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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格桑顿珠

云南是一-I多民族的边疆省份，省委、省政府历来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
作，始终把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

结，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作为做好云南各项工作的基础和前提，新中国成立以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云南民族工作和民族理论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积累了许多

宝贵的经验．其中包含着从事民族研究的同志们的辛勤劳动和贡献。

长期以来，保山市委、市人民政府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保山多民族、边

疆的交际相结合，认真贯彻党的民族工作方针政策，加强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加快少

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步伐。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保山市的民

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长足发展，呈现出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

冁秽襁譬鸯乎不断提薄的良好局面。正当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和云南省民
族工作会议精神之际， 《保山市少数民族志》即将付梓，再次向人们展示了民族研究

的又一丰硕成果。也是保山市民族工作的一大贡献。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保山市少数民族志

序 二

中共保山市委书记 熊清华

保山市地处滇西纵谷区，是世界著名的“三江并流”自然奇观的南延地区。两千

多年来，这里先是以“哀牢”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生息繁衍之地。之后，随着南方

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中原汉民族不断迁入保山，汉族与各民族之间的人口比例缓

慢地发生着变化。从汉代开始，历代君王十分重视这片连接南亚、东南亚的土地，历

朝历代都在这里设立郡县，移民守土，到明清时期，这里便成了以汉民族为七体的多

民族聚居区域。可以说，在保山漫长的两干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备少

数民族和汉族既相互联系又各自都在发展的这么一条历史圭线。今天，保山已经成为

一个多民族共生共荣的地区，现有36个少数民族的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9．5％左右，共

有23万人。除汉族外，有彝、傣、臼、傈僳、叫、苗、布朗、佤、阿吕、景颇、满、

德昂等12个世届民族。

在保山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特殊的地理和区位的原因，这里始终是民族迁徙的

大通道，ⅡE洲文化的十字路口。在不问的历史时期，各民族在保山这片热士上都创造

过辉煌灿烂的文化，为保山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虽然从汉设永昌郡起，这里从来

没有形成过较大区域聚居的单一少数民族，但是各少数民族对自己的族群一直具有较

强的忠诚、依附和归属的情感。同时，由于长期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对中华民族的

认同感同样由来已久。从汉代的柳貌归汉起，经唐宋元明清时期，再到民国时期，保



期。相对汉族来说，虽然少数民族的发展还处在一个滞后的状态，但是民族经济社会的

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文化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下，必然表现出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近

年来，国家对民族政策非常重视，对民族经济社会的发展十分关注，这样的发展环境，

给我们的民族地区经济腾飞带来了非常好的机遇。虽然民族地区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

发展的难度也很大，但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把握当代社会变迁的内在规律和要求，去

积极回应当代社会的发展变化，寻找适合各地各民族自己的发展道路。

鉴往可以昭来， 《保山市少数民族志》的编撰，是全市少数民族历史的一次大的梳

理和总结。作为保山市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少数民族专门志，它在充分借鉴外地州民族志

编写成功经验的同时，无论在篇目设计、体例和文字记述上，还是在观点和方法上，都

表现出了自己鲜明的个性特点。整部志稿对各民族的历史源流、人口分布、生活习俗、

信仰祭祀、经济状况、文化教育的记述都非常全面，内容相当丰富。该书的出版，不但

为我们研究保山少数民族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提供了翔实的史料，而且为我们发展民族

经济，改善民族地区的贫困面貌，实现全面的小康社会提供了一份珍贵的研究资料。

社会总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人类也总是要由过去走向未来。这是历史发展的总体

趋势。《保山市少数民族志》的出版，说明我们正在以一种积极的姿态去迎接时代的挑

战，从而_i塑来各民族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新的跨越式发展。我相信，这本书的出版，对

于我们推动民族工作的不断前进，思考备民族的全面进步，实现民族地区的全面小康，

会，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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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是保山市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少数民族专业志，全志以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系统地记述

