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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田大余①

景颇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是一个极具传奇色彩和有着悠久历
史文化的民族。自古以来，景颇族人民就以聪明智慧和勤劳创造了独具特色
的景颇文化。景颇族丰富、优美的口头文学，其中包括反映民族起源、迁徙
历史的叙事长诗及神话、故事、寓言、谚语、谜语等，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宝
库中绚丽的瑰宝。在近现代历史上，为捍卫祖国尊严，抵御外敌侵略，景颇
族同其他兄弟民族一道，浴血奋战，英勇斗争，谱写出许许多多动人心魄的
英雄壮歌。景颇族“目瑙纵歌”是世界上最大型的集体舞蹈之一，是弘扬景
颇文化主旋律，具有极强凝聚力、感召力的团结进步舞；景颇族的织锦有着
炫丽的色彩和丰富的人文内涵；景颇族的“绿叶宴”是名副其实的绿色保健
食品宴。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翻身做主的景颇族人
民迎来了解放，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广大景颇族同胞与各兄弟民族一道坚
持“三个离不开”的原则，和睦相处、平等互助、团结拼搏，携手共建社会
主义的新边疆，不断消除历史造成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和发展差距，使
景颇族人民跨越几个社会形态，景颇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生产生活有了很大改善。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卫生等各项事业得
到全面发展。回顾景颇族的发展历史，重读古老的创世史诗，听着目瑙纵歌
铿锵的旋律，我们仿佛聆听到广大景颇族先民在远古时代驰骋于祖国大西北
的足音，领略到景颇族先民辗转迁移于青藏高原的脚步，感受到近百年来景
颇族人民在德宏边疆抗击外来侵略的爱国精神。多少世纪以来，一代又一代
的景颇人披荆斩棘、前赴后继，把文明的火炬不断传递，开创了美好的家园。

１

① 田大余，中共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委员会常委、宣传部长，州人民政府副州长。



当代云南景颇族简史

DANGDAI
YUNNAN
JIANSHI

JINGPOZU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云南景颇族地区在社会经济和科教文
化卫生等各方面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景颇族人口已发展到十多万人，有
了自己的干部队伍、知识分子和作家、企业家群体，景颇族与全国各族人民
一道正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是我国最主要的景颇族聚居区，在全国的景颇族
经济文化发展中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但由于诸多社会历史的原因，景颇族
的经济社会发育程度、科技文化发展水平还相对较低，参与市场经济竞争的
能力还比较弱，干部群众的综合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共同繁荣和发展的任
务还很艰巨。特别是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时期，与先进地区相比，
景颇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一个时期以来，具有“直过区”特点
的景颇族群众贫困面仍然很大，青壮年吸毒问题令人担忧，适龄儿童的辍学
率较高，成为制约景颇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影响景颇族人口素质提高、制
约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的重大社会问题。

进入新时期后，在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
怀下，德宏州委、州政府认真贯彻党的民族工作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
十分关注景颇族地区加快发展的问题，采取了各种措施，在实施西部大开发
和“兴边富民工程”中，把努力建设一个团结、平等、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
民族大家庭，当作时代赋予各级党委、政府的神圣职责，通过加强民族团结，
振兴民族经济，弘扬景颇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传统，振奋民族精神，努力加
快景颇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使景颇族地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
取得了新的发展进步。

景颇族和景颇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雄辩地证明了党的民族
政策的正确性，也为未来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民族工作是党的工作的
重要组成部分，提高做好民族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
要方面。各级党委、政府应站在提高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进一
步认识和把握新的历史条件下民族发展变化的特点和规律，创新民族工作的
思路和方法，不断提高驾驭民族工作的能力和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在市场
经济和知识经济时代，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总结历史经验，进一步加强民
族团结，自觉维护祖国安全、社会稳定，重视教育、培养人才，提高全民族
的文化素质，为促进云南景颇族地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景颇
族与其他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进步，为德宏州与全省、全国同步实现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作出贡献。

