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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序 言

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 王学仁

民族问题始终是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

云南地处边疆，是全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人口比例最高的省份

之一。中华民族大家庭的 56 个民族云南均有，全省人口在 5 000

人以上的世居少数民族有 25 个，其中云南独有的少数民族有 15

个，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 1 /3; 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土地

面积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 70. 2%。云南的这一基本省情，决定

了民族工作在全省工作大局中具有十分特殊而重要的地位。

云南历届省委、省政府都十分重视民族工作，始终站在维护

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边疆巩固的高度，把做好民族工作作为云

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

践中不断创新民族工作思路，走出了一条具有云南特色的民族工

作路子，使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断巩固和

发展了经济繁荣、社会进步、民族团结、边境安宁的大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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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也要看到，由于历史、地域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少数民

族和民族地区总体发展还滞后于全省平均水平。全面加快少数民

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是我们各级党委、政府和每一个共产党员

必须肩负起的历史责任。

赵廷光同志长期担任领导职务，是云南省民族工作战线的老

领导。他熟悉省情，对各族干部群众有深厚的感情，从省级领导

岗位上退下来后，仍然十分关心云南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

展，致力于民族问题的研究，经常深入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研

究，集中各方面的力量和智慧，呕心沥血，笔耕不辍，撰写了
《云南少数民族社会跨越发展研究》一书。该书全面地介绍了云

南世居少数民族的民族渊源及发展演变，重点探讨了新中国成立

后处于不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云南各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

正确领导下共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阐述了各民族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的巨大成就，深刻地总结了各

民族的一些典型经验和成功做法，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云南省民族

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思路和措施。全书旁征博引，资料翔

实，观点鲜明，逻辑严密，对于广大干部特别是从事民族工作的

同志进一步深化省情认识，了解云南民族状况，掌握党和国家的

民族政策，做好民族工作，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云南少数民族社会跨越发展研究》一书的出版，其意义不

仅在于给我们提供了一部资料翔实的参考书，更重要的是给了我

们一个深刻的启示: 做好云南的民族工作，必须始终重视和加强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党的民族政策、民族知识的学习和教育，不

断深化对新的历史条件下民族问题发展变化的特点和规律的认

识，不断创新民族工作的思路和方法，不断提高驾驭和解决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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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能力。要通过加强学习和教育，不断增强广大党员干部做
好民族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进一步牢牢把握新时期民族工作
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
制度，加大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扶持力度，始终把少数民族
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放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统筹部署，推动
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要高举团结稳定的
旗帜，牢固树立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
少数民族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不断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
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切实预防和严厉打击境外敌对势力
利用民族宗教问题进行的渗透破坏活动，坚决抵御和粉碎其
“西化”、“分化”图谋，切实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祖国统一，维
护社会稳定，维护民族团结，把各族干部群众的力量凝聚到经济
建设与社会发展上来，为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目
标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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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云南少数民族概况

第一节 人口、分布、环境

一、人 口
云南是中国西南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共有 25 个世居少数

民族，占全国 55 个少数民族的 45. 45%，在全省 130 个县、市
中，没有一个县是单一民族的。据 2000 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
统计，全省少数民族人口共有1 398. 199万，占全省总人口 4 236

万的 33%。其中，分布于 8 个民族自治州的人口 605. 85 万，占
全省少数民族总人口的 43. 33% ; 自治州以外的 29 个民族自治
县和民族散、杂居地区的少数民族 792. 35 万，占全省少数民族
总人口的 56. 66%。

在少数民族人口中: 彝族 470. 565 8 万，占全省少数民族总
人口的 33. 6% ; 白族 148. 56 万，占 10. 62% ; 哈尼族 135. 9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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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10. 2% ; 壮族 101. 5 万，占 7. 2% ; 傣族 114. 213 9 万，占
8. 1% ; 苗族 104. 35 万，占 7. 4% ; 傈僳族 54. 8 万，占 3. 9% ;

回族 64. 32 万，占 4. 2% ; 拉祜族 44. 76 万，占 3. 1% ; 佤族
38. 3 万，占 2. 7% ; 纳西族 29. 54 万，占 2. 1% ; 瑶族 19. 06 万，

占 1. 3% ; 藏族 12. 84 万，占 0. 9% ; 景颇族 13 万，占 0. 9% ;

