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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地方志丛书

一夏南民族出叛社

南涧彝族自治县民族事务委员会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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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涧彝族自治县
成立三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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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 南涧彝族自治县县长张明 ．r·

‘

‘。
j‘

正当南涧彝族自治县建立30周年之际，南涧县民族事务委
’

员会，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组建编纂领导小组及编

纂班子，历经7个春秋的辛勤努力，广征博采各方资料，先后

3易其稿，精心编纂了‘南涧彝族自治县民族志》，为庆祝建县

30周年献礼。经过县委、县人民政府的有关颂导、有关单位和

各民族的有识之士，几次聚会讨论、修改。终于定稿出书．就

此，我代表南涧县人民政府，向为此书的完成给予大力支持和

帮助的有关部门、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I

暨《南涧彝族自治县志》公开出版发行之后，又公开出版

发行‘南涧彝族自治县民族志：}。这是南涧县各族人民政治生活
’ 中的一件大事，是南涧县民族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新成

果，也是南涧县有史以来第一部公开出版发行的专业志，是值

政

来

建

的

民

他

当

为



基本特征的新建的少数民族山区县，各方面的工作比较艰巨。可

是，南涧县境，古代是国家通往临沧、思茅的要道。现代，县

城有海孟(海坝庄至孟定)、小普(小军庄至普洱)、巍南(巍

山至南涧)三条国道交汇于此，堪称交通枢纽地带。90年代，云

南省将澜沧江中游作为电力基地开发，其中漫湾、大朝山、小

湾3个大型电站都紧靠南涧县，这就给这个交通枢纽地带——

南涧县发展经济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借此．我代表南涧县

人民政府．诚恳的希望对南涧县有感情的各界人士，和我们一

起，为南涧县继续巩固民族团结，共同发展经济文化而奋斗!

． I

— I



凡 ，例
‘

一、《南涧彝族自治县民族志》是今南涧彝族自治县地有史

以来的第一部民族专志．
‘

．

； 二、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

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按中国

地方志指导小组颁布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的基本要

求等撰修。 毒
。

二

三、本志采取以志为主，以事系史的方式记述．本着择其

要项、显其大端，力求分别将世居的各个民族的历史和现状记

入史册。 ，

四、本志上限不限，下限断至公元1993年．

五、由于南涧地各民族的史料大多散轶，故本志资料多系

现时搜访所得，借助于有关史籍、文献、地方所存的有关案册

等相彰辅成． ．

‘

六、数据：一般以县统计局认可者入志。统计局没有的则

是通过实地调查，与有关单位核证、论实入志。

七、行文：循‘云南省志行文要则》处理。对机关、组织

名称及一些常用语，除首次出现或必要时书全称外，一般只以

简称书之．如：南涧彝族自治县，简书为。南涧县”(对南涧县

建立前的空间，则以。今南涧县地”作书)；中国共产党第十一

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简书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公元年号，省。公元”二字．凡世纪，除明书者外皆指为

20世纪．。

八、人物：凡各民族中有一定影响的一些人士，。不论故否，

采取以不同的形式记出并录于本民族专章中． 。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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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涧彝族自治县，是公元1965年11月27日正式成立的．
，

，

一 v ：：。 ，瓮， 。

，{ 譬 ．一 ，，·
。

j一} ．

‘

南涧县域，处在北纬24。39’"-'25。10’，东经100。067"-'100。41’

之间。全域主要分布在云岭余脉的无量山(古有蒙乐山之称)首

段及今称之哀牢山的起始地带上，另一小部分则伸展在六诏山

的旁支上。 ·

“

，

，

：； 全县域的总面积有1 731．63平方公里，计有l 270个自然

村，分别由南涧镇及得胜、乐秋、拥翠、碧溪、新民，浪沧、无
：

量，沙乐、宝华10个乡(镇)管辖。 。

．

。

1993年末，全县总人口有203 747人．其中：彝族92 975入

(占总人口的45．6％)，回族2 402人l白族1 808人；；苗族l 215

人，布朗族467人，傈僳族196人，，汉族104 569入；纳西族33

人，哈尼族22人I傣族22入l壮族6入，佤族12人；瑶族4

人I藏族1人，蒙古族2人，拉枯族lo人}德昂族1人I其它
· 2入(其确属族别不详)。少数民族的总入口计有99 178人，占

全县总人口的48．7％。

上述18个民族中，彝、回、白、苗、布朗、傈僳、汉7个

民族是今南涧县境的世居者(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已定居

的)。纳西、哈尼等11个民族计有115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以来，由外地来这里工作，尚属流动不定的职工及其家属，

另有个别是南涧县人与外地因婚姻关系来入籍的。‘：：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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