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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永平古称“博南”，自东汉立县至今，已有1 920余年的建置沿革史。

历史悠久，民族众多。永平地处古代西南地区重要交通线上，著名的“西

南丝绸之路”的重要路段——“博南古道”横穿县境，并由县内道路崎岖

陡险的博南山而得名。自古以来，这里就以博南古道为中心，形成了一条重

要的民族走廊。早在夏、商时期，这里就有百濮、百越等古老的民族居住；

至秦汉时期，这里成为离、昆明、哀牢等部族相互错居的地区；经过两汉时

期对“西南夷”地区的治理、三国蜀汉政权的西征、元明时期的军民屯田

和改土归流等世态变迁，永平区域内逐渐形成了以汉、彝、回、白、苗、傈

僳及其他民族和睦相处的民族聚居区。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党和政府把民族工作列入了重要议事日程来

抓，宪法明确规定了各民族一律平等，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

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党的各项民族政策得到进一步贯彻落实，全县各族人民团结互助、共

同进步。1987年以后，共建立了6个民族乡，即曲硐回族乡、厂街彝族乡、

永和彝族乡、水泄彝族乡、龙街彝族乡、北斗彝族乡。

随着民族乡的建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实施，民

族地区的经济、教育、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建设得到扶持和发展。但是，随

着民族工作的深入开展，我们深深感到民族理论知识的不足，尤其是没有一

部以民族共同体为记述对象的民族专业志书来指导现实的民族工作，因而难

以全面地了解各民族开发边疆、创造民族历史文化的史实。编纂一部民族专

志，已经成为开展民族工作的必然要求；编纂具有永平地方特色、民族特色

和时代特色的民族专业志书，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需

要，是服务当代、造福子孙的大事。

政通人和，盛世修志。1988年，在大理州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指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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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永平县委、县人民政府的关怀下，我们聘请了深熟永平民族历史情况和地

方风土民情的熊德昌、马荣贵两位老同志来担当《永平县民族志》的撰写

工作，并把这一工作列入永平县民族宗教局的一项重要事业来抓。

在永平县志办公室的具体指导和帮助下，两位老同志查档案、抄资料，

对永平自然资源、历史发展状况，特别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40多

年中永平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建设情况作了广泛地了解。经过

一年多的努力，搜集整理了近百万字的资料，撰写出了《永平县民族志》

初稿。后来，永平县民委又组织力量，数次进行修改订正，编纂整理成这部

十余万字的志书，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新纂《永平县民族志》，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永平汉、彝、回、白、苗、

傈僳6个世居民族和其他民族的经济生活、习俗礼仪、宗教信仰、文化教

育、历史人物、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等方面的历史与现状，并辅以相关的文

献、碑刻资料，辑为附录。

可以说，《永平县民族志》是一部较为完备的永平地方民族志书。它的

形成，为永平各族人民辑存了一份珍贵的民族史料，填补了永平无民族志书

的历史空白。它将为各行各业的干部职工，特别是为民族领导干部和民族工

作者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科学依据。它同其他志书一样，必将起到

“资政、教化、存史”的三大功能，为振兴永平、繁荣家乡的事业发挥出应

有的作用。

原永平县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杨新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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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志载盛世。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拥有56个民族，

民族宗教问题关系到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防巩固，关系到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o 1950年，永平县人民政府建立后，在县委、县

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中国共产党民族宗教政策的指引下，永平城乡平等、

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

包括宗教界人士在内的爱国统一战线也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真实、全面记

载永平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民族宗教工作的基本情况，编纂出版一

部具有永平地方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民族宗教志，是新时期民族宗

教工作的需要，是振兴永平民族经济、推进地方“三个文明”建设的客观

要求。

永平是一个山区农业县份，具有浓厚的地方民族特点：一是少数民族人

口比例多，2003年底全县总人口171 667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67 449人，

占全县总人El的39．3％。二是民族成分多，有22个民族。三是与少数民族

地区接壤多，永平周边接壤的地区，如漾濞彝族自治县的富恒、太平、龙

潭，昌宁县的苟街，云龙县的团结、宝丰等，都是少数民族乡镇。四是民族

乡镇多，全县有6个民族乡镇，占大理白族自治州全州17个民族乡镇的

35％o五是信教群众多，至2003年底，全县信教群众8．48万人，占总人口

的46％。六是宗教场所多，全县依法登记的寺庙有40所，小寺小庙有

118所。

除了以上六个特点之外，永平少数民族在地域分布上还具有小聚居、大

杂居的特点。这种小聚居、大杂居的分布特点，自古以来为各民族相互联

系、沟通、学习、依赖、生存提供了极好的自然条件，形成了“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团结合作的密切联系，各民族共同为永平这块热土的

