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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共鲁甸县委副书记 彳豹钰
地处昭通市西南面，扼出滇人川之要冲的鲁甸县——这个水草丰美的地方，

居住着汉、回、彝、苗等39．6万各族人民，其中少数民族为8．2万人，占全县

总人口的20．8％。在4 000年历史文化进程中，各少数民族与汉民族一道，用

7智慧和心血共同抒写着鲁甸灿烂的文化；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各少数民族与

汉民族一起，用勤劳和汗水，并肩缔造着鲁甸光辉的业绩。

从新石器时代的石斧到名播中原的“朱提银”，从巧夺天工的拖姑清真寺

到文脉盛极一时的文昌宫，从戮力抗日的陇耀到学富五车的李士厚，无不闪现

着鲁甸少数民族的睿智之光。鲁甸，自古钟灵毓秀、人杰地灵，诚哉斯言!在

推进鲁甸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以回、彝、苗为主的世居少数民族，充分发

挥聪明才智，锐意进取，创造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成为鲁甸地域文化中的

奇葩，在鲁甸历史、文化、社会发展的纵轴线上，永远闪射着耀眼的光芒。

盛世修志，以史为镜，是国之幸，民之幸!回眸昨日，星光灿烂；面对今

天，激情飞扬；奋进明天，壮志满怀，此当是修志之目的。《鲁甸县少数民族

志》全体编纂人员凝心聚力，广征博采，几历寒暑，数易其稿，终于付印，可

喜可贺o《鲁甸县少数民族志》内容丰富，选例精当，尊重历史，表述客观，

记录了全县少数民族的发展轨迹，旨在让更多的人了解鲁甸，认识鲁甸，建设

鲁甸，亦为增进全县的民族团结、共谋发展添一抹亮色，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史

料志书。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共鲁甸县委、县人民政府把鲁甸作为昭通市的卫星城

来发展，并定位为“朱提古郡、乌蒙江南”。鲜明的民族特色，丰厚的历史积

淀，所迸发出的活力，必将为鲁甸的建设再立新功。在这个发展的关键时期，

更需各族人民同一tl,同德、水乳交融、血肉相连，在党的民族政策的指引下，把

民族团结与进步的合力，转化为民族凝聚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按照以人为

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共推鲁甸发展，加快鲁甸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的步伐。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是我对

《鲁甸县少数民族志》真挚感情的罗列，这是我欣然作序的理由。

2005年11月



序 二

昭通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 童成清

正值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云南进行文化大省建设的热潮中，昭通市《鲁

甸县少数民族志》编纂完成，即将出版发行。这是鲁甸县和全市人民社会生活

中的一件大喜事，是全市民族、宗教工作方面取得的一项丰硕成果。

鲁甸，这颗镶嵌在牛栏江边的明珠，古朱提银的故乡，位于昭通市西南部，

其东南部与贵州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毗邻，西部与巧家、南部与曲靖市会

泽县隔牛栏江相望。县境内的文桃坝子和龙树坝子与北部昭阳坝子相连，合称

昭鲁坝子(面积843平方千米)。磅礴的乌蒙山脉和壮丽的五莲峰山系绵亘于东

南西部，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境内昭鲁河、龙树河、沙坝河滋润着沃土。海

拔最低处568米，最高处3 356米。全境属低纬山地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12．1℃，年降雨量923．5毫米，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千百年来，安居这块美

丽富饶土地上的各族人民，交错杂居，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交往中，形成了汉

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相互离不开的亲密关系。

全市有少数民族53．6万人(2004年)，占全市总人口的10．2％，其中鲁甸县总

人口396 438人，少数民族82 478人，占20．8％，是全市少数民族人口所占比例

最大的县。在鲁甸少数民族人ISl中，有回族67 861人，占82．28％，占全县总人

121的17．11％，占全市回族人口17．06万人的39．75％，有桃源、茨院两个回族

建置。民族宗教工作任务繁重，1981年被省里确定为全省35个宗教工作重

县之一。1982年又被确定为全省64个民族工作重点县之一。从全市全省情

来看，鲁甸县的民族宗教工作是举足轻重的。

鲁甸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民族宗教工作，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平等、

