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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文件

马志委发(200411号

——————————————-——-★——
关于《马关县彝族志》出版发行的批复

马关县彝族学会：

你学会报来《关于<马关县彝族志)出版发行的请示》及志

稿收悉。经审查，我委认为《马关县彝族志》观点正确、体例完

备、资料翔实、文风端正，为保存史料，资治当今，启迪后人，同

意《马关县彝族志》付印出版。

此复

马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二OO四年四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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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

序一

文山州人大主任杨兴发

在伟大祖国的大地上，彝族和其他民族一样，以自己的勤

劳勇敢、聪明才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了自己灿烂的文

化。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

照耀下。广大彝族人民从旧社会的奴隶成为了新中国的主人，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康庄大道上迈步前进，谱写着自己

壮丽文明的凯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彝族人民与各

民族人民一道。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大胆改革开放，彝区经济社会全面发

展，人民安居乐业。马关县彝族学会为挖掘和弘扬民族文化，

振奋民族精神，发展民族经济，主持编纂了《马关县彝族志》。

<马关县彝族志》的编纂，是县委、政府的关心，各有关部

门大力支持，彝学会的负责同志和工作人员以求真务实的精

神，付出辛劳，查阅历史，走访前辈，深研细记的结果。志书所

记载的史料充分反映了马关县彝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和经济文

化状况，是马关彝族历史的真实写照，为广大彝族同胞了解自

己民族的历史，进一步挖掘和发展彝族文化，推进彝区“两个

文明”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史据，在此，倍感谢意。

通阅志书，还有另一种感受，自己与自己原来的基础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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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区经济社会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与先进地区和

先进的民族相比，无论是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都还存

在着很大的差距。我们承认落后，但我们不甘愿落后，要振奋

精神，树立信心，加强与各民族的大团结，抓住机遇，乘势而

上，努力加快彝区经济社会发展，逐步缩小与先进地区、先进

民族的差距，为以后续写志书充实更丰富的内容，为彝区明天

更美好而努力奋斗。

2004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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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3

序 二

马关县彝族学会会长金国元

彝族是一个勤劳勇敢、历史悠久的民族，在马关这块古老

的土地上，彝族居住的时间也是极为久远的。据考证，早在公

元649年以前，马关境内就有彝族居住。远的暂且不说，就从

公元649年算起，距今已有1350多年的历史了。历史虽然悠

久，然而经济文化的发展却很迟缓。旧中国时期，彝族落后固

然有其社会等多方面的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党争政府对彝族

人民给予了很多的帮助和救济，取得较大的成就。可是由于

我们起点太低。同其他先进民族比较，进步仍然缓慢，这是值

得我们彝族人民深思的问题。

云南著名的彝族作家李乔发表过一篇题为《试探彝族贫

困落后的原因》的文章，他通过文化结构的凡组数字，说明彝

族贫困落后是由于文化层次低，从而提出了“贫穷不足怕，愚

昧才可怕”。“治穷”必先“治愚”的问题。我觉得很好，对我启

发很大，所以我们印发了这篇文章，希望广大彝族干部都学一

学。我们认为。彝族人民要赶快觉醒，自觉地同愚昧和落后作

斗争，大力进行文化投资和智力投资，迅速改变文化结构，提

高文化素质和文化层次，赶快摆脱“愚昧”的状态，才能赶上先

进民族。才能与其他民族一道并驾齐驱，在伟大祖国的民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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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中共同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迈进。

正因为如此，马关县彝族学会成立后，我衍积极筹划编纂

《马关县彝族志》，同时还筹划搜集整理<马关县彝族民歌集>

和《：马关县彝族民间故事集>，希望通过这些工作，使彝族人民

认识自己的历史和现状，从而受到鼓舞和激励。这就是“文化

投资”，就是着眼于彝族文化建设的三项大工程。我们彝族学

会一定要竭尽全力，力争在首届理事会期间将这几项大工程

搞好，为彝族的文化建设作出一番贡献。

编纂彝族志是马关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志书编写当中，由

于资料难寻，虽已尽力而为，也难免还有很多遗漏和不足之

处，唯望以后的各届理事会逐步补遗，逐步加以完善。在本次

编写的志书即将出版问世之际，有感而发，写了以上的话，作

为序言o ．

2004年4月



凡例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i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和党的民族政

策，用民族学的观点和方法，力求将马关县彝族的历史和现状

作较全面的记述。’ ，

二、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主体志以

章统节，节下列目；有的章节不设目。概述、大事记、人物、附

录不设章节，必要时用序数分条。 ，

三、本志上限尽量追溯到民族起源，下限至2003年底止，

个别条日适当下延。

四、根据省民委、省统计局印发的<关于规范使用少数民

族称谓和云南省少数民族有关数据的意见>，本志涉及人口的

数据用历次人口普查数。

五、清代以前的历史纪年，沿用汉字小写数字，民国纪年

用阿拉伯数字，但都用小括号和阿拉伯数字注明公元年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采用阿拉伯数字。

