅｕｌＬａｏｌ）
的子孙》记载 “如今还知道，知道沙蹈爵氐敖

（汉族）和卯米直 （苗族）两家，住在蔡塞米夫地

呀”［２］４２，可知苗家和汉家曾共同生活在 “蔡塞米

夫地 （ＣａｉｓＳｉｅｂＭｉｔＦｕｂＤｉｂ）”。关于 “蔡塞米夫

地”这一地名，杨光汉教授解释为 “那边远寒冷

的高原地带”，即两家曾共同生活在寒冷的高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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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既然这样，苗族的居住地要么与炎黄部族一样

同在黄土高原西南部，要么居住在他们的临近地

区，因为苗族刀耕火种、逐山林而居，只要住地不

远就会有 “同住”的机会。积石山刚好处于 “临

近地区”，因此，我们认为古歌中有关苗族祖居地

的说法基本可信。

二、五次民族大迁徙

（一）第一次大迁徙

我国西北边远寒冷的高原地带，气候条件恶

劣，再加上 “天灾荒年没粮吃，天灾荒年没衣穿。

世间战火烽烟起，格资爷老 （ＧｉｄＺｉｂＹｅｕｌＬａｏｌ）
和爷觉必考 （ＹｅｕｌｊｏｘＢｉｘＫｈａｏｄ）难忍，只好率领
儿孙往外逃，往外迁往哪里去？往外逃往呀，要逃

到东方大江边……沿着河走要七载……东方大江

边，宽广又无边，那叫什么地方？人们都说呀，是

直米利利莫平原。”［２］３９可知，苗族由于地理环境、

天灾、战争等原因，从西北高原东迁到 “东方大

江”边。古歌中 “直米利利莫平原 （ＮｚｈｉｌＭｉｋＬｉｋ
ＮｄｒａｎｇｌｉｋＭｏｓ）”是什么平原呢？“东方大江”又
到底指的那一条河流呢？

为弄清以上两个问题，我们先来考察一下九黎

之君蚩尤的居住地。

据古歌 《成长》记载：“知道格资爷老呀，谢

世离世间，……留有少年一长子，……好名取叫格

蚩”［２］４１，可知，格资爷老离世前生养了一个儿子

叫格蚩 （ＧｉｄＣｈｉｂＹｅｕｌＬａｏｌ，即蚩尤，下同）。他
后来做了九黎族 （苗族旧称）的首领，《尚书·吕

刑疏》有这样的记载： “九黎之君，号曰蚩尤。”

关于蚩尤居住地，也有相关文献记载。《逸周书·

尝麦篇》： “昔天之初，……命蚩尤宇于少昊，以

临四方。”引文中 “少昊”，又作少?，风姓；“蚩

尤宇于少昊”就是蚩尤居住在原来少昊住的地方。

关于少昊的居所，晋杜预在给 《左传·定公四年》

做的注中曰： “少?虚 （遗址），曲阜也，在鲁城

内。”两则材料表明蚩尤即居住在今天山东曲阜。

另外，文献还记载了蚩尤冢、蚩尤祠所在地：三国

《皇览·墓冢记》： “蚩尤冢，在东平 （今山东西

南）寿张县阚乡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

《史记·封禅书》：“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东

平陆监乡，齐之西境也。”与前两则材料相互补

充，说明蚩尤曾经居住在黄河下游、山东省西

南部。

关于直米利利莫平原之所在，苗族古歌 《苗

家居住在直米利利莫平原》中描述道：“直走九天

望不到边，横行七天看不到头”［１］２７３，虽然带有一

定程度的夸张，但无疑说明这是一个非常宽广的大

平原。按照常识，黄河下游有华北平原。据此，我

们不难确定 “直米利利莫平原”就应处黄河下游

华北平原之上，它或者为华北平原的一部分，或者

即包括整个华北平原。

有关 “东方大江”为何地，苗族古歌 《战争

与迁徙 （上）》中有如此记载：“可惜那地方路程

远，沿着河走要七载，顺着山行要七月……东方大

江边，宽广又无边”［２］３９。古歌一方面说明从祖居

地沿河走到直米利利莫平原路途非常遥远，同时，

间接说明了这条河非常长；另一方面说明这 “河”

