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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晓云

我和宝康教授认识很多年了，在他走上领导岗位之前，就是

一位对学术研究充满激情的青年学子，勤于思考，同时也勤于向

其他的学术前辈请教，他每次到昆明，都会花很多时间去拜访老

师和学界前辈。走上领导岗位之后，宝康教授仍然没有停止研究

工作。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一本文集，就是宝康教授多年辛勤耕

耘的结晶。

中国的边远地区幅员辽阔，具有丰富的历史和人文资源，不

了解边疆的历史和人文状况，就不能真正了解中国的边疆地区，

也不能治理好边疆。想要了解边疆地区的历史和人文，就必须深

入到不同的民族、具体的事件，甚至是一个具体的人物中。宝康

教授的这本文集，即向我们展示了云南临沧地区佤族的社会历

史、民族文化以及当地的一些重要事件和人物。这本文集事实上

包括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佤族的社会历史文化研究，另一部分

研究了两位在当地乃至在国内有一定影响的人物。

佤族是云南特有的跨越民族之一，佤族除了居住在云南之

外，还有几十万人居住在缅甸，因此对佤族的研究不仅有着非常

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助于透彻地了解

中国边疆形势，及进行边疆治理。也正是如此，佤族研究在过去

的几十年中一直都是关注度较高的一个研究领域，也发表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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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我不是研究佤族的专家，但是我对佤族的研究也非常

感兴趣，也曾经多次前往佤族地区进行调查研究，甚至可以说从

大学毕业到现在，都对佤族有着比其他民族更浓厚的兴趣。我被

佤族久远独特的历史、神秘浓厚的民族文化与变化莫测的自然环

境间的独特关系所吸引，也将佤族作为一个例子运用在自己的一

些科研论著中。基于对佤族研究的粗浅的了解，我认为，在过去

几十年中对佤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语言、历史及解放前后社会结

构与生产关系方面的研究，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涌现出了一

批优秀成果。但是对佤族社会文化更深入的层面，如宗教信仰、

生态文化、社会性别、伦理道德、文化变迁等方面的研究还是不

够的，还有很多领域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尤其是结合当代学术发

展的趋势，进行此方面的研究仍然大有可为。

在阅读了宝康教授的这本文集后，我有了很多新收获。例如

在这个文集中宝康教授有多篇文章探讨了佤族的传统居住聚落形

成的社会人文以及自然因素，探讨了它的社会功能和价值，这些

对我们认识边疆少数民族居住方式与当地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之

间的关系都有着重要的价值。在今天迅速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少

数民族的传统居住方式正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而认识它的价值

正是实现对其进行保护的重要基础，在这一点上来说，宝康教授

的研究是有新价值的。在其他方面，包括佤族的自然崇拜对社会

生活诸多方面的影响、佤族妇女的社会性别角色的研究，都有很

多新的探讨。这个探讨过程，宝康教授运用的是随笔的写作方

式，将佤族的社会历史文化自然而然地呈现给读者，让更多的读

者能够理解佤族的社会历史文化，这可谓是本书较大的特色。

本文集的另一个构成部分是对两位在当地有影响的人物的研

究。一位是历史人物杨国翰，另一位是近代人物彭桂萼。客观地

讲，我对杨国翰略知一二，对彭桂萼则确实不知。然而在读了宝

康教授对两位人物的十余篇相关文章之后，我不仅了解了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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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知识，对两位人物也肃然起敬。宝康教授不但为两位人物做

了一个传略，同时也对他们的人生追求、处世为人的价值观念、

学术思想、社会贡献等大的方面进行了深入全面的研究和介绍，

使我们了解了两位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人身上的一些共同特征：他

们虽然来自于边疆地区，但是都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念和人生追

求，那就是追求奉献社会、服务民众、清正廉洁、才华出众。在

大的环境中，这两位人物算不上十分重要、名声显赫，但是他们

身上有着至今仍值得我们敬重、感动的个人魅力。他们为官做人

的价值取向，在当代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宝康教授为这两位人

物撰写了十余篇文章，对他们的人生和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这

也是值得推崇的。中国边疆治理的历史，正是这些具体的人物所

写成的，对他们的研究是对他们的尊重，是对中国边疆治理历史

的挖掘，更是在弘扬一种人文精神———在今天我们仍然需要的一

种精神。

总之，我相信本文集的出版，对我们了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

地区的历史和人文都将具有较大的价值，尤其是宝康教授以流畅

的文笔、浅显易懂的方式进行写作，会有更多的读者能够接受

它。我也期待着宝康教授有更多的新作问世。

２０１５年６月于昆明若谷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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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沧的历史与特点简略

