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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以丰富翔实的资料，客观地记述了本区内10余个世居民族的社

会历史和现状，体现“资治、育人”的功能。

二、本志采用章、节、目结构，立概述、大事记、人物和附录。

三、本志上限不限，按各民族实际尽量追溯，下限至1999年。

四、本志遵循“新方志应充分反映多民族的特点，应体现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各族

人民共同繁荣”的原则，对区内lo余个世居民族，均单独立章，从源流、社会形态和经济

状况、风俗、宗教信仰、文化艺术、语言文字等方面进行翔实记述。

五、本志人物列传者均为已故并对社会有较大影响的各民族历史人物，人物的排列

按其出生年月的先后顺序排列。

六、本志行文一律采用现代语体文，按横排纵写，述而不论的方式记述，力求严谨、朴

实、简明、规范。

七、志书中凡“建国前”、“建国后”概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

八、志书中凡涉及中华民国以前的年号，均采用旧纪年，加注公元年号，中华民国以

后的年号，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序一

丽江地区行政公署专员 和段琪(纳西族)

《丽江地区民族志》是一部融资料性、思想性和科学性为一体的首次详细记述丽江地

区各民族历史和现状的一本资料性著作，它的出版是全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件

大事，值得庆贺。

丽江地处祖国滇西北高原，金沙江中游，全区面积20 600平方公里，辖丽江纳西族自

治县、永胜县、华坪县、宁蒗彝族自治县，共69个乡(镇)、446个行政村、办事处，总人口

109万人。

丽江山多坝少，民族众多。山地面积占全区总面积的92．3％，区内山脉层峦叠嶂，江

河纵横，湖泊镶嵌。海拔最高为玉龙雪山主峰5 596米，金沙江河谷最低海拔只有l 015

米，地形地貌及气候的立体差异比较明显。区内除汉族外，居住着纳西族、彝、傈僳、白、普

米、傣、苗、回、藏等10余种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57％。

丽江资源丰富，是一个待开发的地区。水能资源异常丰富，金沙江流经区内615公里，

落差890多米，有上下虎跳峡、金安等6个大型梯级水能点，装机容量可达2 000万千瓦，

区内还有泸沽湖等高原湖泊和90余条河流，人均拥有水量高于全国全省水平。旅游资源

得天独厚，独具特色。区内有可开发价值的景区(点)100多处，其中有著名的世界文化遗

产丽江古城；玉龙雪山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玉龙雪山、泸沽湖属省级旅游开发区；纳西族

东巴文化和泸沽湖摩梭人风情中外驰名；还有虎跳峡、长江第一湾、白沙壁画、老君山等自

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生物资源种类繁多、物产丰富，特别是永胜县的程海湖，是世界上生长

天然螺旋藻的三个湖泊之一。

丽江地区的各民族世世代代生息、繁衍在这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中，各族人民和睦相

处，共同开发建设丽江。他们与这片土地水乳交融，以其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浓郁、神秘

的民族风情，构成了丽江这片土地上一幅幅风格迥异，韵味无穷，色彩纷呈，神奇隽永的人

文景观。走进丽江，就走进了美丽的香格里拉。

丽江地区民宗局和行署地方志办公室本着严谨、慎密、认真的态度深入调查研究、广

泛搜集资料，通过多年的艰辛努力，较系统、全面、翔实、客观地记录和反映了丽江lO余种

民族(含摩梭人)的人Vl、自然、经济、风俗民情、文化、卫生、教育等方面发展的历史与现

状。其目的是为当今和后人在存史、资治、教化方面提供可信的资料依据，并从中得到启发

和教益。

《丽江地区民族志》的出版，必将以服务当代、惠及后世而载入史册。我期望全区各族

干部和群众，鉴前之兴衰，察今之得失，从本书中充分吸取教益，为加快全区的社会主义物

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弘扬优秀民族文化而做出积极的贡献。

2000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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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格桑顿珠(藏族)

丽江地区第一部民族专志即将付梓出版了，这是全区各族人民的一件大喜事，也是

民族工作方面取得的又一丰硕成果。

丽江地区位于云南省西北部，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这里居住着纳西、彝、傈僳、

白、普米、汉等10多个民族。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世代繁衍

生息，他们以自己勤劳的双手和辛勤的劳动，共同开拓了这片沃土，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民