非常宽广。结合苗族的活动区域，我们以为 “东

方大江”非黄河莫属了 （济水、淮河等其他河流

与描述不符）。

关于此次迁徙的时间，我们无法从古歌中直接

获知，而只能通过一定的人物关系间接推知。前已

提及格蚩爷老是格资爷老的儿子，而格蚩爷老与黄

帝是同时代人，因此，我们从黄帝的生活年代就可

以大致推测出格资爷老所处年代以及率部族迁徙的

年代。据汉文献记载，黄帝生活的年代大约为公元

前２６世纪，我们可以大致估算出格资爷老生活年
代及迁徙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２７世纪至公元
前２６世纪。

综上所述，滇东北苗族第一次迁徙大约发生在

公元前２７世纪至公元前２６世纪，在首领格资爷老
率领下，从我国西北甘肃积石山一带迁徙到黄河下

游的华北平原。

（二）第二次大迁徙

古歌 《苗族故乡来自直米利地》中云： “棉

花结的棉桃鹅蛋大，祖公祖婆会指派，指派年轻

妇女背，背起背篼竹箩前去摘，采摘棉花来纺

线，织衣给男人女人穿防热，织衣男人女人穿御

寒，直米利地是个好地方，稻谷成熟金灿灿，糯

谷高粱熟透黄澄澄，结的棉桃如雪花”。［１］２８６－２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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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领格蚩爷老还率领卯米直 （ＨｍａｏｂＭｉｋＮｚｈｉｌ，
苗族）青壮年修建了一座大金城。［２］５１－５２可见，当