开发和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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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弘扬民族文化，集中反映永平汉、彝、回、白、苗、傈僳6个世居

民族和其他民族的源流及人口、经济、礼仪、文化、宗教信仰及民族工作的

开展情况，1988年，永平县民族事务委员会在大理州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指

导和永平县志办公室的具体帮助下，聘请了熊德昌、马荣贵两位老同志撰写

《永平县民族志》，于1990年形成“初稿”，后交付州民委民族研究室修改，

于1993年形成“送审稿”。该稿经过评审后，为了进一步充实和完善，县

民委又委托县志办公室张焕明同志对该稿进行了修改订正，于1995年9月

完成修订工作，形成“修订稿”o 2004年2月17日，永平县民族宗教局、

永平县志办公室再次对《永平县民族志》的编纂出版工作进行专题研究，

决定在修订稿的基础上增加1991—2003年民族工作大事记和部分民族宗教

工作内容，并决定对该志进行公开出版。

在《永平县民族志》修改定稿并将交付印刷出版之际，我谨代表永平

县民族宗教局，向关心支持《永平县民族志》编纂出版工作的所有同志和

全体编纂人员的辛勤工作表示深深的谢意!

原永平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施学林

1●_●{√—d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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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有志，如国中有史”o编纂具有地方特色、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

的社会主义新方志，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需

要，是服务当代、造福子孙的千秋大业。《永平县民族志》编纂工作始于

1988年，于1994年底完成修订工作，并形成修订稿。2004年，在修订稿的

基础上又进行续编完善工作，为该志的出版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为了充分发挥该志书的作用，使其体现出资政、教化、存史的功能，全

面反映永平县各民族的经济生活、习俗礼仪、宗教信仰、文化教育、历史人

物、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等方面的历史与现状，为各级领导和干部群众提供

资料，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科学依据，达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

共同繁荣发展”的目标。基于这一目的，县民族宗教事务局于2005年再次

对该志进行续编修订，充实了部分内容，搜集拍摄了所需图片，千方百计克

服资金困难，于当年年底形成修订稿，并于2006年初交付云南民族出版社

公开出版。

《永平县民族志》编纂工作历经18个春秋，四易其稿，反复修订。全

志文字总容量20余万字，图片近百幅，是一部全面反映永平各民族历史与

现状及民族宗教工作发展情况的资料工具书，它的形成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该志出版发行将为永平的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

此，在志书交付出版之际，我谨代表永平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向所有支持和关

心该志出版发行工作的省州有关部门和领导以及全体编纂工作人员表示衷心

的感谢!

永平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 张建军



在百年以上的民族分别设章，即汉、彝、回、白、苗、傈僳6个世居民族均

设置章，其他民族统列一章，单列民族工作章，进行横排门类，纵述史实。

体裁以志为主，述、记、志、传、图、表、录并用，以求经纬交织，图文

并茂。

四、本志按照“生不立传”的原则，人物部分不为在世人物立传。选

择人物主要视其业绩或影响，并兼顾民族和职业的代表性。人物排列，以生

年为序。人物称谓，一般直呼其名，记述上不作任何褒贬，寓观点于史实的

记述之中。

五、本志采用现代语体文记述，力求语言朴实、严谨、准确、明快，叙

而不论，述而不作。

六、数字使用，按照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家单位于1987年1

月联合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写。标点符号用法，

按照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新闻出版署于1990年3月修订发布的《标

点符号用法》使用。

七、计量单位，遵循国务院有关法定计量单位的规定。对中华人民共和

l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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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以前的计量单位、币制均不作换算。

八、中华民国及以前的历史纪年，先用汉字写朝代帝王纪年，再括注对

应的公元纪年。凡公元纪年，均使用阿拉伯数字。

九、本志资料，民国以前部分，多来自史书典籍；现代部分，主要来自

档案资料、图书及文史资料，也有少部分属采访资料。数据使用，主要源于

统计部门提供。全县民族人口构成，使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

十、本志编纂人员题名，实行分类排列，以时间先后为序。

卺

罐
‰

，誊

孽

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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