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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曜

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旧名蒙化，两汉属益州郡邪龙县，唐代是南诏的发祥地，明清

人文蔚起，彝族左氏土官经营巍山500多年，称为云南三大土府之一。境内文物古迹荟

萃，风景宜人。清代曾御封为“文献名邦”，在县城建文献楼以纪其盛。近年已由云南省

人民政府列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并向国务院推荐作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

巍山文化历史悠久，唐代以来先后有《巍山起因》、《南诏图传》、《自古通绎年运

志》等文献著作，记述巍山的历史和文化。修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明代以来，巍山的

地方官和文人很重视修志工作，先后有明嘉靖《蒙化府志》(已佚)、清康熙《蒙化府

志》、乾隆《续修蒙化直隶厅志》、宣统《蒙化乡土志》、民国初《蒙化志稿》等地方志书

问世，为后人研究巍山地方史、民族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新中国建立后，巍山县曾于

1959年编写过《巍山新县志》初稿，后因受极左思想的影响而停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全国社会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出现盛世修志的大好局面，国务院及时部署了

全国的修志工作。中共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委员会和县人民政府重视编修县志工作，于

1984年成立机构，选聘人员，开展了县志编纂工作。经历9年时间，完成了100多万字

的《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志》。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巍山

新县志，从横的方面全面系统地记述了巍山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各个方

面的情况；从纵的方面真实地反映了巍山的历史和现状，起到了“存史、资治、教化”的

作用，为全县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巍山新县志的修成，是建国40年来巍山县精

神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

《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志》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体例完备。综观全志有以下特点：

首先，指导思想上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

针和政策精神指引下，记述资料坚持实事求是，着重反映巍山从辛亥革命以来近80年的

发展变化和成绩，也不回避失误和错误。实事求是地反映新中国建立后，在党的领导下

各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曾发生失误和对失误纠正的情况。为此，专门设了政治

活动志，以供后人借鉴。

其次，巍山是一个多民族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区。为了反映地方民族特点和时

代特色，县志就冠名“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志”，以示和一般县志的区别；同时，专设了

人口民族志和宗教志，把人口民族志放在地理志之后，作为第二个专志，并在该志中设

了民族区域自治一节。为反映地区特有的历史文化，将风景名胜文物从文化志中分出，专

设了风景名胜文物志。由于巍山县境干旱缺水，为了治山治水以及发展畜牧水产的需要，

将农业分设为农业、畜牧水产、林业、水利4个专志，分别记述有关内容。在全志前有

总述，在每个专志前又有概述，适当追溯古代资料，便于反映巍山的历史和现状，弥补

有些专志因受时间断限的限制而资料不足的问题，有利于反映巍山各个方面的全貌。



2 巍山彝族同族自治县志

第三，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可靠。《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志》共设31个大部类，其

中专志29个，内容囊括了党、政、军、财、文，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无所不包，可以

说新县志是巍山的一部社会百科全书。一册在手，可以了解巍山各个方面的情况。全志

资料丰富，其中多数资料是第一次公诸于世，是提供研究云南地方史、民族史的重要资

料。如地理志中的地质矿产资料，风景名胜文物志中的文物资料，附录中的《南诏图
。

传》、《左土官记事》(抄本)、欧阳修为姚氏族谱所写的序言等，都是十分宝贵的资料。

第四，篇目编排合理，体例完备，门类齐全，并有所创新。为反映地区和民族特色，

把具有地区优势和独有的门类加以升格处理，如人口民族志、交通运输邮电志、城乡建

设环保志、风景名胜文物志、宗教志、会社志等，都是从地区和民族实际情况出发加以 1

升格而增设的专志。

《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志》经过编纂人员的精心编纂，主编的认真统稿，专家学者和

各级部门四审定稿，志书篇目和体例科学，内容丰富翔实，地方民族特点实出，不失为

一部质量较好的志书。祝此志早日出版。

于役既竣，深感志以“存史”，而史可为鉴。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通过修史志总结历

史经验，为现实服务，“古为今用”。以《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志》言，修志者十分重视

