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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土地志>(以下简称土地志)的撰写工

作，在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经过一年的艰苦努力完

成了编纂任务，这是巍山土地管理事业中的一件大事。志书本着

“详今略古，求实存真，立足当代，服务将来”的原则，比较全

面系统地记述了巍山县各个历史时期的土地管理工作和土地利用

情况，是集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为一体的工具书。<土地志>

的撰写，不仅能促进全县土地管理工作的加强和完善，而且将为

巍山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提供借鉴。

。<巍山县土地志>虽然问世，但是由于我们缺乏修志经验，

加之资料失散不齐，书中缺点与错误在所难免，希望专家学者、

读者和广大土地管理工作者给予批评指正，使之更加完善。

罗永根寸坚

一九九八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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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定名为<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土地志>，是巍山县

土地管理局的部门志。

二、本志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邓小平同志具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坚持唯物辩证观点和实事求是原则，

记述资料求实存真。

三、巍山县的土地管理专门机构于1987年8月17日才创

建。但是，土地问题涉及有史以来的政治经济大事，上限必须追

溯到史书记载的有关土地的生产关系、土地经营、土地建设和管

理。本志主要记述1950 1996年的土地管理资料，其中重点记

述1987年8月～1996年12月的情况。 ．

四、1950年前的计量单位名称一律照旧，1950年以后的按

国家统一标准记述。

五、对公元年号，除公元前照写外，公元后的年代，一律省

去“公元”二字；对人的称呼，除特需外，一律直书姓名，不加

职衔和其他称呼。

六、民国前的年号数字用汉字，从民国开始一律用阿拉伯数

字。

七、行文采用简化字，不用繁体字。对古地名如“境好山”

等不能简化，要沿用古字。‘
’

八、本志在管理机构内，记述了相应的有关土地管理的“财

政科局”、“建设科局”、“农林水”等机构，这些仅作“有关”参

考。

九、本志在使用1956年以后的“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时，

省略写为“巍山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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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土地是国家的宝贵资源和重要资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

的基础条件。马克思说过：。土地是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源

泉。”土地就像空气、阳光、水一样，离不开人类6它涉及国家、

社会民族和工农业生产建设等的政治经济大事。历史上的重大变

革运动，基本上是为了占有使用土地，争夺分割土地。就是在高

科技发达的今天，土地需要量越来越多，而人均土地则越来越

少，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巍山的历史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与土地所有密切相

关，逐渐变革着不适应生产力的关系。巍山在西汉光武帝元封二

年(公元前109年)就设立了属益州郡的邪龙县，从原始氏族公

社进入到奴隶社会。那时的奴隶主是管政、管军、管民、管土的

君长。元明时期，巍山地区的土地所有制和土地使用制是军民屯

垦的生产关系。到1912年后的民国，仍延续封建土地利用的生

产关系。 ’一t ，

1950年前的巍山，全县人口8％的地主占有40％的土地，

占人口半数以上的贫雇农，仅占有24％的土地。尤其是少数民

族聚居的山区，地主占人口的2％，却占有70％的土地。农民深

受地主的地租、高利贷、劳役、礼节、婚丧寿礼等剥削。1950

年后，县组织农业生产换工队，进行开荒种地，发展生产，修桥

补路，植树造林等。

1950年1月10日，巍山全县人民获得解放，建立人民民主

政权，征收补交1949年公粮。1951年，实行减租退押。1952

年，进行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1957年，建立高级社，农

民通过土地、农具、大牲畜、劳力入社，实现了社会主义土地的

公有制。1980年后，’开展改革开放，实行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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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分离的土地使用制度。

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西部，属大理白族自治州。

东邻弥渡县，南接南涧县，西以漾江为界，与漾濞、昌宁、凤庆

三县接壤，北与大理市相连。县城东距云南省会昆明市453千

米，北至大理市53千米。地形为南北两端狭窄，中部宽广，南

北最大纵距65千米，东西最大横距47千米。土地总面积2 200

平方公里。其中，山区2 052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93．27％；

坝区148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6．7396 o

巍山地处云岭山脉的两大支系——哀牢山与无量山的北部地

段。即红河与澜沧江的分水岭地带。境内有南北走向的东山和西

山两大山脉。东山绵亘于坝区东面，南至西托乐与南涧接壤。有

巍宝山、蒙舍山、五印山等名山。西山则以纵横交错的山脉形成

广大山区。山脉自北端者摩村向南延伸，南至达子山与南涧县交

界。最高峰紫金山，海拔2 963米。主要河流有西河、碧溪江

(即漾濞江)和乐秋河。西河(阳瓜江)，是红河之源。碧溪江是

巍山与西部邻县的天然界河。

巍山县位于北亚热带的南部边缘，属高原山地季风气候。除

少部分高山冷凉地区及河谷低热地区以外，绝大部分都是冬无严

寒，夏无酷暑，四季如春。年均温度10～20℃，年平均降雨量

800毫米。

全县农业耕地17 120公顷(其中水田、雷响田有9 121公

顷)，占总面积的7．6％；有林地66 467公顷，占总面积的

29．3％；草场、荒山占总面积的46．4％；河流、沟渠、水库、

公路、村庄等占总面积的16．7％。县内有大量的经济林木、野

生药材，远销外地。坝区主产水稻，山区主产包谷。还有其它粮

食和大量经济作物，野生动物和大批家畜、家禽、鱼类等。

巍山的矿藏资源较为丰富，有铁、锑、金、铅、汞、砷、

钼、石磺、石膏、石英、云石等。南诏时就能掌握冶炼技术，打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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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铁剑及铸造工具等。马鞍山的赤铁矿，早在清代就曾建立有5