族历史文化，为共和国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的形成和巩固，为祖国的繁荣发展，作出了积

极的贡献。

丽江具有举世闻名的自然景观和绚丽多彩的民族风情，境内玉龙雪山省级旅游开发

区和泸沽湖省级旅游开发区以其独具魅力的风光风情特色，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外游客

到此游览观光。而以纳西族神秘的东巴文化、世界历史文化遗产丽江古城、小凉山彝族的

十月太阳历等为代表的各民族古朴、典雅、神奇、丰厚的历史文化，成为了人类历史文化

遗产的珍宝，受到人们的极大关注和钟爱。

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经过全区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丽江

地区发生了历史巨变，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人民生活

水平不断提高，社会经济日益繁荣，呈现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良好景象。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一大文化传统。古人曾说：“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

鉴，可以知兴替”，编修新时期民族志，遵循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

立场、观点、方法，把各民族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等进行客观记述，这是一件利在当代，惠

及子孙的大好事。也是弘扬民族优秀文化，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教育，加强对外宣

传，提高知名度，促进交流联系的重要窗口。

《丽江地区民族志》遵循“新方志应充分反映多民族的特点，应体现民族平等、团结互

助和各族人民共同繁荣”的原则，客观、真实、全面地记述了区域内10余个民族的历史源

流、人口分布、社会经济形态、语言文字、风俗等内容，还设专章记述了民族工作和民族关

系，全面反映了建国以来党的民族政策在多民族的丽江地区的成功实践。整个民族志充

分展示了区内各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多姿多彩的风情画卷，是一部集知识性和趣味性

于一体的边疆民族地区民族专志，也是广大民族工作者研究民族史，深入了解各民族社

会历史发展状况，了解民风民情的一本好教材，在加强民族工作，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历史

条件下，它必将发挥“资治、存史、育人”的历史功用。

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边疆山区省份，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民族工

作，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进步十分关心。作为民族工作的一个窗El，《丽江地区

民族志》的出版发行，对于宣传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



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将有利于把

丽江地区各民族丰富神奇的历史文化更全面、更完整、更准确地介绍给世人，将使更多的

专家、学者及各界人士进一步了解丽江、认识丽江，共同开发丽江，把丽江建设得更加美丽

富饶。

丽江地区民族宗教事务局和丽江地区行署地方志办公室的同志们以对党和人民的事

业高度负责的精神，为弘扬民族文化，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发展进步做了一件十分有益的

工作。值此《丽江地区民族志》出版之际，谨表祝贺，是为序。

2000年8月



序三

云南省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马立三(彝族)

富饶、美丽而神奇的丽江，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位于青藏高原东南缘，横断山脉东部，

滇西北中部。地跨北纬25"59 7．27056 7、东经99023’，101。31 7之间，东西最大横距212．5公

里，南北最大纵距213．5公里，幅员面积2．06万平方公里。

丽江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全区总人口有109万人，有纳西、彝、傈僳、白、普米、

汉等10多种民族，全区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57．2％。辖有4个县69个乡(镇)446个

行政村(办事处)，其中民族自治县两个，即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和宁蒗彝族自治县，民族乡

21个。

丽江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灿烂的民族文化。丽江木家桥出土的“丽江人”头骨化石

说明早在10万年前就有旧石器晚期智人活动。历代王朝在这里设置地方行政机构，战国

时期属秦国蜀郡；西汉时期属越嵩郡；蜀汉、晋属云南郡；唐南诏置铁桥节度，后改属剑川

节度。元宪宗四年(1254年)设茶罕章管民官；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71年)改为丽江宣慰

司，后改为丽江路军民总管府、丽江路宣抚司；清代设丽江府；在今永胜县曾设过北胜府、

澜沧卫、永北府、厅；在今宁蒗县曾设过永宁府、蒗蕖州。

由于丽江位于著名的滇川藏大三角文化交汇之地，又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茶马

古道”必经之地，使丽江形成了多种文化交融并存、多种民族和睦相处的格局，从而形成

了各民族丰富多彩、别具特色的历史文化。

新中国建立前，丽江地区由于地处滇西北高原，交通闭塞，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文

化落后，区内各民族社会经济结构复杂，发展不平衡，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如纳西、白、普

