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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

序论

严格意义上对云南民族史的系统研究和自觉的学科建设，始于 1954 年。

当时，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到云南大学视察，指示云南大学茄史系的教学与科研

要注意地方特点，重视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对这一指示，方国瑜教授积极自由

应，开出了《云南民族史》课程;其活尤中教授也参加讲接这门课，并写出

了〈云南民族史》讲义。从此对云南民族史的研究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学

术成果不黯涌现，学术队f1î日益壮大，以云南民族史为核心的西南民族史研究

成了云南学术界的一个优势学科，在全国处于绝对领先地位。

但美中不足之处是，云南民族史的研究深度和广度以及所取得的成果主要

集中在古代，研究人员的学术旨趣、研究内容、学术成果凡乎都是古代的，而

对近现代民族史的关注十分不够，迄今为止，对云南近班代民族史的研究尚处

于起步阶段，具体来说是研究人员少、研究成果少、许多领域还是空白。对

此，我们认为经过几代学者五十多年的研究，在继承老一辈学者对云南吉代民

族史研究的良好学术传统基础上，研究云南近现代民族史的时机已经成熟，有

必要投入更多人力进行云南近现代民族史的研究，将云南民族史的研究推向一

个薪阶段，使云离民族史研究成为贯通古今的严格意义上的云南民族逼史研

究。尽管可供参考的成果不多，尽管许多文献资料还需要去发握整理，但这是

必须要做的工作，因为其中已经包含着时代需要的创新。

云南近现代民族史研究应从社会经济发展上把握一个基本特征，从帝国主

义人侵、世界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是度认识两大基本矛盾，从民族关系复杂多

样的角度提住三条发展线索，从云离各民族整体发展的角度重点研究西大

内容。

一个基本特征，即云斋各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亘大不平衡性，具体表现为

居住在平坡的民族发展快于居住于山地的民族;处于交通沿线的畏族发展'快于

交通不便的民族;与汉族接触较多的民族其生产水平高于与汉族接触较少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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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较早纳入郡县统治的民族发展快于较晚纳人都县统治的民族。①由于上述

原因.各民族之间发展极不平麓，甚至连同一民族内的不同支系也有德大的差

距，如滇中彝族、滇东南彝族与大小凉山彝族、滇东北彝族在经济发展上就有

差距。

云南民族发展的不平衡性首先是串云离自然地理生态环境所制约不在决定

的。下面让我们先来看一r云南自然生态环境的基本特征。

云离省地处高原，东边是云贵高原的西部，主要是海拔 2000 米左右的山

地如丘陵，西北部是横断山纵谷区，与青藏高军相连，高山大河梧间。地势西

北高，南部侯，越影错综复杂。在这商大类地IR之中，有 1400 多个盆地(本

地人叫散坝子)。从气疆、降水等自然因素而言，云南南部优于北部。全省

39.4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山地占了 94%0 广大的山地大致又可分为滇东高原、

