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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
杨连松

云龙地处人理白族自治州和怒il僳僳族自治州的结合部，境

内人il纵横．山峦重营．j町谷交错。由于特殊的地理位氍和复杂的

地肜地貌。历史_卜．这啦的民族众多，变迁濒仍。这种状况．曾经弓I

起丫历代学者们的瞩目。康熙之际，本地文人董蕾庆撰写过《云龙

记往》一书。试斟反映云龙民族的复杂关系。这足一本有着珍赞史

料价值的云龙民族志．成为研究滇西民族史不可多得的资料。然

而．由于时代的局限．《云龙记爷》选材和观点均存在着科学惟、系

统性和全由性方面的缺陷。时至今日．云龙境内各民族已经安尼乐

业。云龙县民族擎务委员会经多年的努力．使新型方；乓《云龙县民

族志》得以卣世．这足云龙民族史j．开拓性的创举。可鲁可贺。

云龙足我的故乡．我曾在那哩{：持1：作多午．访问过云龙的村

村寨寨．经常与各民族于鄙群众接触，因此．深感民族1：作的深远

意义．确实．改善和发展社会{：义民族关系。切实帮助少数民族发

展经济和文化，逐步消除历史．卜．遗留F来的事灾』．昀不乎等．使他

们能够尽快地发展起束．实现各民族的j冬．列繁．荣．足社会t义时期

}c．族1：作的根本任务。灾现这一仔务的撤本途径足解放和发展li

产力，发展丰￡会j：义一fj．场经济。因此．每一个有志于从，f『民放1：作

的列志一定受了解和热悉各民族的历史和现状。以历史唯物￡义

的科学态度．学握和研究其卒L会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云龙县民族：怎》足一木较为翔实、较为系统地揭刁：云龙各民

族发展规律的佳作。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人致了解云龙各}乇族肜

成和演变的脉络．了解他们赖以存私：的卒E会经济条件。从这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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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云龙县民族志》对于从争民族1二作的领导和广人民族]：作

者。认识和硼究云龙县乃至人理州的民族问题。加快民族地区经济

和衬会的发展．文现各民族的共剐繁荣．无疑足极其有益的。当然，

书qJ难免有屿不足之处．比如棠屿审管选材的’洋略、陈述的贴切等

方血都还有待推敲．尤其足因为成稿和}j{版间隔太长．1989年以

后的资料未能列入等等。但瑕不掩瑜．从总体上看。它仍然是一本

不可多得的血r志书。

《云龙曼民族志》的问殴，足云龙县民蚕、县民族志编写小细渚

阉志．尤其足{：要编撰人谢道辛同志中勤劳作的结果，也是社会各

．h-面关心支持的结果。愿这部反映社会{三义民族父系的新方志在

云龙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l，发挥应有的作用。

1993年6月24 El于下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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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 一
，J 一