布朗族 9 万，占 0. 6% ; 普米族 2. 29 万，占 0. 1% ; 怒族 2. 77

万，占 0. 19% ; 阿昌族 3. 35 万，占 0. 2% ; 基诺族 2. 06 万，占
0. 14% ; 德昂族 1. 78 万，占 0. 12% ; 蒙古族 2. 8 万，占 0. 2% ;

独龙族 0. 58 万，占 0. 04% ; 满族 0. 58 万，占 0. 04% ; 水族
1. 25 万，占 0. 07% ; 布依族 5. 46 万，占 0. 35% ; 其他民族 2. 9

万，占 0. 2%。

二、分 布

彝族，主要分布于楚雄、红河、大理、玉溪、思茅、文山和

昆明等州市; 白族主要分布于大理、怒江两个州; 哈尼族主要分

布于红河、西双版纳、思茅、玉溪等州市; 壮族主要分布于文

山、红河、曲靖等州市; 傣族主要分布于西双版纳、德宏、思

茅、临沧等州市; 苗族主要分布于文山、红河、昭通等州市; 傈

僳族主要分布于怒江、迪庆、丽江、大理等州市; 回族主要分布

于昆明、大理、红河、文山、曲靖、楚雄、玉溪等州市; 拉祜族

主要分布于思茅、临沧、西双版纳等州市; 佤族主要分布于思

茅、临沧等市; 纳西族主要分布于丽江、迪庆等州市; 瑶族主要

分布于文山、红河、思茅、西双版纳等州市; 藏族主要分布于迪

庆州; 景颇族主要分布于德宏州; 布朗族主要分布于西双版纳、

临沧、思茅等州市; 普米族主要分布于丽江、怒江、迪庆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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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怒族主要分布于怒江州; 阿昌族主要分布于德宏、保山等州

市; 基诺族主要分布于西双版纳州; 德昂族主要分布于德宏、临

沧等州市; 蒙古族主要分布于玉溪、文山等州市; 满族主要分布

于昆明市; 布依族主要分布于曲靖市等地; 独龙族主要分布于怒

江州的独龙江一带; 水族主要分布于曲靖市罗平县一带。云南少

数民族居住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大多数民族大分散小聚居;

二是部分民族大聚居小分散。

三、自然环境

云南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占有土地面积 276 674 平方公里，占

全省国土总面积 39. 4 万平方公里的 70. 2%，土地辽阔。部分少

数民族居于内地平坝和山区半山区; 部分少数民族居住在边远的

河谷地带; 部分少数民族居于边远山区; 相当部分民族居于国境

线一带，与周边的越南、老挝、缅甸三国山连山、水连水、民族

连民族，与泰国临近。少数民族地区集山、水、林、矿、气候、

动物为一体，资源丰富。

山 少数民族地区的山，有标高 3 374 米的保山市高黎贡

山; 有标高4 141米的怒江州碧罗雪山; 有标高 5 596 米的丽江市

玉龙雪山; 有标高6 740米的迪庆州梅里雪山; 有标高 4 122 米的

大理州点苍山; 有标高 3 504 米的临沧市大雪山; 有标高 3 291

米的大理、思茅无量山; 有标高 3 677 米的昆明东川区拱王山;

有标高 2 940 米的思茅、玉溪、红河等地的哀牢山; 有标高 2 561

米的昭通市五莲峰; 有标高 2 833 米的曲靖市的梁王山等等。海

拔最高的是少数民族地区，海拔最低的也是少数民族地区。西双

版纳傣族自治州海拔 600 米，红河州的河口瑶族自治县海拔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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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米。

