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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序言

麻粟坡县县长王林

麻栗坡县为中国西南边陲的重要门户，位于云南省东南部的

中越边境线上。全县国土面积2 395平方公里，国境线长277公

里，全县12个乡镇中有7个边境乡镇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河江

省的同文、安明、官坝、渭川、黄树皮5县接壤。县境内居住着

汉、苗、壮、瑶、彝、傣、仡佬、蒙古8种主要民族。1997年全

县总人口261 883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103 056人，占总人口的

40％。县内8种主要民族中，除蒙古族外，其余7种民族在越南

边境地区均有分布，跨境而居的同一民族间语言相通。习俗相同。

麻栗坡县历史悠久，县内发现的麻栗坡大王岩崖画经考证已

有4 000余年的历史，说明4 000余年前就有人类在麻栗坡地区栖

息。历史上，麻栗坡地区交通闭塞，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各族

人民生活贫困艰难，人称“烟瘴地区”。但是各民族和睦相处，共

同开发边疆，在外敌入侵国土、破坏家园以及给和平、安宁带来

威胁时，各民族优秀儿女挺身而出，投入低御外侮、保家卫国的

战斗。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为捍卫民族尊严和国家领土完整作

出了重大牺牲，涌现出了抗法爱国将领项崇周等这样的杰出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麻栗坡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麻栗坡

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过着民族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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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团结、进步的生活，各少数民族在生产生活上、政治上、经

济上、文化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麻栗坡县民族志》的

编写，正是遵循“盛世修志”这一原则，客观地反映了麻栗坡县

各族人民的历史沿革、民族习俗和生产生活的历史概貌，集中展

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县民族工作在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取得

的辉煌成就。《麻栗坡县民族志》历届志书编纂领导小组及编写

人员经过16年的艰辛努力，使得《麻栗坡县民族志》终于问世，

并交付出版发行，这是全县民族工作的一件大事，令人高兴。在

此，我代表中共麻栗坡县委、县人民政府对编纂《麻栗坡县民族

志》付出艰苦劳动的各方人士表示感谢。

时值《麻栗坡县民族志》即将出版之际，志书编纂领导小组

嘱我作序。我想，麻栗坡县各族人民在迈入21世纪的时候，回顾

历史，展望未来，坚持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在麻栗坡县委、

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一如既往地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

和省、州、县制定的民族政策和措施，将“增进民族团结、保持

社会稳定”和“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

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作为民族工作的指导思想，以共同繁

荣、共同进步为目标，开展好新世纪的民族工作，创造美好的

未来。

谨以此序共勉。 。

2001年4月30日



三、编纂力求突出“边疆特色”、“少数民族特色”和“时

代特色”。

四、采用章、节、目结构，记述中不加褒贬评论。按民族人

口多少进行排列。

五、以述、记、志、传、表、图、录为框架，以志为主，力

求达到科学性、资料性、可读性的统一。

六、时间上限自清朝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下限至1997

年。个别事件追溯到发生之时止。

七、专用名词和术语，第一次出现使用全称，以后用简称。

民族隐语等加括号注释。

八、个别章节须录用原材料，除沿用当时的名称外，使用的

时间、数据、称谓、术语等，以国家有关规定为规范。

九、志书资料来自档案材料及有关文献、书刊和口碑，经考

证后人志，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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