时苗家在直米利利莫大平原上生活安定富足。但

是 “沙蹈爵氐敖 （ＳｈａｂＮｄｒａｏｓＪｏｘＤｉｂＶａｏｓ，汉
族首领黄帝，下同）从蔡塞米夫地来，他们眼睁

睁盯住，盯住直米利利莫大平原……常常侵扰地

边界，放肆糟蹋呀，糟蹋妇女耍淫威，掠抢财物

扰民心，夺取粮食和布衣。”［２］４１－４３于是，在苗族

和汉族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古歌 《战争》和

《失利》中讲到格蚩爷老和其盟友格娄爷老 （Ｇｉｄ
ＮｄｌｗｂＹｅｕｌＬａｏｌ）英勇善战，并且格蚩爷老具备
特异功能———格蚩爷老会咒语，且头被砍了会

长；格娄爷老拥有 “核武器”———龙心，因此他

们多次挫败沙蹈爵氐敖的进攻。后来，沙蹈爵氐

敖施计骗取了龙心和获取了格蚩爷老被砍头后会

长的秘密，最后反败为胜，处死了苗家两位首

领。黄帝擒杀蚩尤，这一历史事件在汉文献中也

有记载。《逸周书·尝麦解》：“蚩尤乃逐帝 （炎

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

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 《龙鱼河图》

云： “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

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

戟、大弩，威震天下，诛杀无道，不慈仁。万民

欲令黄帝行天子事。黄帝以仁义，不能禁蚩尤，

乃仰天而叹。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伏

蚩尤。” 《山海经·大荒北经》： “蚩尤作兵伐黄

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

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日魃，

雨止，遂杀蚩尤。”前两则文献介绍了黄帝和蚩

尤战争的缘起，因为 “蚩尤逐帝”和 “无道”，

思想倾向性非常明显，有别于苗族口碑文化；第

三则文献主要描述战争经过。综合三者，我们认

为，苗族口碑文化中有关黄帝战蚩尤的记载基本

属实。这样，苗族失去了直米利利莫大平原，在

爷觉必考 （ＹｅｕｌＪｏｘＢｉｂＫｈａｏｄ）的率领下渡过浑
水河，“来 到 甸 方 台 （ＤｉｅｘＦａｏｄＴａｉｋ）平 坝
上”［２］５８－８８。

关于上文 “浑水河”的所指，人们一般认为

它就是黄河，而笔者认为不然，从特定的生活常

识和苗族古歌本身就能证明这一点。古歌 《则嘎

老的子孙》中记载： “则嘎老已生息在，在那甸

方台，利莫大平原上。甸方台利莫大平原，人们

都说在哪里？人们都传说呀，在那浑水河岸边

……则嘎老赶起，赶起骆驼运粮种，骆驼不耕

地，牦牛也驮粮”［２］９６－９９。从引文可知，苗族民众

生活在浑水河边，使用骆驼和牦牛驮运粮食。众

所周知，牦牛主要分布在中国的青藏高原及其毗

邻高山地区，黄河下游是不可能有牦牛的。倒是

处于青藏高原毗邻的西南地区有牦牛， 《史记·

西南夷列传》中这样记载： “及汉兴……巴蜀民

或窃出商贾，取其 （滇）马、僮、牦牛，以此

巴蜀殷富。”另外，《根支耶老劳、革缪耶劳和耶

玖逼篙的故事》中有关于 “浑水河”的记载：

“南面是条浑水河，南面是条红水河。浑水一片

白茫茫，红水滔滔宽又阔。男女老少无法渡，男

女老少无法过。耶玖逼篙来指挥，叫人吆猪去试

渡……阿髦过了大河，来到笃纳伊莫……时间没

多久，好地住不长，沙兆玖帝熬，来占地方……

阿髦南迁大江横，笃纳伊莫江面宽……阿髦继续

走远方。来到仡佬族地界。来到颟德颟历诺地

方。”［４］古歌译者将 “颟德颟历诺”注释为 “彝

族诺土司领地”。从古歌内容看，苗族一渡过浑

水河，便到了笃纳伊莫 （彝语，金沙江），同时

也到了彝族与仡佬族的地界了。显然，此处 “浑

水河”并非黄河，而是离笃纳伊莫不远的一条

河。据此，可推断浑水河及甸方台应位于金沙江

流域。

基于对浑水河的考证，我们知道黄河下游地区

与金沙江流域相距甚远，而口碑文化却留下了大片

的空白，因此为了将这段历史完整地勾勒出来，我

们须借助一定的历史文献。韦昭云：“三苗，九黎

之后，高辛氏衰，三苗为乱。”郑玄曰： “有苗，

九黎之后。”可见，三苗即有苗，即南撤的苗族，

后来发展为古三苗。下面，我们再引汉文献来考察

古三苗的活动区域。《战国策》记载：“昔者，三

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

南，而衡山在其北。”彭蠡即今鄱阳湖，洞庭即今

洞庭湖，文山不详，衡山非今日南岳衡山。据考

证，衡山与今伏牛—桐柏—大别山相当。可见三苗

的分布，以今江汉平原为中心，南到湖南，东至江

西，北达河南南部和中部［５］。考古学证明古三苗

时期的屈家岭文化 （公元前３０００年至公元前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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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最盛时 “向北影响到丹江和汉水中游，直抵