２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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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　 景颇族人口分布和地理环境
（一）人口分布

景颇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民族传统文化的跨境民族。“景颇”是
景颇族的自称。在我国称为景颇族，在印度阿萨姆邦自称为新福族，在缅甸
称之为克钦族，约有１２０万人。全世界景颇族的总人口，据估计，约有２００
多万人。缅甸的克钦族主要聚居在克钦邦、掸邦等地；在印度的新福族人口
约有５万多人，主要聚居在阿萨姆邦；在越南、老挝、泰国、马来西亚等国
家和台湾省也有分布，其次，在世界各地还有一些散居的景颇族。中国的景
颇族主要聚居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据２００７年底统计，全州共有
景颇族１３６ ０６１人，占全州总人口１１ ５％，占云南省景颇族总人口１３８ ２６１人的
９８％。州内分布为陇川县４６ ４０６人，盈江县４３ ９７５人，潞西市２９ ３４３人，梁河
县１８８１人，瑞丽市１３ ７４５人，畹町经济开发区７１１人。此外，在怒江傈僳族
自治州的片马、岗房、古浪，临沧市的耿马县，保山市的腾冲县，西双版纳
傣族自治州的勐海县以及普洱市的澜沧县等地也有少数散居的景颇族。

景颇族聚居地的地理分布大致在中印半岛西北部、中缅边境地带的广大
山区，即东起高黎贡山、怒江，西至更的宛河及印度阿萨姆边境，北起喜马
拉雅山麓的坎底、岔角江，南至缅甸腊戍、摩哥克山区一带。其中密支那以
北，东起高黎贡山西麓与恩梅开江北段山上，北至贡山与西藏的察隅边境，
西越胡康河谷至印度阿萨姆边缘，这大片地区约有７万余平方公里，是景颇
族的主要聚居区。在这一地区内，人烟稀少，多高山峻岭，特别在密支那以
北更是崇山深壑，森林密布。而东南面的高黎贡山、怒江，北面的喜马拉雅
山以及西面的巴特开山等险峻宏伟的山脉，构成了天然屏障，这种地理环境
使景颇族在较长时期内处于闭塞状态。

景颇族作为中国少数民族的正式名称始定于１９５３年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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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成立之时，包括景颇、载瓦、勒期（茶山）、浪莪（浪速）、波拉等支系；
“景颇”既是支系（景颇支）的名称，又是民族的总名称。德宏州的景颇族
主要聚居地分布于陇川县的王子树乡、勐约乡、赛号乡、景罕乡、清平乡、
护国乡；潞西市的西山乡、中山乡、五岔路乡、三台山乡、遮放镇、芒海镇、
梁河县的勐养乡；瑞丽市的勐秀乡、户育乡、畹町经济开发区；盈江县的铜
壁关乡、卡场乡、盏西镇、太平乡、支那乡、芒璋乡、那邦镇、新城乡等２４
个乡镇，占德宏州行政区划５０个乡镇总数的４８％，面积约占全州国土总面积
的７０％以上。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以下简称德宏州）是一个多民族的聚居区。由
于山地与平坝相间的地形，以及历史上民族的迁徙交流，长期以来形成了各
民族交错杂居的局面，一般说，坝区以傣族为主，山区以景颇族为主，其间
杂居着汉、傈僳、德昂、阿昌等民族，除大部分按民族分寨聚居外，也有多
民族合寨杂居的。景颇族主要居住在海拔１５００米到２０００米的山区。苍林翠
竹围绕着景颇人的寨子，寨子人数规模不等，大的百余户，小的二三户，曲
折的山径把各个村寨连接起来，这些崎岖山径也是景颇族人民与其他各族人
民世世代代相互交流、亲密来往的通道。

（二）民族支系及语言
景颇族由于分布地不同而有多种称谓，有景颇、载瓦、勒期、浪莪、波

拉等自称；当地汉族则称景颇族为“大山”、“小山”、“浪速”、“茶山”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本民族人民的意愿，统称为景颇族。