米、汉等民族处于封建领主经济形态，而小凉山彝族却处于奴隶制经济形态，江边河谷地

区的傈僳族有的甚至保留着原始共耕制的残余。

新中国成立以后，彻底消灭了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各民族人民当家做了主人。小凉

山地区于1956年顺利完成了和平协商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封建领主制和奴隶制、原始

共耕制，一步跨入了社会主义制度。全区各族人民团结奋进，艰苦奋斗，致力于社会主义

经济文化建设。经过建国以来50多年的努力，党和国家依靠区内各族人民，贯彻执行民

族平等团结政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

造，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大力发展民族经济、文化，使全

区各项事业的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各族人民安居乐业，正日益走向脱贫致

富的道路。

志属信史，《丽江地区民族志》以方志编纂的体例要求，用丰富、翔实的资料，客观记

述了区内各民族的源流分布、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等各方面的历史及现状，呈现在我们面

前的不仅仅是一幅幅神奇隽永、色彩纷呈、风格各异、韵味无穷的各民族风情画卷，更是



于各民族干部群众增强民族自豪感与民族自信心；有利于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全面
发展。

融民族特色、地区特色与时代特色为一体的《丽江地区民族志》，必将发挥出“资治、
教化、存史”的历史功用。

丽江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在丽江地区生活和工作了二十多个春秋，对美丽的丽江山

山水水以及各民族人民有着特别的感情，为此，在《丽江地区民族志》即将出版之际，欣喜

之余，略作数言，是为序。

2000年8月

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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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舞蹈⋯⋯⋯⋯⋯⋯⋯⋯⋯⋯⋯．．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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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绘画⋯⋯⋯⋯⋯一BO O．．．．．a wo 78