法西高原、滇西离高露和西北横断出跳高出峡谷，云南的 26 个民族就分布在

这以山为主的空间之中。

从忌体上看.云南大致以元江河谷、云IIt令tU脉东{酶的宽谷盆地一线为界，

把云事分为两大部分，该线以东是一块边缘磁碎、中部较平坦的大高原，西部

为由高谷深、山 111并列的高中山山地。②这种地理条件使云南各民族的交往受

到了很大的限制，尤其是在滇西北横断LÙ脏高山峡谷地区更是如此，这对民族

的发展也同样造成了摄制，民族只能在指对狭小的地域革围内形成与发展.司

马迁在 2000 年前就说过西南夷君长以什数③显然这种情况凡千年来没

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其原因就是地理阻擂。

由于元江一一红河一线是云南的一条自然地理分界线，必然反映出民族分

布情况。元江一一红河流域从民族分布的格局看，是ft羌族民族的后奇、汉藏

语系藏缅语族与百越系民族后裔、汉藏语系壮伯语族接触区，呈犬牙交错，向

北走那壮{同语族的民族越来越少，最终消失在金沙江离岸，向南走则藏锺语族

特别是彝语支的民族也呈递减的趋势。

此外，由多旦海拔变化大导致了云南民族的立体分布格局，从商有了苗族

住出头写傣族、布依族住水头，汉族住街头这样的说法。这种立体分布的格局

除了历史上的政治原因外，与气候及地形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所以，有民族

的立体分布，肯定就有立体农业或者边云南各民族的立体经济，即东部滇东高

Q) 衍生口 J罢?也地区和洋海地区的民族就占了许多地理优势、区位优势，对以远在秦汉对代就没司

马迁写入《史记·西南夷 f'J 传). j/iH生疑:怒江大峡谷和独龙江河谷的怒族‘ 5虫龙族被人们认识如见子文

献记载已经是很咬约事了 c

@ 王军走声等: <云南地震 Y. 云南民主支出叛社 2002 年跤，第 35 ;雪 ι

③ 《史记.. \!至高夷只传" ，中华书局标点本 1982 年版，第 29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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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

原、滇西南高原的农耕经济较为发达，而以滇西:ft横断山高山峡谷区为主的地

区黯是畜牧经济所占比重大，而且这一现象已经持续了几千年，司马迂在

《史ìê .西南夷列传》中早就有过描述..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

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此皆椎结，耕吕，有邑聚。……其外商至

桐西以东，北至叶瑜，名为吏、昆畴，皆馆发，茹畜迂链，毋君长，毋长处，

地方可数千里。"①综上可见，云南民族分布格局是云南地理生态环境的一个

反映，反之也可说，云南地理生态环境决定着云南民族的分布格局。

如果以上的认识没有失之偏颇的话，我们认为:迄今为止云南各民族社会

发展、经济结构的不平衡性，文化发展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是被云南的自然地

理生态环境研制约租决定的。从明中叶开始，云南的坝区几乎都是汉族分布，

至Ij清代以后这-情况更为显著，所以汉族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二半山区或出

腰有少数民族向汉族杂居，或者是同汉族聚居区相联结，或者是交通要道上的

少数民族(如白族)聚居区，各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基本与

汉族梧间。但由于云南的山地占全省总雷夜的 94% ，大江大部对地形的切需

非常严重，所以硝稍离县以上城市远一点的地方，各少数民族的发震就十分缓

慢。到 20 世纪 50 年代，有些民族还长期以采集、 5守猎经济为主(如拉裆族中

的苦器人) ，有些民族还沿用刀耕火种的生活方式(如基诺族，布朗族) ，总

体上表现为尚未完或畜牧业和农业、农业租于工业的分工。

由于地理环境所决定的社会发黑缓慢和经济结构单一，生产力水平低下，

所以反映在社会影态上便是多种社会形态共存。到 20 世纪 50 年代尚有多种经

济形态共存:封建经济〈又分为封建地主经济和封建领主经济)、妓隶制、被

厚的原始公社残余、少量的资本主义经济，而且各种社会经济类型也同样与地

理环境条件梧关，那封建地主经济分布在全省政治经济中心的项区，封建领主

经济主要在自然生态环境较好的西双版纳，f(ij其他社会经济形态使主要分布在

出这和远离政治经济中岳的边境地罩。这种多元的情况一直影响着中华人民共

和罢成立后云南的历史发展，影E自着云南各民族的共同进步与共同发展。

同样是自为云南各民族所生活的地理生态环境的不同，各民族为了生存，

积极，主动地去适应生态环境，影成了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形成了风格各异

的物质文化，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精神文化。

地理原黯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对云南各民族的治理也存在时间的差异，早

期主要是益11'1，郎，而益州都并未将所有的云南民族纳入直接统治，哪怕改土归

?在后，也还有"江外宜士不宜?革"的特殊政策，这客观上又延缓了民族的融

Q; {史记·否菊夷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 1982 年被.第 29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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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近现代民族发展吏纲要