伏牛山麓”［６］。笔者在赫章海雀村调研时，县民宗

局办公室主任罗军谈到，大花苗正是苗族与黄帝作

战的前锋部队，战败退却时，由前锋变为后卫，最

后撤离。因此，大花苗顺理成章成为最北边殿后的

一支，从华北平原南撤后大致生活于丹江和汉水中

游一带，因而没有深入到长江流域。海雀村村民马

金学 （大花苗）谈到在今天大花苗传说中根本没

有祖先曾在洞庭湖、鄱阳湖生活的经历，正好印证

了这一点。

综上所述，滇东北苗族第二次迁徙大约发生在

公元前２６世纪，由于首领格蚩爷老战败被杀，部
族在爷觉必考率领之下，被迫迁到丹江和汉水中游

一带。

（三）第三次大迁徙

《山海经·海外南经》郭璞注： “昔尧以天下

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引文意思是，帝

尧要将部落联盟首领的头衔禅让给舜，三苗的首领

不服，因此帝尧要征伐他。 《汉学堂丛书辑·六

韬》又云：“尧与有苗战于丹水之浦。”丹水，也

就是丹江，发源于陕西东南终南山，流经河南西南

部，于河南、湖北交界处汇入汉水。浦，就是水

边。这就是说，战争是发生在丹水流域，即河南西

南部和河南、湖北交界的地方。［７］丹水地理位置偏

北，与最后南撤的大花苗的位置刚好对应。关于这

一支苗族的去向，司马迁 《史记·五帝本纪》有

记载：“舜归而言于帝……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

戎。”帝，指尧帝。三危，有人认为在今天敦煌附

近，笔者认为不然。《后汉书》记载：“其国 （三

苗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

西南羌地是也。”引文中 “河关”，唐章怀太子贤

注为 “河关县属金城郡”。金城郡，西汉昭帝始元

六年 （公元前８１年）置，大体位于今永靖县西，
“河关之西南”则大约位于甘肃陇西地区，东汉时

金城郡并入陇西郡。《地道记》则这样记载：“陇

西郡首阳有三危……三苗所处”。至今，毕节苗族

仍传说其祖先来自冰雪寒冷的陇西郡。综合以上材

料，笔者认为 “三危”系金城郡或陇西郡之三危。

况且，倘若按前一说法苗族前往敦煌三危的话，根

本做不到 《史记》中所云 “以变西戎”，因为古代

“西戎”活动区域以甘肃陇山地区为中心，与敦煌

相去甚远。

现依据帝尧的生活年代 （大约公元前 ２２世
纪），我们可以概括滇东北苗族此次迁徙大约发生

在公元前２２世纪，由丹江和汉水中游一带西迁到
我国西北甘肃陇西地区。

从陇西地区到金沙江流域尚有很遥远的距

离，那么西部苗族是如何迁徙的呢？ “则嘎老率

领子孙迁徙到，来到笃纳伊莫开阔地……渡河就

达到，来到南方的笃直氐。”［２］１０２引文说明，苗族

在首领则嘎老率领下来到金沙江南岸地区。至于

此前的经历，古歌没有记载。不过，今天毕节苗

族仍然保留了他们祖先 “走过茫茫草地，爬上冰

山雪岭”来到清水河的源头———长江上游金沙江

的传说。彝族文献 《西南彝志·经济志》也有相

关记载，苗族这一支系是被迁 “三危”之 “三

苗”遗裔，至少在三国时期，历经翻雪山、越草

地等艰险抵达今川南后，遭到官军的驱赶， “敌

兵四面来犯，苗军八面还击……敌兵掳杀抢掠，

八十八夜不停蹄……苗家逃到高山顶，相伴禽兽

求生存。根据地理形势，雪山、草地应处川西，

即传说和彝文献告诉我们苗族沿川西翻雪山、越

草地来到川南金沙江流域，同时彝文献还告诉我

们到达川南的时间———最晚在三国时期。另据

《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西北海外，黑水之

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①。”根据吕思勉考证，

黑水，亦称泸水，即金沙江。［８］ 《山海经》系由

西汉刘歆校订，由此可见，苗族到达金沙江流域

的时间还可追溯到西汉前。

综上所述，滇东北苗族这次大迁徙大体可分为

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大约公元前２２世纪，先从
丹江和汉水中游一带西迁到陇西地区；第二阶段，

由陇西地区沿川西地区南徙至金沙江南岸地区，到

达时间大约为西汉前。但是由于古歌叙述的原因，

我们权且将其合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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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四次大迁徙