景颇族使用景颇、载瓦两种语言。景颇语属汉藏语系缅语族景颇语支，
载瓦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缅语支。勒期、浪莪、波拉３个支系的语言与载
瓦语接近，同属一个语言的不同方言。

（三）地理环境
云南景颇族主要聚居地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是祖国西南边疆一个富饶

美丽的地方，德宏州东靠云南中部高原，西邻缅甸联邦的伊洛瓦底江平原，
北面是横断山脉，高耸入云的高黎贡山和怒山山脉纵贯州境南北，奔腾的怒
江和澜沧江顺云岭南泻，形成了西南著名的三大峡谷之一的怒江大峡谷。高
黎贡山以西，其支脉均由东北向西南，一支接狼牙山、尖高山入盈江、盏西；
一支由腾冲县西北沿龙江西岸，经梁河、盈江、陇川及户撒、腊撒而出瑞丽；
一支由龙陵出芒市、遮放等地。大盈江、槟榔江、龙川江、南宛河、芒市河

２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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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河流顺着这些支脉向西南流入伊洛瓦底江。河流两岸形成肥沃的河谷平坝，
是优良的农业垦区。而崇山峻岭间又有无数大小山涧溪流，可引以灌溉层层
选迭的梯田，也可用作水力发电的动力。缓坡山地，水草丰盛，是放牧牲畜
的好地方。德宏地区地势起伏很大，山区海拔一般为２０００米左右，最高的盈
江大娘山海拔达３４００米，最低的盈江那邦坝海拔仅２７０米，德宏州府潞西市
芒市海拔为９２０米，盈江县城平原镇海拔８２６米，陇川县城章凤镇海拔９３０
米，瑞丽市府勐卯镇海拔７８０米，梁河县城遮岛海拔为１０２０米。景颇族主要
聚居在海拔１０００至２０００米的山区或半山区，新中国成立后有部分已迁入坝
子居住。

德宏州气候因海拔高度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气候带：海拔１４００米以下的半
山区、坝区、河谷地区为亚热带气候，全年平均温度在摄氏１８ ～ ２４度之间，
仅有１个月左右的轻霜期；海拔在１８００米的山区年平均气温在摄氏１２度左
右，较凉爽。全州雨量充沛，每年分干、湿两季，６ ～ １０月为湿季，其中７ ～
８月雨量最多；冬春为干季，很少降雨。德宏地区的土壤，也随地形变化而有
不同，大致可分为红壤土、黄壤土和酸性棕色森林土３种，适宜生长的作物
很多，加上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各种植物生长良好。

景颇族居住的山区到处覆盖着茂密的树林，并盛产各种亚热带及热带水
果。山林里生长着大量的野生药材和有实用开发价值的野生植物，其中有的
经加工后可提炼工业原料。

景颇族居住的山区矿产资源也很丰富，有铁、铜、铝、煤、云母、锡、
水晶、金、银等。此外，山林中还有印支虎、云豹、黑熊、蜂猴、水鹿、野
牛等珍稀野生动物和孔雀、斑冠犀、白鹇、苏门原鸡等各种鸟类，尤其是美
丽珍稀的绿孔雀，每到晨光微曦或夕阳斜照时，就在山谷中翩翩起舞，美丽
的景颇族山区素被誉为“孔雀之乡”。