合程度，如大了发震的不平衡。

在上述地理和历史的双重作用下，历代政府也看到了这种不平衡娃，他们

从政治的角度认为云南是"蛮荒之地、化外之地从经济的角度认为云南是

"不毛之地"从生态的角度认为云离是"痒费之地"所以在云露这一边疆地

区采用了特射的统治方式，即历史上的羁靡部位日封读王，句商王等)、土司

制(如宣慰捷、安抚司等) ，这些制度虽然适应了云离各民族发展的不平衡状

况，但也扩大和如深了云南各民族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住。

中华人民共和自成立后和全国相比较，这种不平衡性更如明显，所以才有

阁红彦的"云南边疆特殊论"才有云南省情特征的"因高吕假论"。反映野

社会领域，便有了"云南是社会发展活化石"的比喻，不管这种认识是否有

理论上的缺陷或认识上的偏差，但它明显地表现了云富民族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性这一基本事实。

总之，云离民族社会发展极大的不平衡性一直延续到今天也没有完全消

失，而是继续存在，特别是在省内中心城市快速发展之后，这种不平衡性更显

得突出，倒如自家特到关注的、发展极为缓慢的 22 个人口较少民族中云南就

有 7 个，国家级的贫困县、特西县更是数以十计，这些都是不平衡性的表现。

所谓两大基本矛盾，是指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云离各民族与封建

统治的矛盾。 1840 年以后，云南的民族关系和古代相比更加错综复杂，在原

来云南各民族与封建统治的矛盾、与大民族主义的矛盾之外，增加了帝吕主义

与中华民族的矛盾。

从清辑的道光皇帝 (1821 至 1850) 开始，中望民族的发展历史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欧美列强大规模入侵中国，中国开始逐渐治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因为英法列强对云南的人侵给云南各民族造成严重的后果，使各民族社会

发生了部烈变化，如自给岳足的自然经济遭到冲击，经济开始萎缩，作为中国

有机组成部分的云南各少数民族地区也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在

南大矛盾中，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成了矛盾曲主要方面。

云薛地处西离边疆，璃片战争对其直接冲击缸乎不太大f]旦作为中国的一

部分，同样是帝国主义的矛头直指之地，而旦帝吕主义对云南的染指还是打开

中国后门总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占领印度后并不以此为满足.派遣西姆

士出使缅甸，之后在他的《使缅记》报告中指出:滇缅之间存在着大宗的棉

花贸易。另一个英国人海鞍姆·考克斯也对缅甸进行了更深入的祷查，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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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详细的情况。①之岳英昌人便订下了借酷缅甸打开中国后门的计犁，故入

侵云南就成了英国对华战略的吕标。道光囚年 (1824 年)英国发动了侵擂战

争，强占了缅甸南部，黯之便对漠缅交通进行了多次探测活动，处心裂虑地企

图从伊洛瓦底江经腾冲、大理、宜宾人坷，进而将势力范围扩大到长江中亨

游。光绪二年 (1876 年) ，英国借口马嘉理被杀，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烟

