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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istribution and origin of the Dengren people,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the 
Dengren village,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of the place of residence, folk customs, modern devel-
opment and future development ideas, mainly to let you further understand the Dengren people, 
understand the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Dengren people, which provide reliable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systematic research of pedestrian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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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僜人分布与族群由来、僜人村概况、居住地自然环境、民俗风情、近现代发展状况和今后发展思

路等方面进行论述，主要是让大家进一步了解僜人、了解僜人的文化及发展情况，为今后僜人方面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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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研究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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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我国学者尚未对僜人的发展现状开展过研究。只有个别学者对僜人的生存状况进行过少量报

道[1]。通过此次调查，可以更好地促进僜人村的经济发展工作，为国家有关部门决策提供较为翔实的资

料，为后来学者进一步开展人类学、民族学等研究提供最新的数据。 

2 僜人分布与族群由来 

僜人，又称僜巴，一个有待于国家正式承认为民族的部族。主要分布于西藏东南部林芝市察隅县，

聚居于察隅河及其西支流贡日嘎布曲流域[2] [3]，总人数两万余人。但居住在我国实际控制线以北，察隅

贡日嘎布曲到察隅河沙玛一带，上、下察隅两个镇 9 个自然村(沙琼、嘎腰、夏尼、新村、自更、京都、 
体育、格拥、迟巴)的人总数仅 2000 余人[4]。 

僜人有自己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但无文字，通用藏语。分属“达让”和“格曼”两个语

种。讲达让话的人自称“达让”，讲格曼话的人自称“格曼”。在察隅一些地区中，通用达让话。由于

达让话里“美登”是穷人的意思，是与“莫北”即富人相对的称呼，因而汉语统称他们为“僜人”，又

由于是族称，所以现在又把登写作“僜”。藏语中“巴”为“人”之意，故又有“僜巴”之称[1] [4]。 

3. 下察隅镇僜人村概况 

3.1. 下察隅镇概况 

下察隅镇位于西藏自治区察隅县的南部，东与竹瓦根镇相邻，西北与上察隅镇相连，东南与缅甸相接，

西南与印度接壤。全镇总面积 5189.92 平方千米，境内最高海拔 5144 米，最低海拔约 600 米，平均海拔约

1600 米。镇政府驻地洞冲位于北纬 28˚30'，东经 97˚1'，距察隅县城 65 千米，距上察隅镇 45 千米[4]。 
2018 年，下察隅镇辖扎巴、共同、自更、塔林、巴安通、新村、夏尼、嘎堆嘎美、沙琼、京都、塔

玛、嘎腰、宗古、竹尼、日玛、拉丁、布巴、松古、沙玛和卡地等 20 个行政村，24 个自然组，总户数

1343 户，人口 5640 人，主要居住藏、僜人、汉三个民族。经济以农业为主，是察隅县的粮食主产区，

主要农作物有水稻、玉米、小麦、花生等。近年来，大力发展特色种植产业，主要有猕猴桃、石榴、茶

叶等。 

3.2. 僜人村概况 

下察隅镇僜人村有 6 个，分别为沙琼村、夏尼村、嘎腰村、自更村、新村和京都村，有 331 户 1340
人；耕地面积 2308.85 亩(旱地 1178.95 亩，水田 1129.9 亩)。根据 2018 年下察隅镇国民经济统计数据，

僜人村人均纯收入 14,237.56 元，人均现金收入 11,674.8 元。村民主要收入来源于种植业和国家政策性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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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主要农作物有水稻、玉米、小麦、青稞、花生等。“十二五”至今，人均纯收入从 2011 年不足 2300
元提高到 2018 年的 14,237.56 元，6 个僜人村人均纯收入增长超过 500%。 

4. 僜人居住地的自然环境 

下察隅镇僜人村庄大多坐落在高山峻岭台地上，受印度洋气候的影响，终年气候温和，阳光充沛，

雨量充足，四季不明显，平均海拔 1400~1600 米，年平均气温在 12℃~14℃之间，年平均降雨量在

720.3~987.2 mm 之间，无霜期长达 330 d 左右，属亚热带季风气候，优越的气候条件为下察隅动植物的

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自然资源众多，特产丰富，盛产水稻，因此，素有“西藏江南”之美誉。全镇森

林覆盖率高，整个镇区森林覆盖面积达 65%以上，木材蓄积量大，质量好，保护区和非保护区的动植物

种类和林下资源丰富。已知名的菌类、中药材多达几十种，群众经常采集出售的有虫草、天麻、贝母、

三七、黄连、七叶一支花等；森林中的动物多达 100 余种。 

5. 僜人民俗风情 

5.1. 节日文化 

以前僜人无固定节日，也无“过年”的观念。近年来，在僜人中普遍流行过春节、藏历新年和“3.28
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 