在云南省西南部，有一条著名的江河：澜沧江。澜沧江发源

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由北向南纵贯云南省西南部。在临沧境

内，澜沧江由北向南流经凤庆县的永新、鲁史、大寺、小湾、新

华、腰街，云县的漫湾、茂兰、忙怀、后箐、栗树、大朝山，临

翔区的邦东、马台、平村、那招、圈内，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

傣族自治县的忙糯和大文等４县 （区）１９个乡镇，境内流程２３２
千米。澜沧江流出国境后称湄公河，流经缅甸、老挝、泰国、柬

埔寨、越南等国，最后注入太平洋。澜沧江—湄公河全长４５００
多千米，被誉为 “东方多瑙河”。澜沧江流域植被丰厚，翠竹婆

娑，怪石林立，古树蔽日遮天，风光秀丽无比，居住着彝族、佤

族、傣族、拉祜族、布朗族、苗族、德昂族等众多民族，也是一

条著名的 “民族风情长廊”。

临沧在西汉时属益州郡哀牢地。东汉属永昌郡之下的哀牢

县。蜀汉、两晋、南朝均属永昌郡治。唐朝南诏国时期为永昌

（今保山市）节度和银生 （今景东）节度管辖。宋朝大理国时期

为蒲蛮及金齿地，为永昌府和银生府管辖。元朝云南行省建立

后，设置了顺宁府、镇康路、孟定路、谋粘路。明永乐元年

（１４０３年）置大侯长官司 （今云县），宣德三年 （１４２８年）升为
大侯州，万历二十六年 （１５９８年），大侯州改土归流，改为云州，
民国２年 （１９１３年）改为云县。

明宣德五年 （１４３０年）置勐缅长官司，在这之前，这里的世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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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族是拉祜族，开辟这块土地的拉祜族首领名叫步倒募。勐缅

长官司设置后，傣族由勐卯 （今瑞丽）迁徙而来，逐渐做了政治

上的土官。傣族称坝子为 “勐”，叫拉祜族为 “缅”，勐缅即

“拉祜族生活的坝子”之意。万历二十五年 （１５９７年）后改属顺
宁府；清乾隆十二年 （１７４７年），勐缅改土归流，改名缅宁抚彝
厅，属顺宁府，隶迤西道，后改隶迤南道。之所以叫作缅宁，有

三层含义。一是照 《说文解字》注解：“缅，微丝也，绵邈之称

也；宁，安也。”即边远安宁的意思。二是通过改土归流，消除

土官纷乱，取 “勐缅从此安宁”之意。三是与勐缅临近的缅甸由

明代以来时为国家边患，命名缅宁，是祝临近缅甸的勐缅永久安

宁的意思。民国２年 （１９１３年）改厅设缅宁县，属普洱道。
民国时期，临沧先后属第一、第五、第九行政督察专员公

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１９５０年属大理专区，１９５２年改设
缅宁专区，为专区所在地，辖缅宁、双江、耿马、沧源４个县。
１９５３年，保山专区所辖的镇康县划归缅宁专区。１９５４年，缅宁
专区改为临沧专区，缅宁县改称临沧县，顺宁县更名为凤庆县。

１９５６年，大理专区所属的凤庆县和云县划归临沧专区。１９６３年，
镇康县划分为镇康县和永德县。１９７０年，临沧专区改为临沧地
区。２００３年１２月，临沧地区改设临沧市，辖１区７县，即临翔
区 （临沧县２００３年更名）、凤庆县、云县、永德县、镇康县、耿
马傣族佤族自治县、沧源佤族自治县和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

族自治县。

临沧因濒临澜沧江而得名，也因有澜沧江而骄傲。临沧地跨

东经９８°４０′～１００°３４′、北纬２３°０５′～２５°０２′，总面积２４４６９平方
千米。东部、东南部与普洱市隔澜沧江相望，北部、西北部与大

理白族自治州和保山市接壤，南部、西南部与缅甸交界，国境线

长２９０７９１千米。临沧自然资源丰富，民族风情浓郁，具有五大
特点：

·４·

边地文化随笔



临沧是世界著名的 “滇红”之乡。临沧是云南乃至中国茶叶

的原产地，有着３０００多年的茶业历史，是世界范围内茶历史最
悠久、茶文化最深厚、茶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临沧市茶叶总