六、书法⋯⋯⋯⋯⋯⋯⋯⋯⋯⋯⋯⋯78

七、摄影艺术⋯⋯⋯⋯⋯⋯⋯⋯⋯⋯79

八、雕塑⋯⋯⋯⋯⋯⋯⋯⋯⋯⋯⋯⋯80

第六节语言⋯⋯⋯⋯⋯⋯⋯⋯⋯⋯⋯⋯80

一、声母⋯⋯⋯⋯⋯⋯⋯⋯⋯⋯⋯⋯81

二、韵母⋯⋯⋯⋯⋯⋯⋯⋯⋯⋯⋯⋯82

三、声调⋯⋯⋯⋯⋯⋯⋯⋯⋯⋯⋯⋯82

第七节文字⋯⋯⋯⋯⋯⋯⋯⋯⋯⋯⋯⋯82

一、东巴文⋯⋯⋯⋯⋯⋯⋯⋯⋯⋯⋯82

二、哥巴文⋯⋯⋯⋯⋯⋯⋯⋯⋯⋯⋯83

三、拼音文字⋯⋯⋯⋯⋯⋯⋯⋯⋯⋯83

第八节天文历法⋯⋯⋯⋯⋯⋯⋯⋯⋯⋯85

一、宇宙观念⋯⋯⋯⋯⋯⋯⋯⋯⋯⋯85

二、星座知识⋯⋯⋯⋯⋯⋯⋯⋯⋯⋯86

三、历法1⋯⋯⋯⋯⋯⋯⋯⋯⋯⋯⋯··90

第三章彝族

第一节源流⋯⋯⋯⋯⋯⋯⋯⋯⋯⋯⋯⋯91

一、族称和族源⋯⋯⋯⋯⋯⋯⋯··9l

二、迁徙与发展⋯⋯⋯⋯⋯⋯⋯·92

三、人口与分布⋯⋯⋯⋯⋯⋯⋯⋯⋯93

第二节社会形态和经济状况⋯⋯⋯··95

一、社会形态⋯⋯⋯⋯⋯⋯⋯⋯⋯⋯95

二、经济状况⋯⋯⋯⋯⋯⋯⋯⋯⋯⋯104

第三节风俗⋯⋯⋯⋯⋯⋯⋯⋯⋯⋯⋯107

一、家庭和婚姻⋯⋯⋯⋯⋯⋯⋯⋯⋯107

二、服饰⋯⋯⋯⋯⋯⋯⋯⋯⋯⋯⋯⋯“0

三、生育习俗⋯⋯⋯⋯⋯⋯⋯⋯⋯⋯111

四、住宅⋯⋯⋯⋯⋯⋯⋯⋯⋯⋯⋯⋯1 1 1

五、饮食⋯⋯⋯⋯⋯⋯⋯⋯⋯⋯⋯⋯1 12

六、节日⋯⋯⋯⋯⋯⋯⋯⋯⋯⋯⋯⋯1 13

．七、丧葬⋯⋯⋯⋯⋯⋯⋯⋯⋯⋯⋯⋯1 14

八、禁忌⋯⋯⋯⋯⋯⋯⋯⋯⋯⋯⋯⋯1 15

九、称谓⋯⋯⋯⋯⋯⋯⋯⋯⋯⋯⋯⋯1 15

十、礼仪⋯⋯⋯⋯⋯⋯⋯⋯⋯⋯⋯⋯1 16

十一、传统体育⋯⋯⋯⋯⋯⋯⋯⋯⋯116

第四节宗教信仰⋯⋯⋯⋯⋯⋯⋯⋯⋯1 17

一、白然崇拜⋯⋯⋯⋯⋯⋯⋯⋯117

二、图腾崇拜⋯⋯⋯⋯⋯⋯⋯⋯⋯⋯117

三、灵物崇拜⋯⋯⋯⋯⋯⋯⋯⋯⋯⋯118

四、鬼魂崇拜⋯⋯⋯⋯⋯⋯⋯⋯⋯⋯1 18

五、祖先崇拜⋯⋯⋯⋯⋯⋯⋯⋯⋯··118

六、毕摩和苏妮⋯⋯⋯⋯⋯⋯⋯⋯⋯118

七、各种祭祀⋯⋯⋯⋯⋯⋯⋯⋯⋯⋯11 9

第五节文化艺术⋯⋯⋯⋯⋯⋯⋯⋯⋯11 9

一、民间文学⋯⋯⋯⋯⋯⋯⋯⋯⋯⋯1 19

二、作家作品⋯⋯⋯⋯⋯⋯⋯⋯⋯⋯121

三、音乐、舞蹈和美术⋯⋯⋯⋯·122
四、文物古迹⋯⋯⋯⋯⋯⋯⋯⋯⋯⋯123

第六节天文历法⋯⋯⋯⋯⋯⋯⋯⋯⋯124

一、天文观测⋯⋯⋯⋯⋯⋯⋯⋯⋯一124

二、历法⋯⋯⋯⋯⋯⋯⋯⋯⋯⋯⋯⋯126

三、星占⋯⋯⋯⋯⋯⋯⋯⋯⋯⋯⋯⋯127

四、八圭p⋯⋯⋯⋯⋯⋯⋯⋯⋯⋯⋯⋯128