台条约上瑕得了在云南的许多特权。光绪二十年 (1894 年七英国又与清政

府签订了《中英续议滇缅商务条约)，光绪二十三年( 1897 年) ，英国再与清

政府签订了《中英续议滇缅商务条约附款>，夺政了中国云南的大片土地，取

得了英嚣驻蛮允领事馆移驻腾冲，在患茅、蘑冲设立海关的权耕。宣统二年

(1910 年) ，英国出兵霞占了片马、吉浪、岗房等地。②

对云离的侵略，法国也不甘落窟。光绪九年 (1883 年) ，法国占领越高

后，便以越南为基地，将侵略的矛头直接指向中国，挑起了中法战争，爱占了

云南猛马、乌得等地。而腐朽的清政府妥挠退让，不败而败，从 1884 年起，

先后和法国签订了《中法简明条约上《中法新约上《越南边界通商章程机

《续议商务专条》等 4 个条约，放弃了对越南的宗主权，使法国获得了在蒙

自、蛮起通商开埠和 a后修筑进入云南的铁路等权利。光绪二十一年( 1895 

年) ，法国又和清政商签订了{中法离务专条》珩章，约定将蛮起关改在河口

并在居、茅设立海关。

在上述重大变化的国内国际背景下，云南各民族生存发展的客现外部环境

开始发生变化，表现为国家主权行使受到干挠，领土不再完整，云南成了英、

法两国的势力莲嚣，云南各民族成为英、法两国掠夺的对象。因此上升到中华

民族的高度，则是中华民族与帝盟主义不可调和的矛盾，从此决定了云南民族

近现代历史在政治方向上发展的基本势态。从马嘉理事件、刘永福拉法斗争、

七府矿产事件、片马事件到班洪事件，云高各民族的反帝斗争精神都突出地表

现了出来。

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了云南社会的主要矛盾，商云南各民族人民

与封建地主阶级及其代表清政府之间的矛盾并未因此缓和，反而更加激化了。

鸦片战争以后，在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下，中国农村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各

族农民、手工业者日益贫困硅产，土地兼并剧烈。鸦片输入激增，由此引起的

白银外流、银贵钱践等问题较之战前严重。为了支付战费和赔款，清政府结端

① 霍尔: <东南亚史} (下册) ，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713 页。

② 被据 1960 年中绍两国签订均边界条约，包括片马、古浪、岗房在内的 153 平方公里土地归还

中型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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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刮，中国人民所受的灾难更加深重。

清政府在云南的统治尤为黑暗，云南是当时全国黯税最高的两个省份之

一，其中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受到的压迫更甚。在哀牢出彝族聚居地区，由于

"请黯暴庚，遍地皆怨，滇夷尤不堪其苦"在漏浩拉桔族地远，改土归流后

实行士流兼治的政策，拉拮族人民既要负担粮银、门户、官吏、为流官服劳

役、出自工，又要替土司耕种私庄æ ，受到双重的压迫。①在此背景下，当声

势浩大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战争爆发后，云毒各民族人民也纷纷响应，投身于

反清斗争之中。

1853 年，新平哈后族团以政、彝族普jl匮义聚众起义 1856 年.在清政府

云南当局的煽动下，汉回的械斗仇杀，发展为全省性的屠杀吕民，杜文秀领导

的滇西回民起义爆发;同年在哀牢山区还爆发了李文学领导的彝族人民大起

义。从杜文秀起义"遥奉太平天国南京之号召，革命满清我军有三事焉:

始则辙满，次则指汉，三则锡奸"以及李文学起义"铲尽满清赃宫，杀尽汉

家庄主"的口号来看，这些起义已经超越了狭撞的民族复统思想，锋芒豆指

清朝反动统治者租封建地主阶级，具有浓厚的反封建斗争意识，是太平天国革

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清政府的镇压下，杜文秀起义和李文学起义在坚持

近 20 年后先后失败了， {f3它们在云南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此后，云南各民族人民积极投身于在IB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

命中，齐哈捞力反抗本国的反动统治，河日起义、踌越起义、辛亥昆明起义、

云南护国起义、"一二·一"运动等都鲜明地表现了云霞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

争精神。

由于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了中国社会的一个主要矛盾，所以道光

以后驾中华民国时期，云南的民族关系也起了巨大的变化。之前民族关系主要

是云南境内韵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是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关系的内容

是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徨此后随着英、法帝国主义从越南、擂甸的

进入，则增加了与英、法帝国主义的关系，关系的内容是领土主权、是民族危

亡。从这个意义上讲，云南的事情已经是世界历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正如

毛泽东所说自从帝国主义这个锤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

① 罗开云主编: (中国少数民族革命史{近现代〉史科概述>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88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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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剖开也不可能了。"①因此，从民族关系的角度看，应抓住三条线索，第

一条线索是中华民族与外来列强的关系线索，它娃子核心地位，政治问题成了

近代云南民族关系的主导性问题;第二条是 1949 年以前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

