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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江拉袖族假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民族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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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

导和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 ((双江拉桔族低族布朗

族傣族自治县民族志》公开出版问世了，这是全县各族

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喜事。

《双江拉枯族低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民族志》是在

全国大规模修志活动的推动下，在县委、政府的直接领

导下，经过两届县民委精心组织实施的成果。编写过程

中，得到县志办和许多专家学者的帮助指导，是集体智

慧的结晶。

自治县是民族文化资料的宝库。民国时期彭桂尊等

一部分文化人为搜集整理双江县民族文化资料做了开

创性的工作，他们的著作，是一笔十分宝贵的财富。县

人民政府成立后，曾对县内民族情况进行过多次大规模

的调查，加上政府部门的档案资料，原始素材的数量极

其宏富。但是，大部未经系统整理。近年来各级科研、教

育部门甚至国外的专家学者多次到县进行调查，足见学

术界对我县民族文化十分重视。本书将我县现有的民族

文化资料作了一番较为系统的整理，力图在有限的篇幅

中展现各民族历史和现状的全貌，达到资料性、思想性



和科学性的统一。本书坚持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各民族

一律平等的一贯主张，充分记述了全县各民族人民共同

开发、建设双江这块热土，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革命与建设的历史功绩，体现了汉族与少数民族谁也离

不开谁的客观事实。希望这本书能成为进行民族政策教

育的辅助读物，成为全县和各地各界人士了解双江的一

个窗口，为促进双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编写自治县《民族志趴在我们还是第一次。因经验

缺乏，水平有限，疏漏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诚望读者批

评指正。

2 

.fi.~古族低，族
自治县氏委主任鲍忠元

布朗族傣族

1995 年 2 月 5 日



序

拉枯族低族
《双江 自治县民族志)，在中共双江县委、政府、人

布朗族傣族

大、政协、民委领寻的重视和1县志办的帮助下，经过编写同志

两年多的努力，特别是主编刘苗生同志的艰苦奋斗，终于写成

20 多万字的书稿。这个书稿又经 1994 年 6 月评稿会上许多专

家学者和各民族的知情人参与认真讨论，做了纠谬正地、删繁

补缺的工作，经主编再修改后定稿。

本志按述、记、志、录四大件的体例构成大框架，符合本

届修志的要求，也集中体现了我们这一时代志书的共同特点。志

书正文分设 10 章，除有关全局的重大事件、宗教、人物、民族

工作等各设专章外，按拉桔、低、布朗、傣、彝、汉等 6 个主

要民族各设一章记述.既有合而为共性的展示，也有分而为个

性的记述。其中"重大事件"一章，对延续几十年的民族抗暴

斗争的记述，特点尤为突出。整个记述中严格遵循了"述而不

作，叙而不议"的要求，条理清晰，层次分明，眉目清楚，叙

述准确"领属合理，逻辑性强，是主编深诸志裁、匠心独运之

处。此外，各级标题简洁准确;各章节资料的布局安排合理;全

书内容的相对平衡而避免了志书常见的畸轻畸重通病$文从字

顺，言简意骸$摒弃半文半臼文体，全书通贯用规范化的语体

文表述 E 数字年代的书写规范;重循了国家颁布的《关于出版物

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要求 z 图表的设计配置也较科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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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这是一本写得较为成功的县一级的民族资料著述。

云南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远古民族的构成与分布情况，文

献无征，有待于更多的地下发掘实物来得出科学的结论。就迄

今所有的中国古籍资料记载，都只能说明在周秦之际，云南为

百越集团的-支一一滇越和百满集团的一支一一滇澈(激人〉错

杂而居.在北方部族西迁的同时，原住在甘青高原的民羌集团

逐渐向南迁徙，进入川滇黔广大地区.滇越为今壮傣语支的傣

族先民。傣族至今仍在西起保山、德宏，沿临沧、思茅、西双

版纳、红河到文山这样一个新月形的地带上与缅、老、越三国

跨界居住着 z 内地则远达川藏交界的金沙江河谷也有分布。激

人的后裔倪族、布朗族、德昂族等南亚语系的民族，至今也在

西起保山、德宏，东至临沧、思茅一线上与傣族呈立体分布错

杂而居，也多跨国界居住。民羌集团的后裔一一彝族、白族、纳

西、景颇、拉桔、保健、基诺等大都聚居滇东、滇中到滇西北

各地。在民羌集团各支系民族中，除景颇、保镖的一部分较早

沿江心坡诸水南下进入缅甸外，拉袖则于清代才有部分迁入缅

甸，其他彝语支的主要族系均未越过傣族居住地区外迁，这一

点有力地说明原羌集团诸民族晚于百越、百激进入云南.至于

其他如回、蒙古、苗、瑶、满等族则在元明清时期逐步迁入云

南是斑斑可考的.以上这个云南少数民族迁徙分布沿革的大格

局，决定了云南各县少数民族的具体历史.所以，我们不论写

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特别是各个县在写县志时涉及到本县内

居住的民族历史时，不能离开这个大客观.各个民族都有自己

古老的传说.但传说只能作为历史的影子供人们去打开研究的

思路，而不能当做真实的历史入志。云南的 127 个县市，都是

作为一个整体的一部分而存在.民族的迁徙必然是一步一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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