二　 云南景颇族的族源及社会变迁
（一）族源沿革

景颇族因过去无文字，因而没有用本民族文字记载的历史。以往有关学
者认为，景颇族先民远古时期主要居住在陕西、甘肃、青海、西藏一带。２１
世纪以来，德宏州景颇族发展进步研究学会的一些民族学专家、学者，结合
语言、云南古代各部落彼此间的活动地域及活动情况、景颇族迁徙路线等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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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实地考察和综合分析后，认为景颇族先民最初生活地域应在现陕西、河北、
山西等广大北方地区，原因之一是这一带的一些古老地名与景颇族创世史诗
所提到的地名相吻合。这一时期的景颇先民生产方式以刀耕火种、半农半牧
为主，进入商周时代后，景颇先民参与了中华民族灿烂的青铜器文化的建设，
至今许多景颇族的生活用具、传统饰物及祭祀器物，都明显地保留着商周时
期流行的云雷纹、饕餮纹、日月纹、水波纹等纹饰。出土文物中的许多远古
佩饰（如手镯）与今天景颇族世代相传下来、至今仍在使用的手镯、项圈等
佩饰，无论在材质和式样上几乎完全一样。从太阳图腾崇拜的角度考察，景
颇族自称是太阳的子孙，有关目瑙纵歌的传说等大量资料也反映出景颇族与
北方大地有关，是中国古代炎帝部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景颇族现实生活
中仍保留着许多华夏民族早期的生产生活特点：如，在红山文化遗址出土文
物中７ ０００多年前的单孔玉笛与至今景颇族仍在使用的乐器“吐良”一模一
样；６ ３００多年前半坡氏族先民居住的圆形环沟建房格局，与今天景颇族为逝
世的长者修筑的坟墓格局样式完全相同。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经过社会的
不断动荡和变迁，景颇族先民又迁移到现青海一带，在此地居住了较长时期。
后又南迁至西藏东南、四川西北和滇西北交界处相连的广大地区，与我国古
代西北地区甘青高原的氐羌部落集团有密切的关系。从景颇族的口头传说中
也可得到一些印证，景颇族认为他们的祖先发源于“木拽省腊崩”，景颇语意
为“天然平顶山”，传说此山在迈立开江、恩梅开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
之源以北遥远的地方，那里毗邻藏族地区，终年积雪，非常寒冷。经专家学
者按景颇族《目瑙斋瓦》创世史诗传说中的迁徙路线实地进行考证，认为此
山应为今青海省境内的日月山，该地可能是景颇族的发源地或发祥地，也可
能是景颇族各支系开始分化之地。传说该地青海湖有一个鸟岛，曾是群鸟从
天堂学会跳目瑙纵歌后，至此进行第一次跳目瑙纵歌的地方。传说中说景颇
族先民曾在青海湖边开采过食盐，所以“景颇”一词另一意又被译为“开采
盐的人”，青海湖边的产盐地茶卡盐湖也印证了这一说法。另外，从对青海、
西藏一些当地的地名进行考察，也与景颇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青海南
部一带的囊谦、西藏的八宿、邦达等都是景颇语的地名。再从景颇族老人死
后送魂回老家的路线来探究，也证明景颇族起源于青藏高原、金沙江、澜沧
江、怒江、伊洛瓦底江的源头，而这恰与古代氐羌部落集团活动的地域是一
致的。因此，景颇族源自古代氐羌族群，成为大家的共识。在２００８年中国中
央电视台国际频道（ＣＣＴＶ － ４）节目对德宏州景颇族发展进步研究学会副会
长、景颇族学者李向前进行专题采访时，李向前先生对景颇族源提出的新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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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作了全面系统的阐释。缅甸的克钦族（即中国的景颇族）、印度、美国、英
国等国家的景颇族学者通过收看电视和从互联网上观看了对李向前先生的专
题采访节目后，认为李向前先生关于景颇族最早源自中国陕西、河北、山西
等广大北方地区的说法，有理有据，具有充分说服力，对此表示赞同，并据
此观点编印了一本阐释李向前新族源说的书，在国外景颇族中广泛流传，产
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景颇族不仅与氐羌各族之间发生着分化、融合，
而且在景颇族内部的各支系间也经历了这种分化、融合的历史过程。