第七节语言文字⋯⋯⋯⋯⋯⋯⋯129

一、语言⋯⋯⋯⋯⋯⋯⋯⋯⋯⋯⋯⋯129

二、文字⋯⋯⋯⋯⋯⋯⋯⋯⋯⋯⋯⋯1 32

第四章傈僳族

第一节源流⋯⋯⋯⋯⋯⋯⋯⋯⋯⋯⋯133

一、族称⋯⋯⋯⋯⋯⋯⋯⋯⋯⋯⋯133

二、族源⋯⋯⋯⋯⋯⋯⋯⋯⋯⋯⋯-133

三、迁徙⋯⋯⋯⋯⋯⋯⋯⋯⋯⋯⋯⋯134

四、人口与分布⋯⋯⋯⋯⋯⋯⋯·-135

第二节社会形态和经济状况⋯⋯⋯136

第三节风俗⋯⋯⋯⋯⋯⋯⋯⋯⋯⋯⋯142

一、服饰、饮食、住宅⋯⋯⋯⋯⋯142

二、家庭、家族、婚姻⋯⋯⋯⋯⋯144
三、丧葬⋯⋯⋯⋯⋯⋯⋯⋯⋯⋯⋯⋯147

四、礼仪⋯⋯⋯⋯⋯⋯⋯⋯⋯⋯⋯⋯149

五、生育习俗⋯⋯⋯⋯⋯⋯⋯⋯⋯⋯150

六、节令与生产习俗⋯⋯⋯⋯⋯150

七、称谓⋯⋯⋯⋯⋯⋯⋯⋯⋯⋯⋯⋯15 l

八、节日⋯⋯⋯⋯⋯⋯⋯⋯⋯⋯⋯⋯151

九、各种祭祀⋯⋯⋯⋯⋯⋯⋯⋯⋯⋯152

十、禁忌⋯⋯⋯⋯⋯⋯⋯⋯⋯⋯⋯⋯153

第四节宗教信仰⋯⋯⋯⋯⋯⋯⋯⋯⋯154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3

第五节文化艺术⋯⋯⋯⋯⋯⋯⋯⋯⋯154

一、民间文学⋯⋯⋯⋯⋯⋯⋯⋯⋯⋯154

二、音乐⋯⋯⋯⋯⋯⋯⋯⋯⋯⋯⋯⋯156

三、器乐⋯⋯⋯⋯⋯⋯⋯⋯⋯⋯⋯⋯1 57

四、舞蹈⋯⋯⋯⋯⋯⋯⋯⋯⋯⋯⋯⋯158

第六节语言文字⋯⋯⋯⋯⋯⋯⋯⋯⋯158

一、语言⋯⋯⋯⋯⋯⋯⋯⋯⋯⋯⋯⋯1 58

二、文字⋯⋯⋯⋯⋯⋯⋯⋯⋯⋯⋯⋯160

第五章白族

第一节源流⋯⋯⋯⋯⋯⋯⋯⋯⋯⋯⋯161

一、族称⋯⋯⋯⋯⋯⋯⋯⋯⋯⋯··161

二、族源⋯⋯⋯⋯⋯⋯⋯⋯⋯⋯⋯⋯161

三、人口与分布⋯⋯⋯⋯⋯⋯⋯⋯161

第二节社会形态和经济状况⋯⋯⋯162

第三节风俗⋯⋯⋯⋯⋯⋯⋯⋯⋯⋯⋯1 63

一、家庭⋯⋯⋯⋯⋯⋯⋯⋯⋯⋯⋯⋯1 63

二、婚姻⋯⋯⋯⋯⋯⋯⋯⋯⋯⋯⋯⋯164

三、生育习俗⋯⋯⋯⋯⋯⋯⋯⋯⋯⋯166

四、服饰⋯⋯⋯⋯⋯⋯⋯⋯⋯⋯⋯⋯166

五、饮食⋯⋯⋯⋯⋯⋯⋯⋯⋯⋯⋯⋯166

六、住宅⋯⋯⋯⋯⋯⋯⋯⋯⋯⋯⋯⋯167

七、丧葬⋯⋯⋯⋯⋯⋯⋯⋯⋯⋯⋯⋯167

八、节日⋯⋯⋯⋯⋯⋯⋯⋯⋯⋯⋯⋯168

九、称谓⋯⋯⋯⋯⋯⋯⋯⋯⋯⋯⋯⋯170

十、禁忌⋯⋯⋯⋯⋯⋯⋯⋯⋯⋯⋯⋯170

第四节宗教⋯⋯⋯⋯⋯⋯⋯⋯⋯⋯⋯171

一、宗教信仰⋯⋯⋯⋯⋯⋯⋯⋯⋯·171

二、各种祭祀⋯⋯⋯⋯⋯⋯⋯⋯⋯·171

第五节文化艺术⋯⋯⋯⋯⋯⋯⋯⋯⋯172

一、民间文艺⋯⋯⋯⋯⋯⋯⋯⋯⋯172