水 在云南境内的三大山脉中分布有五条水系，即金沙江、

澜沧江、怒江、南盘江和元江，合计境内河长 4 646 公里，集水

面积 331 000 平方公里。其中最大河流是金沙江，境内河长 1 560

公里，集水面积 112 000 平方公里; 澜沧江，境内河长 1 170 公

里，集水面积 91 000 平方公里; 怒江，境内河长 547 公里，集

水面积 33 484 平方公里; 元江，境内河长 692 公里，集水面积
37 297 平方公里。四江合计境内河长 3 969 公里，占五大水系境

内总长度的 85. 42%，占总集水面积的 82. 4%，均在少数民族地

区奔腾穿流。此外，还有总容积 286. 74 亿立方米水量的滇池、

洱海、抚仙湖、阳宗海、星云湖、程海、泸沽湖等高山湖泊，湖

岸均聚居或散居着若干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地区水能资源十分

丰富，成为“西电东送”之源头。

林 森林是人类的襁褓，少数民族绝大多数就生活于襁褓之

中。云南种子植物丰富，共有 1. 4 万多种，几乎占全国的一半，

绝大部分分布于少数民族地区，被称为 “植物王国”。在这些种

子植物中，木本植物约占1 /4 ～ 1 /5，约 3 000 ～ 4 000 种; 而组成

森林的树种也在 800 种左右。丰富的树种主要集中在南部阔叶林

的少数民族地区。例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大勐龙景仰大龙山的

热带阔叶林，在 315 亩的森林面积中就有 311 种植物，其中木本

植物达 197 种之多。又如滇南的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热带山

地上的温性阔叶林，在 2 250 平方米样地中有植物 149 种，其中

木本植物有 101 种之多，占总数的 68%。

矿 云南地质现象繁多，成矿条件优越，矿产资源丰富，矿

产储量大、矿种全，素称“有色金属王国”。经过几十年的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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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勘察，已发现矿产 142 种，占全国 ( 截至 1994 年底) 已发现

矿产 168 种的 84. 52%，有 92 种探明了储量，矿产地 1 274 处。

到 1995 年底，有 54 种矿产的保有储量居全国前 10 位，其中铅、

锌、锡、磷、铜、银等 25 种矿产储量居前 3 位。有色金属是云

南最大的优势矿产，铅、锌、锡保有金属储量居全国第 1 位，

铜、锌保有金属储量居全国第 3 位，锑保有金属储量居第 4 位，

铝土矿保有矿石储量居第 7 位，钨保有矿物储量居第 8 位。这些

矿产基本上分布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和散杂居地区。如怒江自治

州兰坪县的金顶铅锌矿，是目前世界上第三大铅锌矿，储量占全

省总储量的 63. 4%，伴生的银、镉、铊综合开发后，其价值相

当于主金属总值的一半。该矿就产于白族、普米族和傈僳族聚居

的地区。

气候 云南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四季皆春，气候宜人。来

自南海的东南季风暖湿气团滋润着省内东南部的土地; 来自印度

洋的西南季风暖湿气团，范围宽广，湿层深厚，水汽充沛，成为

省内大部分地区的降水来源; 西部季风和东南季风与西南支急流

依季节而更替，形成云南绝大部分地区气候的基本特点。全省气

候类型丰富多样，有北热带、中亚热带、北亚热带、南温带、中

温带和高原气候区共 6 个气候类型。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夏

季，阴雨天多，温度不高，最热月平均温度在 19℃ ～ 22℃左右;

冬季，晴天多，日照充足，温度较高，最冷月平均气温在 6℃ ～

8℃以上; 冬春两季，日温差 12℃ ～20℃，年温差一般为 10℃ ～

15℃。冬暖夏凉，四季如春。云南无霜期长，南部边境少数民族

地区全年无霜; 偏南少数民族地区无霜期为 250 ～ 330 天; 中部

地区约为 250 天; 比较寒冷的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也有 210 ～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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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无霜期。光照条件很好，每年每平方厘米为 90 ～ 150 千卡
( 热量的实用单位) 。

动物 独特的气候和地理环境，使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能够让

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栖息。按气候划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既有

热带、亚热带、温带的野生动物，也有寒带的野生动物; 按植被

类型划分，既有高山森林、草甸种类，又有河谷、平原种类，形

成了寒温热带动物均有、动物南北东西交汇的奇特现象，被誉为
“动物王国”。在这个“动物王国”里，拥有 1 737 种脊椎动物，

占全国种类的 58. 9% ; 国内见之于名录的昆虫 2. 5 万种，云南

有 1 万多种，多分布于少数民族聚居区和散杂居地区。在脊椎动

物中，兽类有 300 多种，占全国该种类总数的 51. 1% ; 鸟类有
793 种，占全国该种类总数的 63. 7% ; 爬行类 143 种，占全国该

种类总数的 37. 6% ; 两栖类 102 种，占全国该种类总数的
46. 4% ; 淡水鱼类 366 种，占全国该种类总数的 45. 7%。

西部横断山区居住的主要是少数民族，自中生代以来，该地

区地质运动相对稳定，基本上无大面积冰川覆盖，成为许多动物

的“避难所”，一些古老的原始种类和孑遗物种得以保存下来，

成为不可多得的“野生动物物种基因库”。许多野生动物为云南

少数民族地区所仅有，如鱼类中有 5 科 40 属 349 种，为云南尤

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特有。拥有野牛、野象、印支虎、滇金丝猴、

蜂猴、长臂猴、白尾梢虹雉、犀鸟等 40 余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列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的有猕猴、熊猴、灰叶猴、小熊猫、蟒、

