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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漾濞实现彝族自治将满20周年之际，《漾濞彝族自治

县民族宗教志》出版面世了。这是漾濞县民族宗教工作中的

一件大事，也是漾濞县地方史志工作的又一成果，可喜

可贺!

民族与宗教问题是关系到边疆稳定、国家安定的重大问

题，党和国家对这方面的工作历来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在

漾濞，民族宗教问题还和山区、贫困问题交织在一起，有着

特殊的复杂性。长期以来，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

和上级民族宗教工作部门的大力支持帮助下，漾濞县民族宗

教工作高举“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互助、共同发展繁

荣”三面大旗，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关于民族宗教问题的

各项法律、法规、政策，较好地协调各方面关系，妥善处理

各种问题，为维护全县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做出

了积极的贡献。

居住在漾濞县这片热土上的各兄弟民族，既与各自民族

的整体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又因独具的生产、生活环

境而有着自己的区域性特点。将这些具有丰富内涵的民族风

情形诸笔墨记载下来，对于促进各民族的发展进步，对于我

们进一步做好民族宗教工作，无疑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

深远的历史意义。



漾濞彝族自治县民族宗教志

《漾濞彝族自治县民族宗教志》在卷帙浩繁的史林志海

里，不过是一掬小小的浪花，但它折射出了全县各族人民在

以往岁月里的艰辛奋斗历程，更可供后来者以史为鉴，与时

俱进。全体编纂人员为此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也将会为历史

所铭记!

漾濞彝族自治县民族宗教事务局

2004年12月



凡例

凡例

一、本志依照国家关于地方志工作的各种规定和县地方志办公室

的具体要求进行编纂。

二、本志下限止于2004年末，上限不作规定，以现有资料为据，

尽量溯本追源，力求记述完整。

三、本志以分卷体编排，记述形式为述(概述)、记(大事记)、

志(专志)、传、录、表以及附录的有机结合。行文以直录其事为主，

兼有少量评述。

四、本志资料来源为县民宗局档案资料和调查资料，县档案馆藏

资料和有关参考文献，除必要者外不一一注明出处。

五、为使行文简洁，本志适当使用当代通行的简称、简语，兹不

一一列举。

六、本志除行文和录文外一律用现代汉语书面语记述。有关语言

文字、标点符号、纪年法、数字用法等技术要求，均执行国家有关

标准。

七、本志收录的各种文献，均按原文照录，原文中的误、漏等均

未作勘正。

八、本志所用数据，均为统计部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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漾濞，自古以来就是彝族聚居的地方。唐初南诏崛起之前，洱海

地区“乌蛮六诏”中最大的一诏——“蒙焉诏”(又称“样备诏”)的

辖区范围便包括了今天的漾濞县境，而当时的乌蛮便是今天彝族的先

民。这一时期，六诏居民大部分已定居，有村邑聚落；农耕、畜牧、

渔猎同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随着历代王朝对西南边疆的开发，各民族以从军、经商为主要的

迁徙原因进入西南地区，元、明两朝及以后进入更多。于是漾濞境内

民族也逐渐增多。到了清末，不仅有定居的汉、白、回族，而且先期

进入的相当一部分兄弟民族已经融入当地土著而成为彝族了。民国时

期，先后又有苗、傣、傈僳、纳西族进入漾境。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立时，县内有彝、汉、白、回、苗、傣、傈僳、纳西8个民族。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以工作和婚姻关系为主要迁徙原因，又有多个

民族的同胞来到漾濞。2004年末，县境内共有16个民族(详见附

录)。不论进入早迟，也不论人口多少，各兄弟民族在漾濞这块土地

上团结和睦地共同生活，为开发建设漾濞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我们

这样一个拥有众多民族的国家里，各民族在政治上是否享有平等的权

利，是一个直接关系到国家大局的重要问题。在旧中国，一些反动统

治者出于奴役广大劳动人民的需要，推行民族剥削压迫政策，人为地

挑动民族间的对立和歧视，制造民族隔阂，使少数民族兄弟不仅失去

了政治上的平等权利，而且各个方面都备受痛苦。此种状况在漾濞亦

有明显表现，如过去彝族同胞被蔑称为“山倮罗”，偏居高山一隅的

苗族同胞被蔑称为“苗疙瘩”等等。广大少数民族兄弟居住在自然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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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很差的地方，这便是在旧中国长时期统治阶级推行对少数民族的歧