面积达１３０万亩，其中高优茶园２３万亩，茶叶总产量３５万吨；
境内已发现２０万亩的野生古茶树群落和４万亩的栽培古茶园群
落；“滇红”是享有盛誉的出口名茶。目前，临沧已成为茶叶种

植面积和产量居全省第一、年出口量和出口创汇占全省茶叶的

３０％以上的最大的茶叶生产基地。
临沧是亚洲独具特色的水电基地。澜沧江在临沧的境内流程

达２３２千米，已建成和在建的大型水电站有３座，其中，装机容
量１５０万千瓦的漫湾电站和装机容量１３５万千瓦的大朝山电站已
建成投产，装机容量 ４２０万千瓦的小湾电站正在建设之中。目
前，临沧是云南省 “西电东送”“云电外送”的主要水电基地。

临沧是中国佤族文化的荟萃之地。临沧有佤族人口２２万人，
占全国佤族人口的６０％以上。佤族地区名胜古迹丰富，人文景观
独特，民俗文化多姿多彩。这里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沧源崖

画、广允佛寺、耿马石佛洞遗址，有著名的班洪抗英纪念碑，有

保留较为完整的佤族原始村落翁丁寨，有国家级南滚河自然保护

区。佤族是一个具有优良文化传统的民族，《司岗里》的文化内

涵丰富神秘，《木鼓舞》《甩发舞》等舞蹈享誉中外。

临沧是云南重要的蔗糖和酒业生产基地。临沧有２８０多年的
种蔗制糖历史。目前，临沧市的甘蔗种植面积达１０４万亩，其中
高优蔗园６７万亩，年产甘蔗３４０万吨，有机制糖厂１４座，日处
理能力３万吨，年产食糖３５万吨，白糖生产量占云南全省的１／３。
酒业是临沧的新兴优势产业，以澜沧江啤酒集团和茅粮酒业集团

为标志的酒业享誉省内外。

临沧是昆明通往缅甸的陆上捷径。临沧市的耿马傣族佤族自

治县、沧源佤族自治县、镇康县与缅甸接壤，国境线长２９０７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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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米。有孟定国家级口岸和南伞、沧源两个省级口岸，有１７个
通商要道和５条通缅甸的公路。目前，经孟定口岸出境是昆明至
缅甸的陆上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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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佤族历史与发展情况

佤族的起源，普遍流传着 《司岗里》的神话传说。按照沧源

佤族的解释，“司岗”是葫芦，“里”是出来，意即人是从葫芦里

出来的；按照西盟佤族的解释，“司岗”是石洞，“里”是出来，

意即人是从石洞里出来的。各地佤族虽然对 “司岗里”的解释有

所不同，但都把阿佤山视为人类的发祥地。这说明佤族人民在阿

佤山居住已有久远的历史，或者就是当地的最早居民。“司岗里”

