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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县民族志

编辑说明

九龙县是多民族杂居县，地理环境复杂，对政治、经济、

科学、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

响，独具特色。

《九龙县民族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民族政

策，按照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地、实

事求是地反映九龙县三种主体民族的历史和现状。上限年

代不限，下限年代1986年，本志以记、志、表、体、载，以民族

设篇、章、节，文章中的数据以解放后统计局提供为准。本

志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真正起到¨存

史、资政’’的作用。

《九龙县民族志》在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和社

会各界人士的关心、支持下，经县志办的同志历经20年的

努力，多方征求意见，数次修改，终于完成了《九龙县民族

志》。

由于编写人员修志水平有限，资料匮乏，志书历史跨度

大，涉及范围广，政治性强，加之该工作属开创性工作。故

在编写过程中，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存在这样那样的

漏缺，诚恳希望社会各界不吝赐教。

九龙县档案县志局编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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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民族构成及分布

第一节 民族构成

境内，多民族杂居，近百年来，以藏、汉、彝三个民族居

多，占全县总人口的99％以上；在三个民族之间则各占三分

之一左右，各个时期各民族的人口比重则有所变化；其他

苗、回、瑶、羌、满、土家等少数民族人口不到l％。

历史上，藏族为世代生息繁衍在本地的土著民族；汉

族，元明以来，逐渐移居，清初，沿江垦殖与失业矿工落户定

居者大量增加；彝族于清代中叶有零星迁居入境，清末民初

始大举迁入。民国以来，藏、汉、彝三个民族形成鼎足之势。

据民国二十四年《川边季刊九龙县政瞥》一文记载，全县共

有户口二千一百余家，藏民约占十分之四，汉民约占十分之

三，余为宁属迁入之彝族。

民国二十六年编查户口统计，全县2554户中，藏族583

户，占22．83％；汉族1182户，占46．8％；彝族782户，占30．

62％；苗族等其他少数民族7户，占0．27％。时隔两年，民

族构成比例差异如此巨大，藏族人户比例猛降，汉族人户比

例猛增，一增一减达17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户

数构成与人口构成的差异，藏族习惯多世同堂，以能维持团

结和睦的大家庭为荣，户平人口多于其他民族，户数构成比

例必然低于人口构成比例；二是藏汉混血后裔民族成分归

属问题的差异，清末到民国时期推行大民族主义，在少数民

族中实行汉化，采取行政措施使少数民族改用汉姓汉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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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藏汉通婚历史悠久，混血后裔遍布全县，使用汉姓汉名的

藏族更多，在估测时，民族人口构成比例尚接近实际，而在

编查户口时则将使用汉姓汉名的藏族计入汉族，故人为造

成藏族比例猛降。

解放后，实行民族平等政策，人口调查中，民族成分由

群众自愿申报，不少藏汉混血后裔家庭成员的民族成分、民

族姓名各不相同。且申报汉族者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为了民族地区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快发展，实现民族区

域自治，在大中专学校招生、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招工招

干、参军提干等，实行了一系列优待少数民族的政策，原来

申报汉族的藏族混血后裔，有的改成藏族，故在八十年代以

后的人口普查中，民族构成的比例，出现汉族下降，藏族上

升。以后，由于采取了限制措施，制止了民族成分的继续改

变。

解放后各个时期各民族人口构成情况统计表

藏族 汉族 彝族
其他少

人口 数民族
年代

总数 人口 人口 人口 人口
％ ％ ％ ％

数 数 数 数

1964年人口普查 24．519 5．427 22．13 10．041 40．95 9．028 36．82 23 0．10

1982年人口普查 38．687 10．216 26．40 13．680 35．880 14．554 37．62 37 8．10

1983年人口统计 39．753 lO．778 27．1l 13．877 34．91 15．061 37．89 37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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