二、文学创作⋯⋯⋯⋯⋯⋯⋯⋯⋯178

第六节语言⋯⋯⋯⋯⋯⋯⋯⋯⋯⋯⋯178

一、金山白语音系统⋯⋯⋯⋯⋯178

二、金山白语音特点⋯⋯⋯⋯⋯179

第六章普米族

第一节源流⋯⋯⋯⋯⋯⋯⋯⋯⋯⋯⋯181

一、族称⋯⋯⋯⋯⋯⋯⋯⋯⋯⋯⋯⋯181

二、族源及迁徙⋯⋯⋯⋯⋯⋯⋯⋯⋯181

三、人口与分布⋯⋯⋯⋯⋯⋯⋯⋯⋯183

第二节社会形态和经济状况⋯⋯⋯184

一、社会形态⋯⋯⋯⋯⋯⋯⋯⋯⋯⋯184

二、土地关系⋯⋯⋯⋯⋯⋯⋯⋯186

三、经济状况⋯⋯⋯⋯⋯⋯⋯⋯⋯⋯1 87

第三节风俗⋯⋯⋯⋯⋯⋯⋯⋯⋯⋯⋯190

一、饮食⋯⋯⋯⋯⋯⋯⋯⋯⋯⋯⋯⋯190

二、服饰⋯⋯⋯⋯⋯⋯⋯⋯⋯⋯⋯⋯191

三、住宅⋯⋯⋯⋯⋯⋯⋯⋯⋯⋯⋯⋯191

四、婚姻家庭⋯⋯⋯⋯⋯⋯⋯⋯⋯⋯192

五、丧葬⋯⋯⋯⋯⋯⋯⋯”·⋯⋯⋯··194

六、礼仪⋯⋯⋯⋯⋯⋯⋯⋯⋯⋯⋯⋯1 97

七、生育习俗⋯⋯⋯⋯⋯⋯⋯⋯⋯⋯199

八、称谓⋯⋯⋯⋯⋯⋯⋯⋯⋯⋯⋯⋯199

九、节日⋯⋯⋯⋯⋯⋯⋯⋯⋯⋯⋯⋯200

十、禁忌⋯⋯⋯⋯⋯⋯⋯⋯⋯⋯⋯⋯202

十一、民族体育⋯⋯⋯⋯⋯⋯⋯⋯·202

第四节宗教信仰⋯⋯⋯⋯⋯⋯⋯203

一、原始宗教⋯⋯⋯⋯⋯⋯⋯⋯⋯⋯203

二、藏传佛教⋯⋯⋯⋯⋯⋯⋯⋯⋯⋯205

第五节文化艺术⋯⋯⋯⋯⋯⋯⋯⋯⋯206

一、民间文艺⋯⋯⋯⋯⋯⋯⋯⋯·■··206

二、文学创作⋯⋯⋯⋯⋯⋯⋯⋯⋯211

三、文艺表演⋯⋯⋯⋯⋯⋯⋯⋯⋯⋯212

第六节天文历法⋯⋯⋯⋯⋯⋯⋯⋯⋯212

第七节语言⋯⋯⋯⋯⋯⋯⋯⋯⋯⋯⋯21 3

一、声母⋯⋯⋯⋯⋯⋯⋯⋯⋯⋯⋯⋯214

二、韵母⋯⋯⋯⋯⋯⋯⋯⋯⋯⋯⋯⋯214

三、声调⋯⋯⋯⋯⋯⋯⋯⋯⋯⋯⋯⋯215

四、音节结构⋯⋯⋯⋯⋯⋯⋯⋯⋯⋯215

第八节刻划符号和记数符号⋯⋯⋯215

一、刻划符号⋯⋯⋯⋯⋯⋯⋯⋯⋯⋯215

二、刻划符号的分类⋯⋯⋯⋯⋯216

三、刻划符号的使用范围和特点⋯216

第七章傣族

第一节源流⋯⋯⋯⋯⋯⋯⋯⋯⋯⋯⋯2 1 7

一、族称⋯⋯⋯⋯⋯⋯⋯⋯⋯⋯⋯⋯217

二、族源⋯⋯⋯⋯⋯⋯⋯⋯⋯⋯⋯··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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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口与分布⋯⋯⋯⋯⋯⋯⋯·217