视、压迫政策所导致的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民族问题。1949

年公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各族人民一律平等”、“反对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

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的行为”。1951年2月，党中央、政

务院派出的中央民族访问团到漾濞，使漾濞全县人民受到了一次生动

的民族平等、团结教育。1954年《宪法》第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

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任何民族的歧视和

压迫，禁止任何破坏各民族团结的行为。各民族均有使用和发展自己

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护或者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各

民族一律平等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一项重要内容，使各少数民族兄弟

彻底获得了政治上的平等权利。从此，漾濞境内各民族团结和睦、携

手共进之风日盛。新中国成立以来的50多年里，基本没有出现过民

族纠纷。1985年6月，国务院批准设立漾濞彝族自治县，这是贯彻

落实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一项重大举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

自治法》的贯彻执行，进一步提高了漾濞彝族和各兄弟民族的政治地

位，对漾濞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自治县成立以后，在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正确处理民族宗教

问题上，历届县委、县人民政府始终把民族宗教工作摆在全县民族团

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来抓。通过

广泛开展马列主义民族观和宗教观的宣传教育，全面贯彻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民族团结活动，全面推行民族团结

目标管理责任制，加强民族团结，维护了社会稳定，形成了“做民族

工作光荣，讲民族团结高尚”的良好氛围。在充分保障少数民族宗教

信仰自由、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的基础上，积极引导各民族群众互相

学习、相互尊重、亲如一家，形成了“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

族离不开汉族，各民族都相互离不开”的新型民族关系，实现了各民

族的大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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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制约。在旧时代，漾濞

各族人民长期受压迫剥削，没有政治地位，这是阻碍经济发展的主要

原因。直到解放初期，这里的经济还较落后。据统计，1950年全县

年总产粮仅893万公斤，人均221公斤。1952年城乡居民人均储蓄仅

0．8元。至于经济收入，虽然无统计资料可查，但从广大农民“一年

到头，连盐巴钱都苦不来”的痛苦回忆中，即可知是何等低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人民翻身作主，政治上的制约因素得以

消除，自然条件的制约和人的素质不高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

素。山地占总面积98．4％的漾濞，各民族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实际上

也就是地域上的发展不平衡。在仅占总面积1．6％的河谷地区，土地

较平整，水利条件好，发展农业生产条件优越；交通便利，产品较易

转化为商品。因而居住在这些地区的汉、白、回各民族发展水平较

高。广大山区农业生产条件较差，交通不便，终年劳作而仅得温饱，

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彝、傈僳、苗等各民族的经济发展缓慢一些。

通过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的努力，在党和国家的扶持下，少数民

族贫困地区的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自治县工业、交通、邮电等各项

事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巨大发展，基础设施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初漾濞还没有电，1958年，第一座装机容量

为84千瓦的小水电站在河西村竣工。从此彝县人民在县委、县政府

领导下，根据漾濞山川纵横、涧河汇流，水资源丰富的实际，大力发

展小水电，紧紧依托大电网，逐步实现了全县村村寨寨电网覆盖。近

几年来，通过实施小水电推动式工业战略，2004年全县建成了水电

站16座，总装机容量3．974万千瓦，全年发电量达5．85亿度；在建

小水电站14座，总装机容量15．134万千瓦。电力工业产值达10 777

万元。在电力工业推动下，全县工业迅猛发展，工业总产值达23 558

万元。

新中国成立初期，境内仅有一条滇缅公路过境62公里，其余有

3条古驿道，山高箐深，交通十分闭塞。从1956年修筑第一条漾脉

公路开始，经过50多年的努力，如今，大保高速路横跨县境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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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漾路、漾脉路、漾梅路纵贯县境南北；县、乡、村道和专用公路纵