古歌 《嘎骚卯碧 （ＧｈａｔＳａｏｄＨｍａｏｂＢｙｕｓ）》
中描述道：“嘎骚卯碧住在什么地方？住在笃纳伊

莫平原上，笃纳伊莫地方宽又平，直走七天走不

尽，横走半月走不完。”［２］１０３由引文对笃纳伊莫的描

述，可知苗族居住的平原大约是个 “”形平原，
即平原东西宽广、南北纵深很小。将其与四川地

理形势做一番比对，我们不难得出这个结论：此

时苗族大约就生活在金沙江流域宜宾至重庆以南

的平原地区，往南可达黔北、黔西北和滇东北地

区，并且距离很近。苗族从川南笃纳伊莫平原撤

离后，在首领爷觉黎刀 （ＹｅｕｌＪｏｘＬｉｋＤａｏｌ）率领
下，来到安义施勒 （ＮｇｇａｂＹｉｌＳｈｉｔＬｅｄ），他 “发

动民众去开田，率领大家把地垦”，种植豌豆、

蚕豆、棉花，并建起了圆圆的格简城 （ＬａｏｓＧｉｄ
Ｊｉｅｄ），由于沙蹈爵氐敖起贪心，不得已，率领族
人迁徙［２］１１０－１１６。往哪迁呢？据上面的地理形势考

察，往东是宽阔的平原，显然不利于逃离战争；

往南是高山———乌蒙山，当然是逃难的首选。大

南山花苗生活于毕节北部， “从同姓、不同宗在

内的十个姓氏看，传说他们的祖先从四川迁来，

或从四川而来的有九姓，多数都说有具体的地

名，有的还说祖先原住的四川地方至今还有他们

的家族。从这些传说看，毕节北部同四川南部苗

族的关系是很密切的。”［９］其中 “花苗”指红线

苗，是花苗中的一支，虽非对应的大花苗，但是

这则材料证明滇东北苗族翻越乌蒙山南逃进入毕

节北部 （黔西北）具有可能性。按古歌记载，苗

族在爷觉黎刀率领下，先入史比主自老 （Ｓｈｉｔ
ＢｙｕｌＺｈｙｕｄＺｙｕｌＬａｏｄ）地，后迁到嘎骚主自老
（ＧｈａｔＳａｏｋＺｈｙｕｄＺｙｕｌＬａｏｌ）地盘，并在阿那 （Ａｔ
Ｎａｔ，今威宁县羊街镇境内）住下［２］１１０－１２４。史比