本地区的历史文化，其于“资治”与“教化”，有足多者。何则?巍山县是云南大理白族

自治州境内彝族、回族人口比较集中的县份。从历史上看，巍山是唐代南诏崛起和清代
1

杜文秀反清起义的发源地。巍山不仅在州内、省内，而且在国内，都具有光荣的历史。其

所以如此，是与历史上白族、彝族和回族人民一直和平共处、团结合作分不开的。

今天的大理白族自治州境内，自来以白族人口为最多，彝族次之，元代迁来的回族
‘

又次之。据《南诏图传》，唐初洱海地区的“白蛮”和“乌蛮”同属于一个部落联盟，以
～

“白蛮”张乐进求(相传为建宁国张龙佑那十七世孙)为盟主，称为“白子国”。按《张

氏国史》云，云南大将军张乐尽(进)求等九人共祭铁柱，其中有八人为“白蛮”首领，

惟巍州刺史蒙逻盛一人为“乌蛮”。时“乌蛮”势力强大，张乐进求乃让盟主之位，共推

蒙逻盛为盟主(《南诏图传》以兴宗王逻盛为中心，而《南诏野史》则以细奴逻为中心。

《图传》在野史之前，故从前说)。逻盛于唐上元元年(674年)立，以“白蛮”大姓张俭

(建)成为相。先天十六年(712年)盛逻皮立，求合六诏为一。遣张俭成入朝于唐，于

是南诏始强盛。统一云南的阁罗凤，立于天宝八年(749年)，以“白蛮”段俭魏为相国，

俭魏迎战唐将鲜于仲通于洱海，又大败唐将李宓，辅助南诏功居第一，赐名“忠国”。进 一

攻滇中爨氏的昆州城使杨牟利，也是“白蛮”。南诏历代君主的清平官(相当于宰相)和

大军将大多是“白蛮”贵族或名家大姓。唐白居易《长庆集》卷四十《与南诏清平官

书》云：“敕南诏清平官段诺突、李附览、爨何栋、尹辅首、段谷普、李弄傍、郑蛮利

等”，具名凡七人，除郑蛮利(郑回)为汉族外，都是“白蛮”。又《文苑英华》卷四百

七十《与南诏清平官书》云：“敕段宗傍、段酋琮、独栋、杨迁、赵文奇、蒙善政、李守

约⋯⋯”等七人中，蒙善政是“乌蛮”，“独栋”族属不明，其余五人是“白蛮”。又隆舜

时以赵隆眉为宰相，杨奇鲲、段义宗为清平官，都是“白蛮”。由此可见，“乌蛮”蒙氏

贵族建立的南诏国，自始至终受到“白蛮”贵族的支持。南诏国建立后，北迁的“乌

蛮”“三浪”依附吐蕃，一直是南诏政权的心腹大患。



于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兼并“西爨白蛮”。可以这样说，南诏是。乌蛮”和“白蛮”贵

族共同建立的联合政权，也是云南土著民族自己建立的第一个全省政权(其辖区较今云

南省大得多，在此之前，滇国和西爨只统治云南的一部份)。南诏和大理国统一云南500

年，主动学习和吸收汉族先进文化，使云南的社会经济和对东南亚开放有了很大的发展，

为元代建立行省奠定了基础。南诏统一云南的经验说明，在重大政治问题发生时，不同

民族集团都是以共同的政治目标和利益为联合的基础，而不是按民族来划分的。南诏之

于同族其他五诏和后来北迁的同族“三浪”，洱海“白蛮”大姓之于滇池地区的同族“西

爨白蛮”，都可以说明这一点。大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中说：

“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国，齐用越人蒙而强威宣。⋯⋯故意合则胡越为一家，由余、

越人蒙是矣。不合则骨肉出逐不收，(丹)朱、象、管、蔡是矣。”所谓“意合”即政治

目标一致，或“志同道合”。这对我国各族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共同目标而奋斗，

仍然有借鉴的价值。

r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回族杜文秀

领导的反清起义，在今巍山县小围埂爆发。接着彝族农民领袖李文学领导的反封建起义，

也在大理白族自治州的弥渡县发轫。杜文秀的起义受到白族和彝族人民的支持。李文学

的起义也受到白族和回族人民的支持。尽管清政府施展“以夷制夷”的阴谋手段，从中

挑拨离间，使起义归于失败，但都使白、彝、回各族人民通过两次反帝反封建的共同斗

争而加强了不可分离的兄弟友谊。建国40多年来，大理白族自治州在民族关系上虽然也

经历了曲折的道路，．但州内白、彝、回以及其他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合作更加巩固。历

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研究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是否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

结，对于今天处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族问题，仍然有着现实的意义。当然，历史上

的民族关系和今天的民族关系有本质上的区别，但今天的中国不过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

发展，云南省大理州、巍山县也是一样，我们也不能割断历史与现实的联系。我们既要

用民族平等团结的观点来看待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又要把历史上某些有远见的统治阶级

人物处理涉及民族关系的事件，放在特定的历史范围之内，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巍山

县的历史宝库中蕴藏着复杂的民族关系和处理民族关系的丰富经验，望修志者“三致意

焉”。是为序。 ，
．

1992年6月于云南民族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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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县委书记 姚宋明

