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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J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民族志》是一部融资料性、思想性和科

学性为一体的首次详细记述我州各民族历史和现状的一本资料性

著作。它的出版问世是我州社会主义椭神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

值得庆贺!

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发展的重要时期，要把我

州的各项建设事业尽快地搞上去，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善于把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怒江的实际结合起来，这就需要对怒江的

过去和现在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深刻的认识，该志的问世，能及

时为我们提供重要的地情资料。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真正对全州有全面的了解和深刻的认识

呢?这首先要吃透党中央有关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精神。

当前就是要用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武

装全州各族人民的头脑，提高认识，统一思想，转换脑子，坚持

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论何时都要突出经

济建设这个中心。思想要再解放一点，胆子要再大一点，步子要

再快一点，适时地抓住有利时机。从发展我州东西两面。带动中

间一线的战略思想出发，扬长避短，立足资源，面向市场，内引

外联，加速开放，一步一个脚印地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为从根

本上改变我州的落后面貌，不断开拓前进。

最后，借该志出版之际，祝愿我州的修志事业更上一层楼，

为全州的改革开放事业的蓬勃发展不断谱出新的篇章．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州长邱三益

1



l辜 一
，J—--一

位于祖国西南边陲的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是一个多民族的自

治州，建国前由于历史原因，各民族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生产

力十分低下，长期处于刀耕火种、刻木结绳记事状态中。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怒江历史的新篇章，在中国共产党和人

民政府领导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当家作主人，并由原

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初期的社会发展阶段直接过渡进入社会主义

发展阶段。经过卯多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几经曲折，取得

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怒江旧貌换新颜。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怒

江各族人民更加团结，开拓奋进，用最新最美的蓝图重新装点着

怒江的山山水水。今日的怒江，金桥架南北、银路飞东西，千年

沉睡的资源逐步得到开发，工农业生产稳步发展，集市贸易购销

两旺，文化教育日新月异，人民商品意识、开放意识、科学意识

不断得到增强，各族人民生活不断得到改善，处处呈现出一派欣

欣向荣的景象。

现在奉献给大家的这本《民族志》，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

泽东思想指引下，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

思想武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全面地、历史地、准确地记载怒江州各族人民在漫长历

史中构成的社会经济形态、生产生活方式、札仪习俗、文化教

育、宗教信仰，如实地记载了建国后党在怒江地区的民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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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方针和条例的贯彻实施情况，客观地记述了

和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艰苦进程。志书非常清晰地展示

了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际相结合，领导各族人民在

杜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虽在一些阶段有曲折)，开辟了

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并形成正确的基本

观点和正确的民族政策，。各民族不分人口多少、历史长短、杜会

发展阶段高低，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都为祖国的历史和

文明作出贡献”，。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和紧密团结，是维护祖国

统一的重要基础和保证，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社会主义阶段是

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历史阶段，民族差异、民族特点将长期存

在。当前，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民族工作

的最根本的任务，这一点对怒江显得更为重要。志书在记述怒江

州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光辉业绩的同时，也如实地记述了前进中

的经验教训。其目的就是为当今和后人在存史、资治、教化方面

提供可信的资料依据，并从中得到启示和教益。

总之，《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民族志》的编纂出版，是全州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它必将以服务当代，惠及

后世而载入史册。我期望全州各族干部和群众鉴前世之兴衰，考

当今之得失，从志书中充分吸取教益，为加快全州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作出积极的贡献；在以江泽民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为实现本世纪末奔小康目标和到下世纪

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副州长杨寿长

1993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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