唐代，景颇族的先民被汉族史籍明确记载为“寻传”人（对于唐代史书
所记载的“寻传”是否就是对景颇族先民的称呼也还有人提出质疑，也可能
只是对景颇先民其中一个支系的称呼。此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当时的景颇
族先民“寻传”人已广泛分布于雅砻江下游至伊洛瓦底江上游的地带。南诏
势力兴起，公元７６２年冬南诏首领阁罗凤率兵“西开寻传”，统一了永昌郡，
并使南部和西南部的边界达到今怒江州泸水县境外的小江、片马、岗房、古
浪及伊洛瓦底江上游的恩梅开江一带。阁罗凤平定寻传后，就命令散居山谷
之中的景颇先民，没有战争就休养生息，遇到战争立即召集来服兵役。南诏
政权特地在景颇族先民居住的地方建立城镇，设置官吏，进行管理。唐代樊
绰《蛮书》卷二说：“高黎共（贡）山在永昌西，下临怒江，左右平川，谓
之穹赕。”“高黎共”是今景颇支语，意为“高日部落的山”（或山腰）。樊绰
《蛮书》卷七又说：“犀，出越赕（腾越），高丽共人以陷阱取之。”可见，此
高丽共人当即是景颇族先民的高日（高里、高黎）部落。由此可知，约公元
８世纪时，景颇支高日部落已居于高黎贡山一带了。综观上述史书记载，景颇
族的先民“寻传蛮”、“祁鲜”、“高黎共人（高丽、高日、高里）”等部落集
团其地理位置大致分布于澜沧江以西至今缅甸克钦邦境内，及过去的“中缅
北段未定界”一带。阁罗凤征服了这个地区，设置丽水节度进行统治。

另外，在澜沧江东部（包括川西南地区），寻传部落散居在东泸水（雅砻
江）与磨些江合流地带，即今四川盐边至云南华坪、永胜一带。他们与“乌
蛮”、“磨些”杂居。而“乌蛮”、“磨些”同是古代氐羌中分化出来的不同部
落，因此与寻传部落是近亲集团。据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５年以中国云南
景颇族研究会副会长李向前（景颇族）为组长，张方元、排禄强（景颇族）、
张建章、曹明强（阿昌族）等人为组员的景颇族寻根考察队，沿景颇族传说
中的迁徙路线北上南下纵横数万里，对云南省怒江、大理、丽江、迪庆等州、
市，四川、陕西、甘肃、青海、西藏等省、区及缅甸克钦邦等地进行了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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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证实确有景颇族古老创世史诗和送魂词中所描述的一些地名遗迹。虽
然景颇族已迁移或已与当地民族融合，但所留下的一些地名和村寨名，如
“木里”、“邦达”、“朗峨寨”，当地人已经无法考证和解释其含义，只有用景
颇语才能解释得清楚，显然这些名称都是典型的景颇族地名。南北朝前后，
寻传蛮的大部分已散居到西部，即澜沧江以西至丽水（伊洛瓦底江）上游地
带，这次大迁徙可能与晋王朝的镇压有关，但仍有部分寻传蛮留居东部东泸
水与磨些江合流地带。唐代文献始见“寻传”的记载，这是与寻传部落的发
展、迁徙有关，亦与寻传部落从氐羌中独立出来有关。阁罗凤“西开寻传”
时首先遇到的就是景颇族的自称，故自此时始。

公元１３世纪至１９世纪是我国历史上的元明清时期。元明时期史书所载
景颇族名称中“寻传”等名称多改称为“峨昌”。《元史·地理志》金齿等处
宣抚司载“其地在大理西南，澜沧江界其东，与缅地接。其西土蛮凡八种曰
金齿、曰白夷、曰僰、曰峨昌、曰骠、曰繲、曰渠罗、曰比苏。南赕在镇西
路西北，其地有阿赛赕、午真赕、白夷、峨昌所居。元初内附，至元十五年
隶宣抚司。” 《元混一方舆胜览》载： “麓川江（今龙川江）出萼昌（即峨
昌），经越赕（今腾冲）傍高黎贡山，由茫施（今芒市）、孟乃甸入缅中。”
《滇略》卷九还记载了茶山、里麻二长官司地的景颇族因忠实地臣服中央皇朝
的统治，土酋早姓、刀姓（均为景颇族姓）均因“拒贼功”受封官职，他们
和景颇族人民一起，为开辟、建设祖国边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民族迁徙
从族源追溯，我们可以看到景颇族的祖先是由北方向南逐渐迁徙的。根

