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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中共洱源县委书记许-R)11

洱源县人民政府代县长杨作云

盛世修志。在建设民族文化旅游大县的热潮中，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积极组织编纂出

版《洱源县民族宗教志》，这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工程。

洱源，山河秀丽，风光旖旎，是大理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苍洱风景区的重要组成

部分。徐霞客曾有“偷偷然有江南风景”的赞誉，杨升庵亦有“远梦似曾经此地，游子

恍疑归故乡”之感。洱源，自然条件优渥，物产丰富，素有“鱼米之乡”、 “乳牛之

乡”、“温泉之乡”、“兰花之乡”、“梅果之乡”的美誉。洱源，是以白族为主的多民族

聚居县，在这块2 533平方千米+的土地上，少数民族人口比重大、分布广。白、汉、

彝、回、傈僳、纳西、傣、藏等8个世居民族及其他民族在境内大杂居、小聚居，相依

相伴，和睦相处。洱源，又是多种宗教信仰交汇和并存的地方，佛教、道教、伊斯兰

教、天主教、基督教和本土宗教都有不同的信仰群，一个民族信仰不同宗教、同一宗教

又为不同民族所信仰的情况极为普遍。千百年来，洱源各族人民不但善于汲取外来文化

的营养，而且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农耕文化源远流长，本

主文化独特神奇，洱源被誉为“神话王国”和“天女撒歌的地方”，是著名的“白族唢

呐之乡”。

民族、宗教问题不仅与人们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密切相关，而且还错

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直接关系着洱源的民族团结、社会和谐与稳定，关系着洱源的经

济发展、文化进步。在这样的多民族地区工作，促进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

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各民族的共同心愿。准确把握各民

族及其宗教信仰情况，是我们做好民族工作的基础。

《洱源县民族宗教志》客观翔实地记载了境内8个世居民族、6种宗教信仰的历史

与现状，展现了多姿多彩的民风民俗和辉煌灿烂的民族文化，记录了杰出的民族人物的

骄人事迹，还如实反映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洱源县民族宗教工作所取得的显著成

绩。该志在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基础上，充分反映出境内民族宗教的特

·2003年底洱源县双廊、江尾两镇划归大理市。在此之前，洱源县的国土面积为2 875平方千

米；2004年1月1日起，洱源县的国土面积为2 533平方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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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体现了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各族人民共同发展繁荣的原则，是继《洱源县志》之

后又一部严谨的地方志书，是了解洱源、认识洱源的“志中之志”，是“小县志”。它

凝聚着编纂人员的心血和汗水，汇集了县籍在外人员的智慧和乡情。本书的出版发行，

进一步丰富了地情资料文库，对宣传洱源、推动洱源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将起到积极的

作用。

在新时期，要打造“绿色生态环保经济强县”，建设“民族文化旅游大县”，离不

开“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加强学习，把握县情，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创造性地开展

各项工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洱源而努力奋斗1

2006年8月



序 二

云南大学教授张文勋

盛世修史，自古皆然，何况我们正处于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欣欣向荣、中华民族

正在实现伟大复兴的今天，更需要修史修志，真实地总结历史，记录下我们伟大的时

代，以期鉴古观今，振奋民族精神，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这也是我们社

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组成部分，是传之后世的千秋大业。从这意义上说，《洱源县民族宗

教志》的编纂，具有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

洱源县为古代浪穹、邓赕旧地，有悠久的文明史，许多古籍中都有一些记载，但多

语焉不详，尚无系统的史志专著。及至杨南金、何邦渐等诸先贤出，才先后编纂了《邓

川州志》、《浪穹县志》等多种地方志书，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料。但

是，这些志书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和人文蕴涵量，难免有很大

的局限性。所以，我们今天修志，就可以充分利用现代的种种优越条件，不但要真实、

全面地反映我们今天波澜壮阔的社会现实生活，而且还要科学地去认识洱源县社会历史

发展的过去和现在。洱源县修志工作已进行了多年，而且已取得可喜成绩，《洱源县志》

的出版，曾获得各界的好评。但是，县志是一部涵盖各方面的、具有提纲挈领性质的综

合专著，对其中的各个子目不可能都详细叙述。所以，对其中比较重要的方面又分门别

类撰写专志，就十分必要。这在我国历史上也屡见不鲜，但在洱源县历史上却还少见，

《洱源县民族宗教志》的出版，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而具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本志的