主自老是水西彝族领主的称谓，领地范围大约为

今天毕节、大方和黔西一带；嘎骚主自老是乌撒

彝族领主的称谓，领地范围大约在今天赫章、威

宁和镇雄。二位领主统治地域主要是黔西北地

区。迁徙过程表明：苗族南迁后，先进入毕节、

大方和黔西一带，然后西迁到威宁赫章等地。关

于滇东北苗族入黔西北，彝族文献 《西南彝志·

经济志》也有记载，苗族这一支系是被迁 “三

危”之 “三苗”遗裔……小弟来到阿凯，翻山越

岭过谷荡……到达直固地界……过了夺直的地盘

……落脚到底叟地界……做了莽搓的奴隶”。其

中，“阿凯” “谷荡”指今四川叙永县和海螺堡，

“直固”“夺直”分别指今毕节、黔西、大方、金

沙、织金一带，“底叟”指今纳雍、威宁、赫章、

水城等地。古歌与彝族文献的记载基本一致。

苗族是什么时候离开金沙江流域，迁往黔西北

的呢？依据 《嘎骚卯碧》： “召焦敖孜老战败心不

甘，他们手巧制造了什么？手巧制造了一种雷火炮

（火药制造的武器）”［２］１０８来判断，苗族迁离川南应

在唐宋以后，因为火药发明是在唐末。今天，贵州

威宁大花苗仍有这样的唱词 “赵家天子两口肉一

口饭” “赵家天子万万年，杨家宰相千千载”。据

杨汉先先生考证，这里的 “赵家天子”指的就是

宋朝皇帝［１０］。因此，依据古歌和传说内容，我们

认为大花苗最晚宋代已经来到威宁。

综上所述，滇东北苗族第四次大迁徙大约发生

在宋代，他们从金沙江流域来到黔西北。

（五）第五次大迁徙

来到黔西北后，滇东北苗族开始在云贵高原上

生活。这里山多，平地少，当地俗语有云 “天无

三日晴，地无三尺平。”苗族主要居住在半山腰或

山顶，他们利用山坡和小平坝种植农作物，农闲时

狩猎［１］４８０－４８４。在这里，他们遭受到彝族领主深重

的剥削和压迫。古歌 《迁到骚诺地 （ＳａｏｄＮｏｓ
Ｄｉｂ）》中云：“诺家长女说：‘卯比主自老 （Ｈｍａｏｂ
ＢｙｕｌＺｈｙｕｄＺｙｕｌＬａｏｄ）心太黑，众民百姓交租税，
起先用升量，后来换成斗，逼得众民用蚱蜢交租

税，租捐夫役重，苦工苦役多。’这些苗族同胞无

法忍受领主的盘剥，于是随比诺 （水西彝族领主

领地）家长女陪嫁到骚诺地 （乌撒彝族领主领

地）”［２］１３６－１４０。

张凤岐先生认为： “自公元１３世纪以来，历
元明清三朝，苗瑶陆续向中国西南的云南及印度支

那半岛 （中南半岛）的北部迁徙。”［１１］因为我们的

研究对象是滇东北苗族，所以他们到达中南半岛的

生活及之后的迁徙情况不列入讨论范围。滇东北苗

族是如何迁往云南各地的呢？苗族口碑文化有相关

的记载：古歌 《迁入昭通》中因为 “莽里奥起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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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汉族和彝族的战争），这支苗族迁入滇东北