周 祜

云龙过县．始于汉武·移死封一．午(公几前109 q-)．当时名比苏

盟．迄今已．一．f‘余午。其二ii苦为式人。《史记·凶哟爽列传》载t

“凸自列帅(今保山)以东．北垒叶榆(今人理)．名为篙、}邑明。”甾和

芘明乃冯时强人的部落．曾JiIi JJ：汉武帝开辟从妇川到印度的蜀身

li；=JI道．于足汉武帝乖：长安练习水军．经略西南．建立髓州琊．W j戛

-一．t心．比苏县印其q-之一。汉朝又以云龙边防重镇，以比苏之南．

设甾诏县．臀甾唐都尉以镇之。垒东汉明帝时．裒，卜内附，汉在今保

山髓永吕琊。从此，搦唐的边防作削良失．以后史书。IJ就很少提到，

所以云龙在无以前史籍九征。无代才靠云龙设立云龙匈，云龙之名

起干伺时?已无可考。但从语义分析，它是白语。可能起于宋火理

凼时代。至于云龙的民族，不但喾为何族先民．今已丸法确指．就足

董蕾庆《云龙野史》【{t所说的“摆爽”、“蒲蛮”．也不知去向。云龙境

内各民族．丛本．卜．足明代以后才固定l二柬的．这与明代的ji官制度

不无关系．云龙各地的土官统治J、的自姓．多足其明族．如云龙二卜

知州段保足白族．其统卜的涮沧江流域的百姓也多为白族；白石士

巡柃夺良、师井二j：巡检杨肿．均足白族．兑统治F的白石、师升的卣

斜也多足白族；箭朴场j：巡检字忠足搏族．其统治一卜的卣姓．也多

足钤族；漕涧土下总丸纳足阿品族，其统治‘1-的白I姓也多足阿吕

族。前：明代随着云龙银锄矿产和爿·盐的开发．内地汉族人民纷纷迁

柬．以先进的技术，r发矿产和盐井．列时沧卵舀岸的农附水利也相

应地有所发展．全万历叫t．：q二(公死1615午)浪穹县(今洱源)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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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东七啦划归云龙以后。基本上就肜成了云龙江东产盐．江西产

米。盐米互利的经济格局。云龙各族人民就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

劳的双手，世世代代经营着云龙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

今天．石：全国各族人民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改卑开放步

伐的火好形势下，云龙县民委写出了这本新型的云龙民族志书．这

是云龙民族史上的一件大富．事。编写的同志在火量的史籍q-．竭力

搜寻有关云龙的资料，用披沙拣仓的方法，去伪存兵，结合当代々

家学者研究的成果，融汇贯通．填补了云龙东汉至元代这一漫长时

期的历史。这实在足一个了不起的成绩。

云龙县民族志以洋洋洒洒数十‘万言的文字．对云龙各民族的

来源、历史和现状，以及生产、生活、风俗习惯、文学艺术等等。分别

作了详尽的叙述，这是由于开展了火颦的社会调查和认真分析研

究的成果，与前人所写的道听途说寥寥数语的民族志相比，不啻有

天壤之别。这种突串求是的精神。也是难能可贵的．

云龙县比族志还充分体现了云龙各族人民问的团结和睦的谁

也离不开谁的关系．肯定了他们在历史上共同开发云龙的光辉业

绩；也反映了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各族人民当家作t、

平等自由的共列繁荣，共同富裕的关系。云龙县民族志足一部很好

的民族团结的教科书，它将在云龙的两个文明建设ql起隘结人民、

教育人民、同心剧德、共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家乡的良虫，

作用。欣磬之余．特写教语，以之为序。

1993年5月1日邑人周枯序于大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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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陶胜辉

云龙县地处祖国西南边陲，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两千多午前．

西汉土朝就在这哩设置了比苏县。在谩长的历史发贬进程中，众多

的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他们用艰辛的劳动开辟和建设了这块美

丽富饶的疆i：．创造‘，云允的古代文明。元、明、清时期是云龙境内

民族处于大的变革时期，一曲民族的迁入和迁}I{．导致了境内民族

的分化、组合，形成现币．各民族犬杂居小聚居分布的状况。中华人

民共和凼成立后。在中国j芝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党的民族政镰指

引下．建立和发展了社会j：义新型的民族关系，各民族携手片‘进，

团结友爱，平等互利．共同繁荣，组成了亲如手足的民族大家庭。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策昌明．经济腾飞．文化繁荣．民族地区

的各项事业得到发展。民族1：作的春天已经到来。

云龙县境内的民族足助劳勇敢的民族．是具有高度创造精神

的民族，但在历代方志中财他们的记载甚少．有一耩牛爪也只是记

述他们的落后面，抹煞了他们的功绩和存历史上应有的地位。《云

龙县}乞族志》作为社会{二义的新方志，就是要以马列--i--义民族学的

观点，对境内的民族作舆突的记录．还其本来的历史面日。我们相

信通过这本芯书可帮助我们殳全面兜深入地认识境内的各个民

族．不仅为我们进一步做血f民族1二作提供储鉴．失重要的足为各民

族的振兴提供有益的参考。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