第二节社会形态和经济状况⋯⋯⋯218

第三节风俗⋯⋯⋯⋯⋯⋯⋯⋯⋯⋯⋯220

一、饮食⋯⋯⋯⋯⋯⋯⋯⋯⋯⋯⋯·220

二、服饰⋯⋯⋯⋯⋯⋯⋯⋯⋯⋯⋯⋯220

三、住宅⋯⋯⋯⋯⋯⋯⋯⋯⋯⋯⋯⋯220

四、家庭和家族⋯⋯⋯⋯⋯⋯⋯⋯⋯221

五、婚姻⋯⋯⋯⋯⋯⋯⋯⋯⋯⋯··221

六、丧葬⋯⋯⋯⋯⋯⋯⋯⋯⋯⋯⋯⋯222

七、节庆⋯⋯⋯⋯⋯⋯⋯⋯⋯⋯⋯⋯223

第四节宗教信仰⋯⋯⋯⋯⋯⋯⋯⋯⋯224

第五节文化艺术⋯⋯⋯⋯⋯⋯⋯⋯·224

第六节语言⋯⋯⋯⋯⋯⋯⋯⋯⋯⋯⋯224

一、声母⋯⋯⋯⋯⋯⋯⋯⋯⋯⋯⋯⋯225

二、韵母⋯⋯⋯⋯⋯⋯⋯⋯⋯⋯⋯⋯225

三、声调⋯⋯⋯⋯⋯⋯⋯⋯⋯⋯⋯⋯226

四、音节结构⋯⋯⋯⋯⋯⋯⋯⋯⋯⋯226

第八章苗族

第一节源流⋯⋯⋯⋯⋯⋯⋯⋯⋯⋯⋯227

一、族称⋯⋯⋯⋯⋯⋯⋯⋯⋯⋯⋯⋯227

二、族源⋯⋯⋯⋯⋯⋯⋯⋯⋯⋯⋯⋯227

三、人口与分布⋯⋯⋯⋯⋯⋯⋯⋯227

第二节社会形态和经济状况⋯⋯⋯228

第三节风俗⋯⋯⋯⋯⋯⋯⋯⋯⋯⋯⋯229

一、家庭、家族⋯“IO OO OO OO．．．．⋯⋯229

二、婚姻⋯⋯⋯⋯⋯⋯⋯⋯⋯⋯⋯⋯229

三、饮食⋯⋯⋯⋯⋯⋯⋯⋯⋯⋯⋯⋯230

四、服饰⋯⋯⋯⋯⋯⋯⋯⋯⋯⋯⋯⋯23 l

五、住宅⋯⋯⋯⋯⋯⋯⋯⋯⋯⋯⋯⋯231

六、丧葬⋯⋯⋯⋯⋯⋯⋯⋯⋯⋯⋯⋯231

七、礼仪⋯⋯⋯⋯⋯⋯⋯⋯⋯⋯⋯⋯233

八、称谓⋯⋯⋯⋯⋯⋯⋯⋯⋯⋯⋯⋯233

九、节日⋯⋯⋯⋯⋯⋯⋯⋯⋯⋯⋯⋯235

十、禁忌⋯⋯⋯⋯⋯⋯⋯⋯．．．⋯⋯⋯235

十一、民族体育⋯⋯⋯⋯⋯⋯⋯⋯⋯235

第四节宗教信仰⋯⋯⋯⋯⋯⋯⋯⋯⋯236

第五节文化艺术⋯⋯⋯⋯⋯⋯⋯⋯⋯236

一、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236

二、歌谣⋯⋯⋯⋯⋯⋯⋯⋯⋯⋯⋯⋯237

三、音乐⋯⋯⋯⋯⋯⋯⋯⋯⋯⋯⋯⋯237

四、舞蹈⋯⋯⋯⋯⋯⋯⋯⋯⋯⋯⋯⋯237

五、工艺美术⋯⋯⋯⋯⋯⋯⋯⋯⋯⋯237

第九章回族

第一节 源流⋯⋯⋯⋯⋯⋯⋯⋯⋯⋯⋯239

一、族源⋯⋯⋯⋯⋯⋯⋯⋯⋯⋯⋯⋯239

二、人口与分布⋯⋯⋯⋯⋯⋯⋯⋯239

第二节社会形态和经济状况⋯⋯⋯240

第三节风俗⋯⋯⋯⋯⋯⋯⋯⋯⋯⋯⋯24 1

一、婚姻家庭⋯⋯⋯⋯⋯⋯⋯··241

二、生育习俗⋯⋯⋯⋯⋯⋯⋯⋯⋯⋯242