保山境内除汉族之外的12个世居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

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力求突出保山东西文化交融、民族文化多样的“民族文化基因

库”的特点，既体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实质，也反映“和而不同”的

实际。

三、本志以现保山市辖5县区为记述范围，为了全面反映历史上各个时

期民族的迁徙与融合，从专业志的角度，适当放宽“历史源流”等部分内容

的记述范围。

四、本志述、记、志、传、录诸体并用，以概述为纲，以大事记为经，

各专章为纬，附录置后，形成有机整体，共15章。

五、本志上不限时，下至2002年底，既反映各民族历史发展的脉络，也

突出当今时代民族发展的重点。个别地方因所述内容的连续性关系，下限稍

有突破。

六、本志纪年，民国以前历代年号用汉字书写，民国时期用阿拉伯数字

书写，都用括号加注公元纪年，省去“年”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采

用公元纪年。

七、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除概述外，一般述而不论。

八、本志用简化汉字，标点符号、数字、计量单位按国家有关部门公布

的用法规范标写。数据以法定统计口径为主，兼采用其他业务数据。

九、本志对有明显进步意义的民族文化力求真实详细记述，对消失的或

其他陈规适当略写。

十、本志人物传以生不立传为原则，对有影响的民族民间艺术传承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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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保山市位于云南西部，东经980057—100。02’、北纬24。08’一25。5l’之间，是一个有

167．785 l公里国境线的地级市。东和东北与大理白族自治州相接，东南与临沧市接壤，

西与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毗邻，北与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交接，西北和正南分别与缅甸

交界。全市辖隆阳区、施甸县、腾冲县、龙陵县、昌宁县l区4县。自古以来，保山一

直是滇西重要门户，南方丝绸之路必经之地，从这里向西经缅甸北部地区到印度不足600

公里，向西南可达东南亚诸国。市府所在地保山城，距省城昆明公路里程498公里，空

中航程350公里，飞行时间45分钟；距大理州府大理市195公里，距临沧市政府所在地

临翔区321公里，距中缅边界国家级通商口岸猴桥(原古永傈僳族乡)221公里，距缅

北最大城市密支那395公里。

市境东西最大横距198公里，南北最大纵距193公里，国土总面积19 066．49平方公

里，其中坝区1 565．09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8．21％；山区、半山区17 501．04平方公

里，占总面积的91．79％。腾冲、龙陵两县与缅甸交界的国境线分别为148．075 l公里和

19．7l公里。

全市是一个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散杂居地区，共有36个少数民族。除汉族外，

有彝、傣、白、傈僳、回、苗、布朗、佤、阿昌、景颇、满、德昂等12个世居民族。其

中傣、傈僳、景颇为主要跨境民族。据1990年人口统计，人口在万人以上的依次是彝族
65 910人，傣族35 428人，白族32 531人，傈僳族23 346人，回族1l 141人；总人口在万

人以下、千人以上的依次是苗族8 429人，布朗族7 262人，佤族3 544人。阿昌族1 956

人；人VI在千人以下的依次是满族936人，德昂族857人，景颇族838人；客居民族中

人口较多的有纳西族和怒族。

2002年底，全市总人1：12 375 499人，少数民族人口224 665人，占总人口的9．46％。

其中：彝族74 717人、傣族40 513人、白族37 855人、傈僳族27 764人、回族12 535人、

苗族9 197人、布朗族8 937人、佤族4 059人、阿昌族2 706人、景颇族l 915人、满族
1 324人、纳西族977人、德昂族976人、布依族204人、哈尼族184人、壮族162人、

怒族101人、拉枯族85人、藏族74人、瑶族49人、蒙古族40人、普米族15人、水族

13人、独龙族7人、基诺族3人、其他少数民族253人。

保山市属滇西纵谷区南端，世界著名的。三江并流”自然奇观的南延地区，著名山



间，在亚洲东部和中部战乱不止的情况下，处在横断山脉中的保山便成了许多古代民族

安身立命的“安乐窝”。从史料看，进入保山的古代外来民族不仅有来自西北地区的氐

羌游牧民族，也有土著的孟高棉民族，以及两广地区的百越群体中的一部分也从滇西南

地区北上进入保山地区，在北方氐羌南下、南方苞蒲北上、东南方百越西进以及秦汉王

朝致力开发边疆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包括少数汉族在内的诸多民族群体，纷纷向西南边

疆汇聚。其中一部分在保山境内与当地土著民族哀牢人后裔相互融合、相互吸收，从而
使保山在古代便成了多民族同居的地区。

从秦汉到近现代，封建时代的特别统治方式——“羁縻”统治制度，自始至终是保

山这个多民族的地区与中原王朝的联系方式。封建时代，由于保山特殊的地缘区位，少

数民族自身的文化受到汉文化和国外文化的影响，在不断地进行着主流化即汉化的过程。

这对于融人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无疑是进步的，但反过来，自身民族身份的确认和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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