六、在志书中，清以前称“朝”或“代”，但有时只用朝代的

第一个字和皇帝年号标出，如“唐开元七年”、“宋皇佑五年”、

“清光绪八年”等。中华民国有时简称“民国”，中华人民共和

国有时称“新中国”o

七、本志“大事记”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编写。只记与

本民族有关的内容。“习俗与信仰”一章，与汉俗相同的大多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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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去，只拣具有本民族特点的记。

八、本志“人物”分“传略”、“简介”和“表”三部分。本着生

不列传的原则，“传略”只列过世人物。“简介”列在世人物，规

格是副处级及其以上的彝族领导干部、具有高级职称的彝族

技术干部和少数有特殊专长和对革命有功的人物，包括本县

籍在外地工作和外县籍在马关工作已达到规格的。领导干部



目 录 1

目 录

概述⋯⋯⋯⋯⋯⋯⋯⋯⋯⋯⋯⋯⋯⋯⋯⋯⋯⋯⋯⋯⋯(1)

大事记⋯⋯⋯⋯⋯⋯⋯⋯⋯⋯⋯⋯⋯⋯⋯⋯⋯⋯⋯⋯⋯(5)

第一章源流⋯⋯⋯⋯⋯⋯⋯⋯⋯⋯⋯⋯⋯⋯⋯⋯(13)

第一节族源⋯⋯⋯⋯⋯⋯⋯⋯⋯⋯⋯⋯⋯⋯⋯(13)

第二节支系⋯⋯⋯⋯⋯⋯⋯⋯⋯⋯⋯⋯⋯⋯⋯(18)

第三节分布⋯⋯⋯⋯⋯⋯⋯⋯⋯⋯⋯⋯⋯⋯⋯(20)

第二章社会形态⋯⋯⋯⋯⋯⋯⋯⋯⋯⋯⋯⋯⋯⋯⋯(23)

第一节古代⋯⋯⋯⋯⋯⋯，⋯⋯⋯⋯⋯⋯⋯⋯⋯(23)

第二节近现代⋯⋯⋯⋯⋯⋯⋯⋯⋯⋯⋯⋯⋯⋯⋯(24)

第三章龙氏土司与阿雅城遗址⋯⋯⋯⋯⋯⋯⋯⋯⋯(27)

第一节龙氏土司族别考⋯⋯⋯⋯⋯0 0 0 aIQ DOI⋯⋯⋯(27)

第二节阿雅城遗址考⋯⋯⋯⋯⋯⋯⋯⋯⋯⋯⋯⋯(31)

第四章经济⋯⋯⋯⋯⋯⋯⋯⋯⋯⋯⋯⋯⋯⋯⋯⋯(33)

第一节综述⋯⋯⋯⋯⋯⋯⋯⋯⋯⋯⋯⋯⋯⋯⋯(33)

第二节农业⋯⋯⋯⋯⋯⋯⋯⋯⋯⋯⋯⋯⋯⋯⋯(34)

第三节林业⋯⋯⋯⋯⋯⋯⋯⋯⋯⋯⋯⋯⋯⋯⋯(36)

第四节手工业⋯⋯⋯⋯⋯⋯⋯⋯⋯⋯⋯⋯⋯⋯⋯(37)

第五节商业及其他⋯⋯⋯⋯⋯⋯⋯⋯⋯⋯⋯⋯⋯(38)*

第六节特产村简介⋯⋯⋯⋯⋯．．．⋯⋯⋯⋯⋯⋯⋯(41)

第七节温饱村和小康示范村简介⋯⋯⋯⋯⋯⋯⋯(44)

第五章文化⋯⋯⋯⋯⋯⋯⋯⋯⋯⋯⋯⋯⋯⋯⋯⋯(47)



2 马关县彝族志

第一节综述⋯⋯⋯⋯⋯⋯⋯⋯⋯⋯⋯⋯⋯⋯⋯(47)

第二节语言文字⋯⋯⋯⋯⋯⋯⋯⋯⋯⋯⋯⋯⋯(48)

第三节教育⋯⋯⋯⋯⋯⋯⋯⋯⋯⋯⋯⋯·⋯⋯”(50)

·····················(53)

⋯⋯⋯⋯⋯⋯⋯(59)

⋯⋯⋯⋯⋯⋯⋯(63)

⋯⋯⋯⋯⋯⋯⋯(63)

·····················(66)

⋯⋯⋯⋯⋯⋯⋯(70)

⋯⋯⋯⋯⋯⋯⋯(74)

⋯⋯⋯⋯”⋯⋯·(75)

⋯⋯⋯⋯⋯⋯⋯(77)
············-········ (79)

⋯⋯⋯⋯⋯⋯⋯(79)
····················· (79)

⋯⋯⋯⋯⋯⋯⋯(80)

·⋯··················(80)

⋯⋯⋯”⋯．．．⋯_(81)

⋯⋯⋯⋯··“⋯⋯(81)

······。。····，·····-··(81)
··················i·· (82)

·············。·······一(83)