族人民与代表封建统治的中央政府的关系线索，具有强麦当的反封建特征;第三

条是各民族之间广泛的员间经济交往、文化交璋的线索。

第一条线索即中华罢族与帝吕主义的矛盾，它处于云南近代民族关系最核

，仑的地位。鸦片战争以后，英、法开始提制我国西高边疆。光绪元年( 1875 

年)英00军官梧部与董事译官马嘉理带领武装队伍侵入云南，当马嘉理在盈江

西南的蛮允、雪列进入我国境内时，被景腹、傣、汉各族人民包醋，英军开枪

打死边民激起民愤，马嘉理被杀于户宋湾边;中法战争期间，法居武装佳人云

南省麻栗坡、马关南县，苗族项崇周领导吉、瑶、壮、傣、汉各族人民奋起拉

哉，进衍了大小数十次战斗，收复了被法军侵占的麻栗桂、马关、?可口一带失

地;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 ，英国武装入爱今怒江州泸水县片马埠区的茨

竹、振赣等地，受到当撞士官与各族人民的英勇抵抗:宣统二年( 1910 年) , 

英军再次使占了片马，当地保僚、景颜等族人民与英军继续展开了武装斗争;

1934 年，英国派兵进入阿缸山区的班洪，受到了缸族人民的强烈抵抗，与此

离时，邻近地区的恒、拉枯、布朗、臻、汉各族人民还组成了"西南边防民

众义勇军"进仔支援，大败英军:抗 E 战争期间，云南各族人民艰苦奋战，

仅用 8 个月的时间就修筑了长达 958 公里的滇缅公路，使支援中昌人民抗B斗

争的物资得以!项科运进。日本占领缅甸后，云南各族人民又赶筑了中印公路。

当吕寇从蠕甸向云南边疆进攻的时候，云南的傣、景颇、镖镖、恒、拉站、阿

昌、德昂等少数民族人民捏成了抗日游击队，给滇西统战以有力的支持。

由于云南各民族在边疆鱼机、领土主权危机的情况下共同面对帝罢主义，

所以原来分布在边境一线的许多民族开始具有了中居国家意识、中华民族的民

族意识，也在中华民族的政治利益、中华民族的感情方亩产生了共同认识上的

景与量的变化。从中华民族理论的角度看龟云离各民族在民族需惑上、民族心

理上因为帝国主义的人壁，产生了一致性认识，一些少数民族主层人士己能自

觉认识到自己是中昌人，守疆部敌于国门之外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云南各民族

在民族感情上开始突磁自己一个民族的延醋，上升到中华民族的高度来认识。

总的说来，云南各罢族人罢在与帝国主义的对抗中，催生了国家意识、中

华民族意识，从古ïî使中华民族在从一个自在实体向自觉实体的变化中，增添了

① 毛泽东: (论反对日本帝区主义的策略)'. (毛泽东这集} (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2

月~~第 1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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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的推动力。云南各民族人民团结在击帝国主义，成为了云南近代民族历史

发展的一个主要内容。

云南各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人侵和掠夺的正义斗争还包括反"洋教"运

动在内。总结云南"教案"的直接原匾，有的是洋传教士蔑视中国嚣家主权，

有的是欺压中国民众，霸占吕地财产，或教会中的人为非作歹，仗势欺人，从

雨引发教案。特别要说明的是，云南绝大多数"教案"都发生在少数民族地

区，王克略举几例如下:

光绪九年 (1883 年〉二月十九日，滚穹(今再捷、县)农民吴大发的女儿

被教会司锋张若望侮辱霸占，吴大发锺集合亲友傅小八等人爵去向张若望索要

女儿。沙凤村 200 多位白族群众群起响应，手持木棍、铁锄围攻教堂，打死张

若望及男女教徒 14 人，并将教堂捣毁。

除液穹教案外，给帝国主义巨大打击的还有同治二年 (1863 年〉的昭通

教案;光绪九年 (1883 年)的蒙化〈今巍由基)教案:光绪十年 (1884 年)