横交错，公路网络四通八达，昔日闭塞的交通状况得到了根本改变。

2004年，全县公路总里程1 192．4公里，65个村民委员会实现通公路。

全县国道公路34．4公里，省道公路24．5公里，县乡公路406．3公里，

乡村公路393．5公里，专用公路87条。全县汽车客运量47．6万人

(次)，客运周转3 218万人／千米；货运量66．6万吨，货运周转量

9 737万吨／千米。 ．

电信事业快速发展，2004年本地网用户7 927户，多媒体数据宽

带用户数779户，移动用户9 540户。全县拥有固定电话8 304部，电

话普及率每百人11．5部。通过实施“211”、“村村通”工程和小卫星

站的建设，全县广播覆盖率达89％，电视覆盖率达94％。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全国人民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中共漾濞县委、县政府围绕这一中心任

务，确立了重点扶持民族地区的方针，进一步把开发山区民族经济作

为一个重大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提到了国泰民安、富民兴县的战略

高度来认识。成立专门机构，制定了若干政策，以帮助山区少数民族

脱贫致富。改革开放后，全县各级党委、政府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

帜，不断解放思想，按照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

线，深化县情认识，完善发展思路，坚定不移地打基础、兴科教、调

结构、建支柱，大力发展特色经济。通过全县各族群众的艰苦努力，

基本完成了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开创了良好的局面。全县

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生活稳步提高。基

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基本实现了村村通电、通水(纯净水)、通路、

通电话、通广播电视等，如期实现了扶贫攻坚目标。

中共十六大后，漾濞县委、县政府坚持科学发展观，立足县情，

选准以核桃为主的农业产业化、水电推动式工业化，以交通和城镇为

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工作的突破口，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新的

跨越。2004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完成36 120万元；财政总收入4 626

万元，其中地方一般预算收入2 871万元；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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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9r74万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 052万元；金融机构年末各项存

款余额43 870万元。全年粮食总产量4 420万公斤，是1950年的5倍；

农村经济总收入36 453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l 467元，为1955年

(46元)的32倍。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存款2 338元，是1985年46．5元

的50倍多；人均住房达45平方米。随着农民收人的逐年增加和购买

力的不断提高，各族人民的衣、食、住、行、用等方面的消费结构发

生巨大的变化，人民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相当一部分人过

上了小康生活。

由共同的生存环境所决定，并且由于长期的共同生产生活和文化

交流，县内各民族在生产方式、生活习俗等各个方面都有许多相似乃

至相同之处，在体现民族特色的基础上，更多地体现为地区特色。

饮食，在稻作地区以大米、小麦为主粮，而在较高山区，水少地

多，主产杂粮，在交通不便的过去，自然就以杂粮为主粮了。而今，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交通条件的不断改善，杂粮产区的各族人民多将杂

粮出售再购回大米作主粮。

住居，受经济条件和地理条件的双重限制，而以受经济条件的限

制为甚。过去，即便在县城里也不乏低矮破陋的茅屋；现在则高山深

谷中也到处可见瓦宅洋楼。

服饰，一般是比较能体现民族特色的，但现今服饰保留民族特点

较多的只有彝、白、苗、傈僳等族。他们当中，经常穿着本民族服装

的大多是老年或儿童。除了婚丧节庆等场合外，大多数的人们日常穿

着都是轻便实用的现代通行服装。

保存民族特色最多的是丧葬礼仪。彝族、回族的丧礼都有相当浓

厚的民族色彩。其中彝族在明代以前实行火葬，明代以后内地汉族大

量进入并有相当数量融合到彝族当中，于是后来彝族也改行棺木土

葬，这一事实是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生动例证!

以上情况表明：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在一个特定地域

内居住的各民族文化会有较多的共同点或近似之处。各民族文化在保

留自身特点的同时，又在相互影响和交融，朝着共同的趋向发展，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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