编写，力图在掌握丰富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以史实为依据，对洱源县各民族和各种宗

教的历史和现状，作了比较准确的介绍。编纂者们都努力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本着

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尊重科学的原则，对本县以白族为主的8个民族，分别作了翔实

的叙述。对各民族的源流分布、语言文字、婚姻家庭、文化教育、民风民俗各方面，都

能参照学术界研究的成果和社会调查所得的第一手材料，作了真实的记录和实事求是的

分析。对宗教部分的介绍和阐述，尤具有鲜明的特色和学术价值。大理州自南诏以来，

儒学已很兴盛，对当地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除儒学之外，佛教和道教的影响也很深，

形成错综复杂、多元并存而又具有地方特色的宗教文化。这些宗教文化又往往和本地原

始宗教信仰相结合，使之更具有地方民族特色。本志对洱源宗教文化的记载，不是停留

在表面现象的一般介绍，而是对各种宗教的教派、教义、仪礼、经籍、寺宇等等多方面

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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洱源县的区位比较特殊，故其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内涵都非常丰富，值得我们深入

研究。作为洱海之源的地区，它和南诏以来的政治文化中心大理山水相连，南诏文明的

直接熏陶，使之很早就接受汉文化的浸润，具有较深厚的文化渊源，故历代出来不少文

人学士。与此同时，周边的东南亚文化、藏传佛教文化，也给予很鲜明的影响，这些影

响和本土的以白族为主体的原生文化相结合，就形成本县的多元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

这正是本志所记载的洱源民族和宗教文化鲜明的地域特色。虽然洱源县仅仅只是大理州

的一个县，但在大理州的总体文化中，它既有大理文化的共性，又有自己的地域特殊

性。因此，本志不仅具有史料的价值，还具有民族学、宗教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价

值。《洱源县民族宗教志》的出版，是县志的补充，又是具有独立性的可以传世的志书，

是洱源县文化建设的新成果。

志书的编纂，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工作，随着时代的发展，今后必将不断修订、增

补。希望能总结经验，在史料的选择、栏目体例的设置以及叙述阐释的准确性等方面，

还可进一步完善，使之具有科学性和学术价值。

2006年2月1日于云南大学



凡 例

一 《洱源县民族宗教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力求全面系统翔实

地记述洱源县各民族及其宗教信仰的历史发展和现状。编纂中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

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法律

法规。

二该志遵循“详今略古”的原则，上溯事物发端，下限截至2003年底。重点记

述境内白、汉、彝、回、傈僳、纳西、傣、藏等8个世居民族，以及本土宗教、佛教、

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6种宗教信仰的历史与现状。

三该志采用篇章节目体体式，以文字记述为主，辅以图表、照片，前设概述、大

事记，后置附录。主体志设民族、民俗、民族文化、宗教、民族宗教工作、民族人物等

6篇，篇、章、节层层统辖，有的节下设目、子目，少数还设细目。

四该志采用语体文记述，只记事实，不作“史论”。年代、数字书写等按国家语

委等7单位《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计

量、货币单位用原单位，政区机构名称用历史称谓。

五人物“生不立传”，以本籍为主，兼收少数长期在洱源工作且有较大贡献的客

籍人士，以卒年为序。“人物表”所列人物仅为所能搜集到的。

六该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史志、民族宗教专著、档案、家谱、文史资料，以及调查

搜集、审稿反馈等资料，一般不注出处。数据采用县统计局公布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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