的永北(今永胜县)教案;同治元年 (1862 年)的阿墩子〈今德钦县)教

案;光绪二十六年(19∞年)的自汉洛教案;光绪三十年 (1904 年)的永善

教案;光绪三十一年( 1905 年〉的维西教案和德钦教案;光绪三十四年

(1908 年〉的宾川教案。

上述云南各民族人民反洋教侵略的斗争，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主要组成部

分，表明云薛各民族人民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共同吕标和意嚣，在对待帝国主

义的肉题上，开始接化地域、民族、阶层的差异，强化了中华民族的政治纽带

和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

第二条线索是 1949 年以前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人民与封建统治除级及

其代表中央政府的关系线索，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特征。鸦片战争以后，云南民

族关系增如了新的内容，但省内的畏族矛盾并未减弱，封建统治阶级不仅残酷

剥部和压追各族贫困农民，而且还实行反动的民族政策，和j南民族矛盾，离间

虱族关系，引起民族位杀，转移各民族人民反抗斗争的方向。 1856 年的杜文

秀起义和李文学起义就是在此背景下爆发的。这两个起义目喊威出了"遥奉太平

天吕南京之号召，革命满清

尽汉家庄主"的政治口号，实行"不分吕汉，一体保护

南刹"的良族政策，起义5虱人伍由多民族成分掬成并旦彼此之揭互相援助，起

义虽然最终失败了 ， {.El它反映出云南各族人民在政治上开始觉醒，逐步摆脱了

狭隘的民族复仇思想，在共肉的反封建斗争中形成了居结战斗的民族关系，增

强了中华民族的整体现念。

20 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开始在云南民族地这广泛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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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政治主张得到了云南各族人民的拥护，许多少数民族的先

进分子也我极投身于革命运动中，成为了资产阶级畏主革命运动的骨干，如干

崖揍族土司万安仁辑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孙中山的直接领导下， 1908 年，

革命党人在云南先后发动了出多民族参加的河口起义、子崖起义，使得民主革

命思想在云南民族地区得到了进一步传播，云南成为了最旱响应武昌起义的省

区之一。 1911 年 10 月 27 EI ，云南革命党人发动了腾越起义，推翻了清政婿
在滇西的统治， 10 丹 30 日，昆明重九起义爆发，清辑在云爵的统治至此宣告

结束。由于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云南各族人民

又于 1915 年发动了护昌运动并得到了全嚣各地的响应，袁世凯被选取消帝制。

但此后中崖国内军阀割据，云南也陆入了军阀统治之中，社会矛盾更加剧烈，

各族人民悲惨的命运没有得到丝毫改变，反抗地方官僚、土司统治的斗争未曾

停息。 1949 年 12 月，云南和平解敖以窟，云离各族人民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真正实现了各民族的自由与

平等。

第三条线索是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各少数民族之间广泛的民间经济交往、

文化交海是不同生态环境条件下各民族的物给交换、互通有无、互相帮助、族

际通婚。近代由于统治者推行民族压迫政策，使得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各

少数民族之揭存在着隔阂，少数民族对于汉族戒备甚严，疑，心很大，甚至出现

汉到夷走的情况。 {B这些都不足以掩盖云南各族人虱在共同保卫和建设握国的

历史进程中，梧互之间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建立的密不可分的梧互往

来和相互假存关系。

清代以来，跑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逐步改土归流以及近代矿鱼、交通有离

业的发展，汉族大量迁入少数民族地区.打破了少数畏族聚居地区原来的封司

技态，促进了各民族的相互了解和学习。许多汉族和少数民族同居村落，贸易

往来，互相学习经济文化、生产技术。汉族向少数民族学习到了畜牧业生产知

识，少数民族人民向汉族学习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互相学习语言文字，逐

步接受了对方的生活习俗，进而互相通婚的现象也逐步增多。例如由于波龙银

矿的开发，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黯之传到了德昂族地区，汉族在当地种植梗

米，并担这些技术传给了德昂人，使得德昂族人民的粮食产量有了提高。清同

治年!可 ， j揭沧拉桔族政治宗教首领三佛程率领部分拉站族和汉族进入西盟地

区，许多较为先进的生产工具，如犁、斧子和条锄等随之进入缸族地区。近百

年来，在滇西定居的汉族把种植白菜、芥菜的技术传授给傣族， fJl使他们改变

了不种蔬菜的习惯。片马事件后，为了保卫和开发边疆，云南地方政府组织了

"怒保殖边总队"进驻怒江地区，随即许多手工业者、商贩以及知识分子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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