5.2. 服饰文化 

僜人服装及装饰起初使用树叶、兽皮等物遮体[4]。随着发展，传统的僜人衣服由自产自用的麻织品

制作而成，也有少量衣服为棉织品。僜人男士上衣是对襟无领无扣的长坎肩(长及膝部)，有的穿白衬衣或

小背心。有的披一条披肩，从胸前交叉披向腰后，白天可御寒，夜晚可覆盖。颈上一般戴银质项圈或兽

骨。成年男子留长发，头顶系结，用布带缠头，布带分白色和黑色，青年男子用白色布带缠头，年长者

用黑色布带缠头。左肩斜挎砍刀，右肩斜挎装烟杆的挎包。 
僜人妇女的上衣短而瘦小，以黑色为主加彩色条纹图案。下身着长至脚踝的筒裙，筒裙分两层，用

布带扎结。头饰挽发髻盘于头顶，发髻上插上雕花银簪。胸前常佩带三种形状不同的饰物：一种为形似

灯笼的“八纹得刚”，代表吉祥；一种叫“阿仍”，是由多根细环绕在一起的银圈；还有一种是银元，

凿洞串联挂在胸前。僜人妇女历来把银饰视为高贵、富有和华丽的装饰品，普遍喜欢外形粗大，做工精

巧的纯银手镯。 
僜人无论男女均佩戴比较大的耳环，出门喜欢挎一个有各种精美图的棉织挎包，挎包带上有序地编

织着凿出洞的银币。 

5.3. 僜人婚俗 

5.3.1. 一夫多妻制 
解放前，僜人的婚姻主要是父权制下的一夫一妻制，也有相当数量的一夫多妻，没有一妻多夫的现

象[4]。形成一夫多妻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家庭富裕，为了显示财富和名望，扩大自家的实力，买两三个

或更多的妻子；另一种是丈夫死后，通行同姓转房，即转嫁给丈夫的兄弟或侄儿，甚至可以转嫁给丈夫

其他妻子的儿子，但不准转嫁给叔、伯长辈。僜人同姓之间禁止通婚。近年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僜人

思想观念的转变，一夫多妻制逐渐在僜人中间消失。 

5.3.2. 嘎贝亚梅 
“嘎贝亚梅”是僜语“达让”话的音译，在“格曼”话里叫做“各帕瑞总”[4]。僜人专门的说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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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调解人，一般由德高望重的人来充当。 

5.4. 饮食文化 

【手抓饭】是僜人节庆或招待客人时的传统美食。制作方法为：用自产的谷米和上切碎的鸡内脏，

辅以姜、葱等作料闷熟后，用手捏成团盛在盘子里，并配上几块香喷喷的鸡块。 
【举办“德亚”】家境富有的僜人为了夸耀自己的实力，提高在村人中的威望，往往会举办“德亚”

活动，即大量宰杀牲畜，请远近亲友食用。一般情况下，举办一场“德亚”需要准备数年，在积蓄了一

定数量的牛、猪、鸡、粮食后，便请巫师确定日期，邀亲朋好友赴宴。宰杀或猎取的牛头悬挂在住房第

一间的走廊上，作为活动的纪念和财富的象征长久留存。 

5.5. 民间传说 

【僜人的好记性】很久以前，僜人的子孙跟藏族的子孙一起学习、劳动、玩耍，但是僜人的子孙怎

么也学不进去，久而久之，他们灰心了，一气之下把书吃进了肚子。不过，他们在玩耍、劳动时培养了

好记性，不管什么事情，时间多么长，都能记得清清楚楚，绝不会有差错，真是有一失必有一得。 
【四兄弟】相传，僜人和汉族、藏族、珞巴族曾经是一个祖先，是一个妈妈生的，他们小时候经常