可能是佤族对他们远古穴居生活的回忆。

在我国先秦时期的著作如 《山海经》 《竹书纪年》和 《国

语》中，都有 “僬侥”这个族称的记载。《后汉书》也有 “永昌

郡徼外僬侥种夷内附”的记载。“僬侥”与佤族自称 “巴饶”的

语音很相近。永昌郡治在今云南保山，其辖区南部和西部正是佤

德语支各族的分布区。僬侥很可能是佤德语支各族的先民。

后汉时期，在永昌郡又有哀牢人居住。从 《华阳国志》和

《后汉书》的相关记载看，当时的永昌郡已是民族杂居的地区，

有穿胸、儋耳、闽、越、濮、鸠僚、傈、裸濮等族。哀牢人并非

指某一个民族，应该是居于哀牢山区各民族的总称，也包括佤族

的先民在内。

唐朝时期，云南澜沧江和怒江流域是各民族的杂居区，族称

很多，据 《蛮书》 《新唐书》等记载，有望、望苴子、望外喻、

朴子蛮、木棉濮、赤口濮、金齿、绣脚、绣面、寻传、么些等

等。其中，望、望苴子、望外喻这些名称和现在佤族的自称

·７·

卷　一



“佤”基本相同或十分相近。

元朝时期，云南西南部有蒲蛮居住，这在 《元史》《新元史》

和 《云南志略》中都有记载。蒲蛮分 “熟蒲”和 “生蒲”。 “熟

蒲”分布在今保山、昌宁、凤庆、云县一带； “生蒲”分布在

“熟蒲”的南部。“熟蒲”和 “生蒲”之分，反映了佤德语支各

族各地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从其分布来看，“生蒲”主要指的是

佤族。

明朝时期，佤德语支各族有了比较明确的区分，在澜沧江和

怒江流域有大百夷、小百夷、蒲人、古剌、哈剌、缅人、结些等

族称。这里的蒲人、古剌、哈剌即为佤德语支各族，而且蒲人主

要是指布朗族，古剌、哈剌则指的是佤族和德昂族。

清朝初期，佤族的族称更加明确，从 《滇云历年传》 《续云

南通志稿》等记载看，有 “嘎喇”“哈瓦”和 “佧佤”等。

可以看出，佤族的历史非常悠久。但由于佤族经济社会发展

落后，又没有文字，关于佤族的发展情况，只能根据历史传说和

散见于汉文的片断记载，做概括性的简单说明。

公元前１０９年，汉武帝置益州郡，辖区达到今保山市的广大
地区。当时分布在澜沧江以西的佤族、布朗族、德昂族的先民，

已在西汉的统属之下。公元６９年，东汉置永昌郡，辖区包括今
临沧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的佤族分布区。魏晋南北朝时，仍置永昌郡。唐代，佤族先民受

南诏政权统治。宋代，佤族分布地区的北部，属大理政权的永昌

府地。

元朝时期，佤族居住的地区分别属于云南行省的镇康路和孟

定路军民总管府。镇康路是以今镇康县、永德县为中心的地区；

孟定路军民总管府包括今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双江拉祜族佤族

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和沧源佤族自治县部分地区。孟定路东南又置

木连路，包括了今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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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和西盟佤族自治县等地区。

明代设孟连长官司。在佤族分布的其他地区又设置了镇康御

夷州和孟定御夷府，后又在孟定御夷府地分置耿马宣抚司，仍属

孟定御夷府。清代沿袭明制，略有变更。１８８７年，设镇边直隶
厅，辖孟连、西盟、澜沧和沧源等地。民国时期，沧源、耿马置

设治局，镇康、双江、澜沧 （包括孟连和西盟）均改为县。从佤

族与中央王朝历史关系的发展以及佤族居住区域的建制沿革中可

以看出，两千多年来，佤族与内地各族人民建立了不可分割的关

系，他们的居住地区早已成为祖国版图的一部分。

１８８５年，英国吞并缅甸以后，其侵略矛头指向了云南。英国
以中缅边界问题为借口，不断派遣武装人员、传教士潜入阿佤山

区，查看地形，绘制地图，进行各种阴谋活动，甚至煽动佤族人

民脱离祖国。

阿佤山区是一个十分富庶的地方，英国早已垂涎班洪、班老

一带丰富的银、铝矿。１９３４年１月，英国公然武装侵占矿区，制
造了有名的 “班洪事件”。班洪、班老部落首领邀集周围十多个

部落，剽牛立盟，组织武装，誓将英国侵略者赶出国门之外。景

谷、澜沧、缅宁 （今临翔区）、双江、耿马等地的汉族、傣族、

拉祜族、彝族等各族人民组成１４００多人的 “西南边防民众义勇

军”前来支援，打得侵略者狼狈不堪。但是国民党政府屈服于英

帝国主义的压力，强迫遣散义勇军，压制佤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１９３６年，以班洪为首的佤族 １７个部落王发出了 《告祖国同胞

书》，严正声明阿佤山 “自昔远祖，世受中国抚绥，固守边

疆……我佧佤山数十万户宁血流成河，断不作英帝国之奴隶，即

剩一枪一弩一银一妇一孺，头颅可碎，此心不渝……愿断头颅，

不愿为英帝国牛马，此志此情坚持到底”。佤族人民大义凛然的

呼声，得到举国舆论的响应，终于挫败了英帝国主义的强盗

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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