《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志》经过巍山县志办公室全体编写人员的辛勤劳动，在各有关

部门的支持和帮助下，完成了编纂任务，这是我县人民文化战线上的一件大事，对今后

巍山存史、资政、教育将发生很大的作用。

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一次全面的国情调查和系统的文化积累，国情是由省情、地

(州)情和县(市)情构成的。一部县志就是一个县的县情，我们要很好地利用县志为社

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1987年5月26日，江泽民同志在上海地方志编纂

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新的地方志，是对广大市民，特别是对青年一代，进

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现实的、生动的、

亲切的、富有说服力的教材。”1991年3月9日，江泽民就进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及国

情教育问题致李铁映、何东昌的信中再次提出：“要对小学生(甚至对幼儿园的学生)、中

学生一直到大学生由浅入深、坚持不懈地进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及国情的教育。”社会

主义一代新县志全面地记述了一县领域内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

个方面的情况，是当之无愧的对当地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历史教育、革命传统

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生动、最具体的教材。尤其在进行县情(国情的一部分)教育、

热爱乡土教育中，县志更有着其它史籍无法比拟的优势。特别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今

天，搞好一个县的经济发展和两个文明建设，不可不研究县情。《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

志》，是自辛亥革命(1911年)以来近80年间纂修成功的巍山的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

我向全县广大干部群众和学校师生，特别是在职的全县各级领导干部推荐，希望大家结

合自己的工作实际，认真读一读这部新县志。要建设巍山，不熟悉和研究巍山的县情不

行，只有认识和通晓巍山的历史和现在，才能更好地建设巍山。爱国，首先要热爱自己

的家乡，教育部门要结合教学活动，把新县志作为乡土教材之一，组织全县师生学习新

县志的有关内容，以此培养师生爱国的社会主义新思想。

在《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志》出版问世之际，特作此序。

1992年6月干巍山



序

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县长、县志编委会主任 字国顺(彝族)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自明代以来，我县共编修过7部旧志，现保存下来

的有康熙《蒙化府志》、乾隆《续修蒙化直隶厅志》、宣统《蒙化乡土志》、民国初《蒙化

志稿》等4部志书，其它3都已佚不传。这些旧志，是我县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对提

供县情和资政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

’

建国后，在上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布置下，我县曾于1959年编修过《巍山新县志》

初稿，因受当时“左”的思想的影响，加上准备不够充分就仓促上阵，致使未终审定稿

即终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政治安定，经济发展，出现了“盛世修志”的，

大好局面。胡乔木同志首先倡导修志，他提出：“要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

继续编写地方志。”继而国务院作出全国开展修志的决定，并于1986年召开了全国地方

志第一次工作会议，部署全国修志。我县根据国务院、省、州人民政府的统一部署，于

1984年正式开展修志工作。在县委的领导下，县人民政府的主持下，调集人员，在各部

门和有关人士的支持和帮助下，经过全体修志人员八个春秋的辛勤耕耘，拿出了这部资

料翔实、内容丰富的县志稿，这是服务当代、惠及子孙后代的千秋伟业。值此之际，我

谨代表县人民政府向支持帮助过修志的各单位和各位同志以及有关人士、全体修志人员
致以诚挚的谢意l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

线，努力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记述和反映巍山历史悠久、民族聚居、山

川秀丽、物产丰富、人民勤劳勇敢等地方民族特点，使志书真正成为经世致用的著述。

本志是巍山的“百科全书”，全县自然地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卫生、民

族宗教、党政群团、军事人物无所不包。从巍山实际出发，全书注意反映地方和民族特

点。除总述、大事记、编纂始末外，分设地理、人口民族、农业、畜牧水产、林业、水

利、工业、乡镇企业、交通运输邮电、城建环保、商业、工商行政物价计量管理、财政

税务、金融、党群、政权政协、司法、政治活动、政务、军事、教育、文化、科学、卫

生体育、风景名胜文物、宗教、会社、人物、文献等29个专志，真实、系统和客观地记

述巍山的历史和现状。它必将起到鼓舞全县各族人民继续前进、促进各项事业不断发展

的历史作用。 ·

．

在县志成书之际，我愿与巍山全县各族人民鉴古知今，同心协力，兴利除弊，继往

开来，为振兴巍山的经济文化和人民的幸福再作贡献。

1992年6月干巍山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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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沙琼(回族)