彝良、昭通［２］１６５－１７０。结合文献资料，我们认为这

一事件可能与明清时傅友德征乌撒、吴三桂平乌撒

有关。古歌 《背井离乡到环州》讲述了在清朝，

这支苗族从乌撒彝族领主的地盘作为陪嫁的苗奴迁

徙到滇东———云南环州 （今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

州一带）的故事［２］１６１－１６４。今天，滇东南丘北苗族

还保留了相关迁徙传说。丘北县八道哨彝族乡的古

氏传说，他们祖上是在 “咸同起义”时从贵州省

赫章韭菜坪迁来的［１２］。依照上述滇东北苗族迁徙

史的描述可知，赫章是这支苗族的居住地。在这

里，陶新春领导了一次声势浩大的苗族大起义，史

称 “咸同起义”，各族人民皆参与进来，其中也应

包括这支苗族。由于苗族起义失败，有两万余人战

死。按清律规定：“凡土蛮徭僮苗人，所犯系死罪，

将本犯正法，一应家口父母弟子侄俱令迁徙。如系

军流等罪，将本犯照例枷责，仍同家口父母弟子侄

一并迁徙。”因此，起义失败导致大量苗族外迁，

其中包括滇东北苗族，从传说看，他们迁到了滇东

南。即依据口碑文化判断，滇东北苗族于明清时迁

入滇东、滇东北和滇东南。

再看如下史料： 《新元史·宋隆济传》记载，

大德五年 （１３０１年）六月，土官宋隆济反对元朝
苛政发动起义，时乌撒、乌蒙、水西等纷纷响应，

遭到元军残酷镇压。两年的战火使得千家万户的苗

族流离失所，远走他乡。虽然这里没有提到苗族的

具体去向，但依据明清时期苗族迁徙的趋势看，往

云南迁徙是有可能的。“明洪武十四年 （１３８１年）
傅友德南征，遣郭英、胡海洋率兵五万 ‘驱乌撒、

大兴屯田’，部分苗族始迁滇东北彝良县之奎香、

寸田坝等地。清康熙三年 （１６６４年），吴三桂平乌
撒至黔西北，部分苗族迁居云南省宣威、寻甸、昭

通、永善、鲁甸等地。”［１３］三则文献表明，滇东北

苗族可能早在元朝就开始向他处迁徙，到明清时，

明确迁往滇东北和滇东地区。

综合口碑和文献记载，我们认为，在元明清时

期，苗族已经分布于滇东北、滇东和滇东南。滇东

南邻近中南半岛，这一地区的部分苗族极有可能跨

过国界，进入中南半岛北部。关于这一点，在越南

历史文献中得到了证实：“当苗人迁入同文县 （越

南）时，其他民族就根据花苗妇女裙子上绣的像

蝴蝶一样漂亮的花纹颜色，把苗人称为 ‘蝴蝶

人’”［１４］。其中的 “蝴蝶人”，就是越南对从中国

迁入的花苗的形象称呼。

三、结语

滇东北苗族从西北积石山迁徙到云南，其迁徙

过程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迁徙原因主要是战

争。这支苗族的五次大迁徙都源于战争，其中第一

次迁徙还与西北恶劣的地理条件有关。第二，迁徙

形式为整个部族集体迁徙。这支苗族的历次迁徙，

一般都在某位或某几位首领的率领下进行，如在前

四次迁徙中有明确记录的首领有格资爷老、爷觉必

考、嘎骚卯碧、则嘎老、爷觉黎刀等；至于第五次

迁徙是否是以同样的方式进行，现不可考。第三，

迁徙时空跨度大。这支苗族迁徙从大约公元前２７
世纪一直到约１９世纪末的清朝，历时近五千年；
迁徙的地域趋势：从西向东—从北向南—从东向西

—从北向南，途径地域广阔，并且跨出国门，成为

跨国民族。

苗族口碑文化对于滇东北苗族迁徙史具有重

要的参考价值。一方面它能弥补文献记载的缺

失，例如关于苗族祖居地和第一次民族迁徙的史

实，汉族文献完全没有记载，因此口碑文化就成

为重要的史料了；另一方面它也成为文献的佐

证，甚至对文献起辨伪作用，例如 “窜三苗于三

危”之 “三危”是否就是敦煌三危，我们一方面

考察其他文献，另一方面参考口碑文化，最后才

做出正确判断。但是，口碑文化也有诸多不足，

如口传的资料通常没有交代事件发生的时间，其

所关涉的地点难以考证，并且因口传者不同而说

法不一，特别是在历史记忆中还会出现大段空白

和一些错误，例如，这支苗族从黄河下游南撤到

金沙江流域，在这期间古歌记载却是一片空白，

传说也很模糊，特别是这一阶段时间跨度大约有

２０００年，古歌竟记载整个迁徙过程由爷觉必考一
人率领，显然是错误的。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应

如何利用口碑文化来研究苗族迁徙史呢？ 《礼

记·中庸》云：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

辨之，笃行之。”化用它，我们得到正确方法：

博采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序化之。所

谓 “博采之”，就是研究者须广泛获取口碑文化

６０１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８年８月



资料，它是研究口碑文化的基础和前提。所谓

“审问之”，就是针对这些口碑材料，研究者可通

过提出诸多问题，提取其中蕴含的重要信息。其

中的 “诸多问题”，我们概括为 “５Ｗ＋２Ｈ＋１Ｉ”，
即：谁 （Ｗｈｏ）、何时 （Ｗｈｅｎ）、何地 （Ｗｈｅｒｅ）、
事件起因 （Ｗｈｙ）、结果 （Ｗｈａｔ）、过程如何
（Ｈｏｗ）、历史背景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影响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所谓 “慎思之”，就是要对所出现

的问题慎重思考，切不可一带而过，或想当然。

所谓 “明辨之”，就是要求我们从众多事物和认

识 （包括本民族的口碑文化和其他民族的文献资

料中的记载）中甄别异同、真伪，进而去伪存

真。所谓 “序化之”，即在 “审问之”“慎思之”

“明辨之”之后，将口碑材料最后按照时间先后

顺序排列，进而大致勾勒出苗族迁徙的历史

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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