在一起劳动、学习、玩耍。有一天妈妈把他们叫到一起，让每个人讲述自己学到的本事。汉族大哥说，

我学会了种田、纺纱织布和铸造本领。藏族哥哥说，我不仅掌握了汉族哥哥所学的技能，还学会了养牛、

养羊。珞巴和僜人两个小弟弟说，“妈妈，我俩除了尽心学射飞禽走兽技能外，其他什么也没有学会”。

妈妈听完孩子们各自的讲述后说，“你们都已经长大成人了，应该学会自立，依靠自己掌握的本领自食

其力”。听了妈妈的话，四个兄弟便分头出发了，汉族哥哥去了平原，藏族哥哥去了高原，珞巴族和僜

人两个弟弟进入了森林。 

5.6. 生活习俗 

【抽烟习俗】僜人男男女女都喜欢抽烟，烟是自种自制的叶子烟，烟袋有银制的，也有用竹子、木

头做的。 
【请客习俗】僜人很讲究情面，很重视“礼尚往来”。如果别人或朋友请他吃过饭，他下次一定会

以更高规格的形式返请，如果返请不了，则视为一种耻辱。僜人请客只招待与自己要好的朋友，不认识

或跟随朋友一起去的生人前去，在招待时会区别对待，一般会在客人面前摆上吃不完的肉，斟上喝不尽

的黄酒，而对生人则不加理睬，弄得生人十分尴尬。僜人请客是做了认真准备的，只要请到了就必须按

时到，失约被认为看不起他们。 

5.7. 生育习俗 

妇女在怀孕期间要请巫师来送鬼。内容是祈祷吉祥顺利，祝福生下的孩子聪明漂亮、不聋不哑、不

瞎不傻。如孕妇还在娘家，丈夫就得准备一头猪两只鸡送给岳父。妇女临产时，不论气候如何都得走出

门外找不易被人看到的地方生育。僜人没有专门接生的产婆，一般由有助产经验的长者接生，或请邻近

的妇女帮忙，更多的时间是产妇自己接生。 
【女人生孩子、男人坐月子】僜人妇女生育期间主要吃苦荞糊糊，男人则杀猪宰鸡大补身子，这种

生育习惯被形容为“女人生孩子、男人坐月子”。僜人认为男人不坐月子会影响后代成长，特别是生了

男孩后，丈夫更要好好补身子。传统习俗认为女方嫁过来以后，生的女孩多，说明会给男方家带来财运，

男方家要给女方家赠送物品；如果生的男孩多，则是女方家给男方家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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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宗教文化 

【鬼魂崇拜】僜人信鬼，因而敬鬼不敬神。在僜人的意识中，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有相应的“鬼”，

都会给人带来灾害，人们患的各种疾病和自然界发生的各类灾害都是鬼作祟的结果。同时，认为人死了

会变成鬼脱离肉体而继续存在。鬼魂有自己的世界和需求欲望，鬼魂要达到自己的要求，就得危害人类，

人类别无选择，只有用各种办法送鬼，禳灾除害，特别是每遇疾病、丧葬、生育时，僜人便会停止劳动，

举行杀牲送鬼活动，以此求得平安幸福。 
【送鬼的嘎护】僜人的送鬼或祭祀活动分大中小和一般四种，大型的祭祀活动叫“德阿”，人死后

举行的丧葬活动叫“达洛”，对病人驱魔或者对家人祈祷求平安叫“卡雷”，为全村人或者全家人祈福

叫“可莱哈绕”。“嘎护”为僜人专门主持送鬼或祭祀仪式的人，举行仪式时须杀牛宰猪，宰杀头数由

“嘎护”说了算。事实上，宰杀头数的多少取决于家人对嘎护招待的满意程度，如果嘎护满意，花费就

少，如果不满意，就会花很多的冤枉钱。所以，对僜人来讲，对嘎护的招待是一件极伤脑筋的大事。 
【死者灵魂入土地】僜人认为，人死后灵魂不是升天而是入地，因为五谷六畜是从地上生长的，灵

魂入了地，死者才可以和生前一样享受，所以僜人在死者灵坛里架设的梯子也是倒着的；天是空的，什

么东西都没有，死者的灵魂如果跑到天上，会吃不到饭，穿不上衣，将被饿死冻死。 

5.9. 丧葬习俗 

僜人丧葬习俗十分独特，原为屈肢土葬，后来实行火葬。一种是人死后，将尸体曲肢成胎儿状，用

竹席或衣服包扎紧，在离住房不远处搭建一小棚停灵四至五夜，经巫师念经后抬至荒地火化，两天后掩

埋骨灰。另一种是将尸体曲肢装进树槽，挖坑掩埋。葬时，将死者身上系的绳子引出地面，一年后，死

者家属到墓地拉动绳子，若绳子松动，即死者离去，若绳子很紧，则重新挖出尸体，火化埋葬。 
近年来，僜人又由火葬改为土葬，用木板钉成棺埋入土中，地表没有坟堆。丧葬期间，全村停止劳