巍山很早就有古人类生活、繁衍。现在，县境内主要有汉、彝、回、白、苗、傈僳

等6个世居民族。其中彝族是最早的土著民族，史称“嵩、昆明”、“乌蛮”、“乌蛮别

种”等；其次是白族，史称≯白蛮”、“萸人”等；t汉族、回族是元明时期，中原王朝在

巍山派兵屯田戍守时开始进入的，以后因生活、经商等关系，又陆续进入一部分；苗族、

傈僳族是清代晚期先后进入的。各个民族进入巍山定居以后，共同开发和建设了巍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历代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是歧视和压迫的，对少数民族在

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均进行贬低，在旧志中均不记或少记。即便有记载，不是歪曲了

事实，就是用歧视污辱性的语言进行记述。如巍山的几部旧志中，称彝族为“猡猓”，称

回族为“：j回掴”，都加了‘‘苕”；称杜文秀回族起义为“杜逆”、“回匪”等。就是对明清

显赫一时的蒙化彝族左土官也是压制性的进行略记。如明代朱光霁纂修的《蒙化府志》较

详细地记述了左土官的政绩，并按为官先后时间顺序将左土官的名录排在汉族流官之前。

但是，到了清康熙年间汉族流官蒋旭重修《蒙化府志》时，却略去左土官政绩不载，并

把左土官名录排到汉族流官之后，颠倒了历史事实。只有在中国共产党执政领导的今天，

少数民族的地位和作用才真正得到发挥，少数民族和民族工作才真正受到尊重和重视。建

国后，巍山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实行了民族真正的团结平等，少数民族才真正地当家

做了主人。全县形成了“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的新型民族关系。

为此，1988年巍山还被国务院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

在中共巍山县委的领导下，在县人民政府的主持、组织下编纂的《巍山彝族回族自

治县志》，正确地记述了境内各个民族的历史、现状以及社会主义时代新型的民族关系。

初读县志，有这样几点感觉：一是纠正了旧志对各个民族的偏见、不实和污辱的记载，正

确地记述了6个世居民族。二是根据斯大林“关于每个民族，不论其大小，都有它自己

的，只属于它而为其它民族所没有的本质上的特点、特殊性，这些特点便是一个民族在

世界文化宝库中所添的贡献，补充了它，丰富了它”(《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

的论述，记述了各个民族自己的特点。三是各个民族的资料翔实丰富，为各级党委、政

府和有关部门制订民族政策和研究民族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

志》不愧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地区的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为序。

1992年6月于巍山



一、本志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
’

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以。实事求是”为原则，力求编纂出一部思想

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的社会主义新方志。 ．

二、本志采用述、记、志、录、图；表等体裁，篇目采用平头列志，分设志、章、节、

目等级制。全志由总述、大事记、专志、编纂始末四大部分组成。总述综括县情和优势，

从宏观上总摄全志；大事记纵贯古今，记述自有建制以来的大事、要事；各专志横排门

类，纵述相关资料；文献志辑录主要文献资料，是各专志内容的补充。全志共有31个部

类，其中专志29个。

三、本志上限定为1911年，对于旧志漏载的作了补遗，错讹或带有偏见的用新资料、 ．

新观点重新记述、订正和改正。为正确地记述事物的发展变化和兴衰始末，较好地反映

地方和民族特点，总述、大事记、地理志、人口民族志、交通运输邮电志、城建环保志、

风景名胜文物志、宗教志、会社志等部分分志和各分志的概述的上限时间作了适当放宽，

可以上溯。下限断在1990年。

四、本志所称“建国前、后”，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1日成立前、后；

．“自治县建立前、后”，系指1956年11月9日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建立前、后。

五、政区及机关名称，按时序冠名。如“蒙化县”系指1954年6月30日以前的名

称，“巍山县”系指1954年6月30日中央内务部批准改巍山县后的县名，“巍山彝族回

族自治县”系指1956年11月9日成立自治县以后的名称。

六、本志按时间顺序记述不同行政区域范围内的资料。如记述清代以前的资料，包

括蒙化、南涧两县和弥渡、漾濞、祥云三县的部分地区在内，记述民国时期和1961年以

前的资料，均包括南涧在内(不再作注释说明)，1961年南涧分出建县后，所记述的资料

为今巍山行政区划内的资料。

七、行文规范，年代和数字用法等均按国家语委等7个单位．《公布<关于出版物上

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的联合通知》的具体规定执行。

八、本志记述1950"--'1954年的货币时，除少数注明使用旧人民币单位外，已将旧人

民币折算为新人民币。

九、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立传人物以对社会发展贡献较大者和知名者为主，同

时收入少数有其他影响的人物。 ’

十、本志的资料主要来自省、州、县的档案、社会调查采访、本县有关部门和县内

外有关人士提供的资料，以及正史、野史、旧志、族谱等，一般不注明出处；少数引用

旧志和著作、书报的注明出处，以便查考。凡入志的资料，都经过考证和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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