座厂，6盘炉子，冶炼出生铁和熟铁，供应滇西南各地打制农

具、工具，便于开发土地。7紫金山产的石磺，清代时就畅销缅

甸。五印的锑矿出口国外。金矿已探，待开采。

巍山的手工业产品火炮、竹帘、扎染布、面丝、饵丝、烟

丝、卜酱豆、蜜饯及风味小吃圯肉饵丝久负盛名。扎染布已畅销

日本及欧美。‘

巍山的花卉，品种有上百种，尤以兰花类和菊花类驰名。兰

花有70多个品种，菊花类有50多个品种。兰花中，著名的品种

有素心兰、元旦兰、朱兰、大莲瓣等，曾参加广交会展览获奖，

并远销日本、美国、泰国、新加坡等国家。历史上，朱兰还是明

清两朝时的朝廷贡品。菊花类中，较为珍贵的有绿菊、墨菊等。

巍山是一个多民族县。全县分设文华、大仓镇，巍宝、庙

街、永建、青华、牛街、龙街、鼠街、马鞍山、紫金乡等2镇9

乡o 1996年末，全县总户数67 122户，总人口288 260人。在总

人口中，汉族164 860人，占人口总数的57．19％；彝族95 225人，

占33．03％；回族19 947人，占6．92％；其他民族8 228人，占

2．86％。
‘

巍山是南诏发祥地，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唐高宗永徽元

年(650年)．细奴罗受张氏禅让，立大蒙国，称齐嘉王。后立

蒙舍诏王(辖今巍山坝子和山区南部)；在I虎．于山筑咙圩图城

(在今庙街乡垅圩村左侧)o后，又筑蒙舍城(今古城村)，唐初

设阳瓜州、蒙舍州。坝子北部包括山区和漾濞，在六诏时，立蒙

褥诏。南诏统一六诏后，巍山地区设蒙舍。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

(741年)，南诏迁都太和城，以蒙舍城为旧都。唐代宗永泰元年

(765年)至二年，再次设阳瓜州于蒙舍川古城。宋代大理国时

设开南县。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新建蒙化府城(今巍山

县城)。明清先后设府州、厅，民国设蒙化府、厅、县。民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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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山城设立过云南省第五区行政专员公署，辖昌宁、顺宁、云

县、景东、蒙化、双江、缅宁7县和耿马设治局。1950年1--3

月，设立过中共蒙化地工委和滇西蒙化地区专办处，辖今巍山、

南涧、凤庆、云县、临沧、景东等县。，，

巍山是“第二条丝绸之路”必经的重镇，古驿道四通八达。

曾长期是滇西的政治、经济、贸易、交通、文化中心。民国时期

曾列为云南省的“一等县”。1992年11月14日，经国家林业部

批准，巍宝山被确定为国家级森林公园。森林公园总面积1 176

公顷，范围有巍宝山主景区和圆觉寺景区、沙塘哨景区组成。

1994年1月4日，经国务院批准，巍山县城被列为第三批国家

级历史文化名城。
，

1987年，县土地管理局成立后，土地管理工作者肩负着掌

握土地资源，宣传教育贯彻土地管理法规政策，搞好土地管理，

负责国家、集体和个人建设用地管理，开展土地利用规划与基本

农田保护。巍山人多地少，耕地质量不高，后备资源不足。以

1990年调查为例，全县共有1．67万公顷耕地，旱涝保收的0．33

万公顷，建国40年来，人口增加14万，人均耕地从1966年的

0．11公顷下降到不足0．07公顷。几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

深入，在土地管理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一些成绩，在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我们要认真贯彻执行“合理

利用每寸土地”的方针，切实保护耕地，合理配置好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土地资源，为振兴巍山的民族经济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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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一、西汉_清代

， 西汉：

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在今巍山境内设置邪龙

县，属益州郡。当时在农奴制度下，奴隶主既是土地所有者，也

是主宰一切生杀大权的君长。虽从事定居的农业生产，但也有部

分“随畜迁徙，毋君长”，过着原始耕作状态的游牧生活。没有

专设土地官佐。

唐代
。

贞观元年(627年)，细奴罗(南诏始祖)随父自哀牢避难

到蒙舍川，自耕于巍山(今巍宝山前新村)，当时人烟稀少，可

自由开荒种地发展生产。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建宁国王张乐进求逊位给细奴罗，

建国号大蒙国，称“奇嘉王?，统领军政民，管理疆土。次年在

县境建立蒙舍诏，位子六诏之南，又称南诏。蒙舍诏与蒙高诏同

居蒙舍川，疆域约辖今巍山县坝区的庙街乡，文华镇及东南西面

大部山区和南涧县大部地区。

永徽元年(650年)，细奴罗建蒙舍诏都城于西山麓，周围

数十里的大湖池旁半山坪垅圩山麓，筑境圩图城。当时的蒙舍川

坝子“天气有瘴，肥沃宜禾稻，又有大池周回数十里，多鱼及菱

芡之属，川中水东南与勃弄川合流，南有笼磨些川，凡暹川河，

蒙舍谓之川，赕然邑落人众，蔬果水菱之味，则蒙舍为尤殷”。

“蒙舍池鲫鱼大者重5斤”(<云南备征志>)卷二<六验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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