结、互助，共同繁荣进步”和“宗教信仰自由，依法管理、积极引导、独立

办”的民族宗教政策，采取切实有效的许多措施，重点扶持少数民族和民族

区发展经济文化事业，大力扶贫攻坚，帮助少数民族人民尽快脱贫致富，坚

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以爱国主义、社

主义宣传教育群众，促使广大信教群众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积极力量。

握“民族宗教工作无小事”的原则，及时发现并妥善调处社会矛盾纠纷，维

社会稳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积极贯彻党和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

甸县各项事业取得长足发展，呈现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团结，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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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优秀文化弘扬发展，各族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精神面貌蓬勃向上的良

好局面。

《鲁甸县少数民族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和求实存真的原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如实客观记述鲁甸少数民族祖祖辈辈艰苦奋斗的历程

和现实状况，如实客观论述了党的民族宗教工作成就，还专门记述了民族乡、

民族村以及少数民族聚居点的情况，收录了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的少数民族优秀

人物，志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地方特点和民族特色。它为社会各界人士，

为县内外、市内外、省内外认识了解鲁甸少数民族敞开了一个透明的窗口，使

鲁甸的知名度得以提高，使内外经济、文化交流得以向深度广度发展，焕发朱

提银的光辉。

编修志书是中华民族的一大优良传统，前人有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

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又说，“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

鉴。”古往今来，历史检验证明，志书的社会功能被公认为：“资治、教化、存

史。”大家习惯把志书称为“官书”，不是私人著作，“官书”具有权威性，它

首先是为当政者提供准确可靠的资料，供其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族制宜，

做出决策，采取切实措施，当好领导，为政一任，造福一方。志书历来是从政

者不可缺少的重要参考资料。这可谓是志书的“资治”功能。

编撰少数民族志，可为提高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使其受到爱国主义、集

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以及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思想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

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服务，促进各族人民在根本利益一致的

基础上更加团结，为全面建设小康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奋力拼搏。这就是

志书发挥的“教化”功能。

作为积累和保存地方文献的新志书，它汇集了极其丰富的、经过考证的系

统资料，是一座文献宝库，可供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民族学、民俗学等的研

究和教学之用。这就是志书的“存史”功能。《鲁甸县少数民族志》的出版发

行，和其他志书一样，将长久地发挥“资治、教化、存史”的功能，堪称服务

当代、惠及子孙的一部传世之作。

鲁甸县民族宗教局的同志们，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为弘扬民族

文化，加强民族团结，总结历史经验，鉴往观今，广搜资料，历尽艰辛，克服

重重困难，精心编纂成《鲁甸县少数民族志》，做了一件前无古人益在千秋的

大好事，使人感佩，谨表祝贺，是为序。

2005年11月于昭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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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为鲁甸县地方志丛书之十四，定名《鲁甸县少数民族志》。

二、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和求实存真的原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观点，如实客观记述鲁甸少数民族的历史与现状，力求体现时代特点、地方

特点、民族特色。

三、本志上限尽量上溯古代，下限至2004年末，特殊事件延至定稿之时。

坚持“详今略古”原则，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贯彻“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共同繁荣进步”及“宗教信仰自由、依法

管理、积极引导、独立自办”的民族宗教政策，取得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

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成就。旨在提高民族自立、自信、自强的精神，促进各民族

之问的学习与交流，为增强全县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

明、精神文明建设。

四、本志以回、彝、苗、布依和其他少数民族，民族宗教工作，少数民族

乡村设篇，采用篇章节目结构，按述、记、志、传排列，概述、大事记开篇，

人物、附录殿后，不序篇章，图表穿插其间。碑文、谱序照原文实录。少数民

族中，主要记述人口较多的回族、彝族、苗族、布依族、壮族、白族，其他人

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不再记述。全书共设7篇30章96节，共50万字。

五、人物按传、录、表排列，坚持“生不立传”原则，生人采用以事叙人

的方法人志，其余人物设录、表入志。

六、本志采用规范的现代语体文记述，数字、纪年、计量等均按有关出版

物的规定。对有进步意义的少数民族习惯、风俗礼仪等，力求详实记述；对陈

规陋习或已消失的不写或简写。

七、本志中的人名、地名、称谓均按当时记录，直书其名。文中50年代、

70年代、90年代等均为20世纪。

八、本志资料源于《鲁甸县回族志稿》、《鲁甸县民族志稿》、《鲁甸县志》、

《鲁甸县地名志》、《鲁甸年鉴》和云南省档案馆、县志办、民宗局、档案局、

统计局、统战部等单位及有关出版的图书中，民族乡村情况多以调查为主，文

中一般不注明出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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