穿山甲、麝、绿孔雀等 154 种。此外，还有大量小型珍稀种类。

少数民族地区丰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成为现今发展旅游业的

骨干景点。如有 “高原姑苏”之称的世界名城丽江; 有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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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邦”的大理古城; 有天然动植物园的西双版纳; 有被誉为世
外桃源的“香格里拉”中甸; 还有千峰叠嶂的石林以及人类发
源地的元谋人的故乡等等。《不列颠文学家辞典》指出，《消失
的地平线》的功绩在于它为英语创造了 “世外桃源”———香格
里拉一词，从此，云南这片想象中的人间乐土便成了 “伊甸
园”、“世外桃源”的代名词。

第二节 民族源流

世居云南境内的 25 个少数民族，有源于本土的，有源于外
地而流入云南的，而源于外地流入云南的民族，其流入时间有早
有晚不等。

白族 据《白族文化大观》① 介绍，白族源于 “僰人”，由
于其中融合了一部分楚人，故又称为 “庄蹻遗种也”。( 《唐会
要》，卷 98，《昆弥国》) 庄蹻 “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
之”( 《史记·南蛮列传》) ; 因滇国的主体民族是 “僰人”，又
称“滇僰”。 “僰人”原为氐羌中的一部分， “楚、羌之别种
也”。之所以称之为 “僰”，僰道县，“本楚人居之”。《地理风
俗记》曰: “夷种最仁，有僰道，故字从人。” 《秦记》所谓
“僰僮之富贵也”( 《水经·江水注》)，其实，“僰”本是该民族
的自称。先秦时期，僰人和西羌居住在湟水 ( 发源于青海，流
入甘肃) 流域一带。汉晋时期，僰人的分布区域，西北与羌族
聚居地相接，西南直抵云南境内的澜沧江以东、红河以北地带，

·7·

第一章 云南少数民族概况

① 参阅格桑顿珠主编: 《白族文化大观》，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
年版。



沿线与氐羌系统的其他部落相杂居，同时又形成自己的聚居区。

僰人聚居地，以滇中地区为中心，东北与僰道相接，南到今玉溪

和红河北部一带。其中包括: 西北连邛，东北接僰道县的今永

善、盐津、大关、昭通、会泽、巧家一带; 今曲靖至滇中地区;

自滇中地区往西，楚雄、大理一带，都是秦汉时期僰人的居住

地。汉晋时期的 “僰人”，到南北朝以后，概被称为 “白蛮”。

李京《云南志略》中说: “白人，有姓氏，汉武帝开通，通西南

夷道，今叙州属县是也。故中庆、威楚、大理、永昌皆僰人，今

转为白人也。”明朝初期，由于白族称汉军屯户为 “军家”，而

汉军屯户则称白族为“民家”，故白族自明朝后期又被称为 “民

家”，并且作为白族的通称而一直沿用着。白族由 “僰人”转为
“白蛮”，又由“白蛮”转为“民家”，新中国成立后改为白族。

可见，白族是由西南 “僰人”转变过来的，源于本土，是云南

境内一个重要的世居民族。

傣族 傣族是古越人——— “滇越”的后裔，“滇越”是汉晋

时期对傣族的称呼。《史记·大宛列传》记载的百越部落有活动

在“昆明” ( 大理至金沙江一带是昆明部居住的地方) 以西千余

里，被称为“滇越”的“乘象国”。“滇越”部落不仅其居住区

域和今日德宏、腾冲、保山一带傣族，以及缅甸北部掸邦的掸族

聚居区域相符，而且养象助耕和出巡、征战城乡的习俗一直保持

至明清时期。云南的百越先民及百越部族的文化特征是: 除种植

稻谷和喜食异物是新石器时代遗留下来的以外，在青铜器时代产

生的共同文化有使用铜钺、青铜农具，精于纺织，居住干栏房，

铜鼓文化，文身，习水操舟、跣足佩环，贵重海贝，崇拜孔雀，

一字格剑，羊角纽钟，性崇拜，狩猎祭祀等特点。这些都有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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