据景颇族祭祀“木代鬼”（景颇族原始宗教的天鬼中最大的鬼）时所念地名，
以及景颇族老人死后祭师念颂的送魂回老家的路线，大致可以探出其总的方
向是沿恩梅开江东岸北达青藏高原，也就是南下的路线。其中景颇支送魂路
线大约在伊洛瓦底江之西，追始于“木拽省腊崩”，浪莪支的送魂路线一直送
到金沙江边，其中经过保山、腾冲、泸水县的登埂、六库、老窝，云龙县的
漕涧、瓦窑，并跨过龙川江、怒江和澜沧江直至金沙江。因此，景颇族的一
部分（主要是景颇支）自青藏高原分支后，自德钦南下，沿澜沧江以西、怒
江及伊洛瓦底江源头南下，并进入江心坡及其西部地区；而另一部分景颇族
（主要是浪莪、勒期），南迁至澜沧江以东、金沙江及东泸水的大片地区内，
其中维西以南，在兰坪、云龙之间构成的古浪速地就是浪莪支的主要聚居地
之一。汉语浪速地，即今云龙县澜沧江西岸的表村、早阳一带；清代的浪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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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则在片马以北，两地东西相距数百里，中间隔着怒山山脉、怒江和高黎贡
山山脉，但两地之间还保存着“老窝” （或作“拉窝”，为浪速人自称“浪
莪”的异译）及阿昌寨（元明时期景颇族也称为阿昌、峨昌族）等地名。可
见，这是后来景颇族由金沙江向怒江流域迁徙过程中留下的痕迹。

约在战国秦献公时（公元前３８３年前后）北方部分羌族又南下，直至今
大渡河、安宁河流域，与当地氐羌部落会合。因此，估计景颇族先民南迁定
居江心坡及安宁河流域约有１ ５００年至２ ０００多年的时间了。后来，从江心坡又
向西方迁移，如有的迁坎底转孙布拉蚌，向西越过更的宛河到印度的阿萨姆
地区，有的向西南迁到玉石厂、雾露河一带；有的由江心坡迈立开江迁到胡
康河谷一带；还有沿伊洛瓦底江两岸而下至南北掸邦一带；另有一部分迁到
云南省今德宏州。

南迁今德宏州的时间，有书可查的是在１４世纪末、１５世纪初。此时景颇
族已活动到云南腾冲滇滩关外，但大量迁居今德宏地区的时间约当１７世纪末
１８世纪初。他们大部分由茶山长官司地和里麻长官司地迁来。从几家家谱传
说看，其迁徙路线是：１ 一部分由小江、之非河一带南下，越过尖高山、狼
牙山进入盏西，或经腾冲、古永进入盏西；２ 一部分由之非河流域沿恩梅开
江西南，下至昔董，再入盏西、盈江及莲山一带，后又迁到陇川、瑞丽及潞
西一带；３ 一部分由昔董向西南迁至八莫附近，再转入陇川、瑞丽和潞西；
４ 一部分由江心坡北部或中部南下，越过恩梅开江到达莲山、盈江一带，再
向南到瑞丽、潞西一带。另外，耿马、西双版纳州聚居的一部分景颇族，则
又是从德宏州迁去的。