·····：······?⋯··?-·(83)’‘‘·‘’o’’。’‘?⋯’’?’。I

·：⋯⋯⋯··二⋯：”．(84)

····⋯·····二······j·(85)

⋯⋯⋯·j⋯⋯⋯·<86>



目 录 3

普志敏⋯⋯⋯⋯⋯⋯⋯⋯⋯⋯⋯⋯⋯⋯⋯⋯⋯⋯(86)

蔡兴贵⋯⋯⋯⋯⋯⋯⋯⋯⋯⋯⋯⋯⋯⋯⋯⋯⋯⋯(87)

周祖平⋯⋯⋯⋯⋯⋯⋯⋯⋯⋯⋯⋯⋯⋯⋯⋯⋯⋯(88)

李丽芳⋯⋯⋯⋯⋯⋯⋯⋯⋯⋯⋯⋯⋯⋯⋯⋯⋯⋯(88)

孙嘉铭⋯⋯⋯⋯⋯⋯⋯⋯⋯⋯⋯⋯⋯⋯⋯⋯⋯⋯(89)

杨武柱⋯⋯⋯⋯⋯⋯⋯⋯⋯⋯⋯⋯⋯⋯⋯⋯⋯⋯(89)

易家平⋯⋯⋯⋯⋯⋯⋯⋯⋯⋯⋯⋯⋯⋯⋯⋯⋯⋯(90)

龙万喜⋯⋯⋯⋯⋯⋯⋯⋯⋯⋯⋯⋯⋯⋯⋯⋯⋯⋯(90)

杨子荣⋯⋯⋯⋯⋯⋯⋯⋯⋯⋯⋯⋯⋯⋯⋯⋯⋯⋯(91)

杨普清⋯⋯⋯⋯⋯⋯⋯⋯⋯⋯⋯⋯⋯⋯⋯⋯⋯⋯(91)

马树成⋯⋯⋯⋯⋯⋯⋯⋯⋯⋯⋯⋯⋯⋯⋯⋯⋯⋯(92)

三、表⋯⋯⋯⋯⋯⋯⋯⋯⋯⋯⋯⋯⋯⋯⋯⋯⋯⋯⋯⋯(93)

(一)马关县彝族正、副科级干部人员表⋯⋯⋯⋯⋯(93)

(二)马关县彝族中级技术职称人员表⋯⋯⋯⋯⋯(95)

附录⋯⋯⋯⋯⋯⋯⋯⋯⋯⋯⋯⋯⋯⋯⋯⋯⋯⋯⋯⋯(103)

一、马关县彝族学会章程⋯⋯⋯⋯⋯⋯⋯⋯⋯⋯⋯(103)

二、马关县彝族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组成人员名单⋯(107)

三、报告和讲话⋯⋯⋯⋯⋯⋯··：⋯⋯⋯⋯⋯⋯⋯⋯(110)

(一)团结进步、艰苦创业(在马关县彝族学会成立

大会上的报告)⋯⋯⋯⋯⋯⋯⋯⋯⋯⋯⋯⋯⋯⋯(110)

(二)马关县彝族学会首届代表大会闭幕词⋯⋯⋯(113)

(三)团结奋斗、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努力开创彝学

研究新局面(在马关县彝学会第一届第二次理事

<扩大)会议上的报告)⋯⋯⋯⋯⋯⋯⋯⋯⋯⋯⋯⋯(115)

(四)再接再厉、团结干事、开拓创新，为进一步做好

我县彝学研究工作共同奋斗(学会顾问陆选周在 ．

1蔷



4 马关县彝族志

首届彝学会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19)

(124)

(124)

(129)

(132)

(136)



概 述

l孚／f

概述

马关县位于云南省东南部，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南部。

东与麻栗坡县相连，东北与西畴县隔盘龙河相望，北接文山

县，西及西南与红河州的屏边县和河口县接界，南与越南接壤，

是祖国西南的边疆县之一。全县总面积2676平方公里，行政

区划为7个乡(南捞、山车、坡脚、大栗树、浪桥、篾厂、古林箐)8

个镇(马白、八寨、仁和、木厂、夹寒箐、小坝子、都龙、金厂)。居

住着汉、壮、苗、彝、瑶、傣、布依、蒙古、仡佬等10余种民族。

2000年人口总数为350002人(第五次人口普查数)。

马关县的彝族有濮、倮两大支系，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

查总数32056人，占全县总人口数的9．16％。县境内的15

个乡镇均有分布，而西部较多。

彝族是一个勤劳勇敢、历史悠久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

程中，彝族人民和其他各族人民一道，开发和发展了祖国的西

南地区，共同创造了祖国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文化，对促

进祖国的繁荣和发展作出过重大的贡献。 ，

关于彝族的源流问题，据有关史料记载，彝族与新石器时

代的古羌人、古昆明人以及“乌蛮”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古

羌人南下后，融合了当地众多的土著部落、部族，随着原始社

会的解体，随着历史的推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成了当

今的彝族。

马关境内的彝族，与云南其他地区的彝族同出一源。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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