动，悼念死者。死者家要杀猪、鸡和准备酒招待送葬的人，异常肃穆。 

5.10. 日常禁忌 

僜人妇女在怀孕期间，丈夫不能吃刺杀的动物，只能吃砍杀的，否则会影响胎儿的发育。妇女生小

孩后，要在房门外插上树枝和草茎，外人不得进入，全村人停止劳动一天，过四五天后再停止劳动一天。

村里人死后，忌讳再提死者名字，否则，被认为是对死者的不敬。一定时间内同姓的人必须停止劳动以

示对死者的悼念。 

6. 近现代发展状况 

6.1. 僜人近代历史 

西藏解放前，僜人大多居住在深山老林，房屋以树枝、树叶、干草、兽皮等搭建，十分简陋。生产

工具也非常落后，主要有刀、箭、镖、木棍等。农业实行刀耕火种，粮食产量低，一年中有半年以上时

间靠采集野菜、野果和打猎为生。西藏解放时，僜人仍处于原始社会家族制末期。在这种特定历史条件

下，世居原始森林的僜人，尚未形成阶级分化的状况，等级观念、私有观念、以及各种道德理念亦不十

分明显。 
1959 年，西藏民主改革以来僜人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在当

地群众和驻军的帮助下，僜人走出了深山老林，迁居到河谷台地，开始过上现代文明的生活。僜人虽未

被列入 56 个民族当中，但西藏各族人民群众都把僜人当作平等的民族来对待。在党和政府的带领下，僜

人的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均得到飞速发展。尤其在进入 21 世纪以后，在党和政府各项政策下帮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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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僜人群众共同努力奋斗下，僜人群众正和全国各族人民一起迈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康庄大道上。 

6.2. 僜人目前发展现状 

从 1953 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除去 1963~1965 年)到 2016“十三五”的开局之年，这六十年间，我

镇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特别是“十二五”以来僜人村在经济以及民生方面取得成绩瞩目。 

6.2.1. 僜人村经济发展情况 
“十二五”期间，从 2011 年人均纯收入不足 2300 元提高到 2018 年人均纯收入 14,237.56 元，“十

二五”至今，6 个僜人村人均纯收入增长超过 350%。下察隅镇积极抓住“兴边富民”和“扶持人口较少

民族发展资金”项目的机遇，积极争取国家、自治区级项目。近几年，在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紧紧围

绕沙琼、新村、夏尼三个僜人文化村，打造旅游线路，建设 1700 米沙琼村芭蕉林生态观光旅游道、沙琼

村僜人宾馆、新村僜人文化陈列馆和夏尼村猕猴桃基地。实现了吃、住、游一体化。游客从 2008 年的几

百人增长至 2018 年的 2000 人左右，增加了内地游客对僜人文化的了解，进一步增长了群众的现金收入。

截至目前，已建成沙琼村僜人部落旅游风景区(其中包括 5 个僜人家庭旅馆)、新村僜人文化陈列馆二处旅

游景区及僜人特色手抓饭饮食。 

6.2.2. 僜人村民生发展情况 
一是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村民房屋改造率达到 95%，6 个村的排水系统均已完工，道路两旁都安装

了太阳能路灯，每个村都已建成垃圾处理池、配备垃圾转运车 1 辆、垃圾桶若干，通电户达到 100％，

目前僜人村也已实现自来水入户，人畜饮水问题得到解决；村文化室建设功能齐全，并配备多功能活动

厅(教育培训、文艺排练、综合展示、召开会议)、农家书屋及室外活动场地(篮球场、健身器材、对外宣

传公示栏等)等配套设施。 
二是医疗卫生条件不断提高。下察隅镇 6 个僜人村均建有村医务室，共有村医 9 名，保证每个村至

少有 1 名村医，药物均由镇卫生院统一进行调配，医疗参保率达到 100%，农牧区医疗制度日趋完善，为

农牧民群众提供更多实惠和便利。 
三是教育工作不断推进。6 个僜人村与镇政府签订年度教育工作目标责任书，严格落实“控辍保学”

目标责任。截止到 2018 年，6 个僜人村共有学生 341 人，其中大学生 42 人、高中生 66 人、初中生 87
人、小学生 146 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 98%，均享受国家义务教育政策和“三包”政策。 

7. 僜人村今后发展思路 

一是大力发展僜人特色旅游。借助僜人产业特有的民情风俗以及近几年僜人风情在区内外的知名度，

重点打造僜人旅游品牌[5]，借助特有优势搞创收。 
二是发展特色种养殖业。围绕僜人经济发展战略，结合我镇的地理环境，大力扶持鸡爪谷、猕猴桃和

僜香鸡等特色种养殖业，实施规模种养殖，创建绿色安全可靠品牌，推进我镇僜人特色农业发展新格局。 
三是传承保护和开发僜人特有手工艺品。主要重点是开发发展僜人服饰、僜刀、挎包、精致小银饰

品等，多渠道促群众增收。同时加大对特有的民俗手工艺的传承和保护，如沙琼村一组本央老奶奶有织

造僜人服饰的手艺，她本人年纪已大，由于现在的年轻人对之不感兴趣，导致目前还未找到传承人，她

坦言，不希望老祖宗留下的手艺失传。 

8. 结论 

本文从僜人分布与族群由来、僜人村概况、居住地自然环境、民俗风情、近现代发展状况和今后发

展思路等方面进行论述，主要是让大家进一步了解僜人、了解僜人的文化及发展情况。我们知道，自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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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和平解放以来，生活在西藏西南边疆的僜人，在党和共和国的阳光照耀下，正在一步步地从黑暗和贫

穷中走向光明和富裕。特别在“十二五”以来，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僜人不断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我们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下察隅镇僜人村的生活

会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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