也有一些研究景颇族历史的学者认为，在云南省德宏州一带的景颇族不
是从外地迁入的，他们和傣族、德昂族等民族一样都是当地的土著民族。

（三）建置沿革
在汉文史书上，秦汉时期把包括景颇族居住地在内的祖国西南大片地区，

统称为西南夷地区，范围广及今天的云南、贵州、四川西南部。其间，汉武
帝元封二年（公元前１０９年）设益州郡，汉明帝永平二年（公元５９年）设永
昌都。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西南夷地区又统称为南中地区。蜀汉诸
葛亮平定南中，重新设置郡县，当时的景颇族先民仍居住在永昌郡及其附近
地区。晋王朝对少数民族的压迫政策，引起南中各族的联合反晋斗争，后遭
到晋王朝的残酷镇压，致使滇东北变为废墟，人民大量迁居滇中和滇西，原
居东部的景颇族先民大量西迁。南北朝以后，包括永昌郡在内的南中地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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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分裂、割据状态。
直至唐代，南诏地方势力勃兴，阁罗凤于公元７６２年冬率兵“西开寻

传”，当时西部景颇族先民居住的地区归属南诏设立的丽水节度和永昌节度管
辖。丽水节度辖区包括澜沧江以西至缅甸克钦邦境内及过去的“中缅北段未
定界”，其中小江流域及片马、岗房、古浪和江心坡地区都是景颇族聚居区，
东部的景颇族先民则属丽江路管辖。

元初，蒙古军队征服了滇西各族地区，又于至元二十四年（公元１２８７
年）灭亡了缅甸的新蒲甘王朝。“元宪宗四年（公元１２５４年）平定大理，继
征白夷等蛮”，把征服的地区分设为２０路、４府、４４甸、２６部，各设土官，
并置金齿安抚司统辖今德宏、保山一带。至元八年（１２７１年）分金齿为东西
两路安抚使；至元十年（１２７３年）改西路为建宁路，东路为镇康路；至元十
三年（１２７６年）升金齿安抚司为宣抚司，立六路总管府。至元二十三年
（１２８６年）罢两路宣抚司并入大理、金齿等处宣抚司。当时德宏地区属金齿
宣抚司管辖，金齿宣抚司领六路一赕，六路即柔远路（今怒江）、茫施路（今
芒市）、镇康路（今临沧市镇康县）、镇西路（今盈江）、平缅路（即南甸土
司地，今梁河）、麓川路（今陇川、遮放、瑞丽及缅甸南坎等地），一赕即南
赕（指茶山、里麻土司地，今小江流域浪速地与江心坡三角地带）。

明代基本上承袭元代的土司制度，但当时因土司间的兼并而强盛起来的
麓川王国，对明朝统治者构成了威胁。明朝廷从洪武十八年（公元１３８５年）
至正统十三年（公元１４４８年）６０余年间多次征讨，最后才控制了该地区。
然后，明代统治者在原有的土司制度基础上又先后分割、设置了１１个宣慰
司、１个副宣慰司、６个安抚司、２个御夷府、３个御夷州、２个御夷长官司和
３５个长官司，统治范围不仅包括现在的德宏地区，而且还包括今缅甸的南北
掸邦，直至伊洛瓦底江西岸、迈立开江的广大区域。其中包括恩梅开江以东
的茶山长官司和江心坡地区的里麻长官司，而这些地区也都是景颇族的分布
地区。明代“麓川王国”瓦解后，就在许多狭小对立的地区上分封诸土司，
实行分而治之。

清代在现德宏州境内设有南甸宣抚司（梁河）、干崖宣抚司（盈江）、盏
达副宣抚司（原莲山，现属盈江）、陇川宣抚司（陇川）、勐卯安抚司（瑞
丽）、芒市安抚司、遮放副宣抚司、勐板土千总、户撒长官司、腊撒长官司，
号称十土司。户撒、腊撒二司则属腾越、龙陵二厅管辖。

民国初年，国民党在德宏边区各县设置弹压委员，至民国五年（公元
１９１６年）改为行政委员会，民国二十一年（公元１９３２年）又改为设治局，

８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