三、丧葬⋯⋯⋯⋯⋯⋯⋯⋯⋯⋯··242

四、节日⋯⋯⋯⋯⋯⋯⋯⋯⋯⋯243

五、服饰、饮食、住宅⋯⋯⋯⋯⋯243

六、民族体育⋯⋯⋯⋯⋯⋯⋯⋯244

七、道德和禁忌⋯⋯⋯⋯⋯⋯⋯⋯⋯244

第四节宗教信仰⋯⋯⋯⋯⋯⋯⋯⋯⋯245

第五节文化艺术⋯⋯⋯⋯⋯⋯⋯⋯⋯245

第六节语言文字⋯⋯⋯⋯⋯⋯⋯⋯⋯245

第十章藏族

第一节 源流⋯⋯⋯⋯⋯⋯⋯⋯⋯⋯⋯247

一、族称⋯⋯⋯⋯⋯⋯⋯⋯⋯⋯⋯⋯247

二、族源⋯⋯⋯⋯⋯⋯⋯⋯⋯⋯247

三、人口与分布⋯⋯⋯⋯⋯⋯⋯247

第二节社会形态和经济状况⋯⋯⋯247

第三节风俗⋯⋯⋯⋯⋯⋯⋯⋯⋯⋯⋯249

一、饮食⋯⋯⋯⋯⋯⋯⋯⋯⋯⋯249

二、服饰⋯⋯⋯⋯⋯⋯⋯⋯⋯⋯⋯250

三、住宅⋯⋯⋯⋯⋯⋯⋯⋯⋯⋯·250

四、婚姻、家庭⋯⋯⋯⋯⋯⋯⋯⋯⋯250

五、生育⋯⋯⋯⋯⋯⋯⋯⋯⋯⋯⋯⋯252

六、丧葬⋯⋯⋯⋯⋯⋯⋯⋯⋯⋯⋯⋯252

七、礼仪⋯⋯⋯⋯⋯⋯⋯⋯⋯⋯⋯⋯253

八、称谓⋯⋯⋯⋯⋯⋯⋯⋯⋯⋯⋯⋯253

九、节日⋯⋯⋯⋯⋯⋯⋯⋯⋯⋯254

十、禁忌⋯⋯⋯⋯⋯⋯⋯⋯⋯⋯⋯⋯255

十一、民族体育⋯⋯⋯⋯⋯⋯⋯⋯⋯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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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习惯法⋯⋯⋯⋯⋯⋯⋯⋯⋯⋯255

第四节宗教信仰⋯⋯⋯⋯⋯⋯⋯⋯⋯255

第五节文化艺术⋯⋯⋯⋯⋯⋯⋯⋯⋯257

第六节语言文字⋯⋯⋯⋯⋯⋯⋯⋯⋯258

第十一章壮族

第一节源流⋯⋯⋯⋯⋯⋯⋯⋯⋯⋯⋯259

一、族源⋯⋯⋯⋯⋯⋯⋯⋯⋯⋯·259

二、人口与分布⋯⋯⋯⋯⋯⋯⋯·259

第二节社会形态和经济状况⋯⋯⋯260

第三节风俗⋯⋯⋯⋯⋯⋯⋯⋯⋯⋯⋯260

一、饮食⋯⋯⋯⋯⋯⋯⋯⋯⋯⋯⋯⋯260

二、服饰⋯⋯⋯⋯⋯⋯⋯⋯⋯⋯⋯⋯260

三、住宅⋯⋯⋯⋯⋯⋯⋯⋯⋯⋯⋯⋯261

四、婚姻⋯⋯⋯⋯⋯⋯⋯⋯⋯⋯⋯⋯261

五、家庭⋯⋯⋯⋯⋯⋯⋯⋯⋯⋯⋯⋯262

六、丧葬⋯⋯⋯⋯⋯⋯⋯⋯⋯⋯⋯⋯262

七、礼仪⋯⋯⋯⋯⋯⋯⋯⋯⋯⋯⋯⋯266

八、生育习俗⋯⋯⋯⋯⋯⋯⋯⋯⋯⋯266

九、称谓⋯⋯⋯⋯⋯⋯⋯⋯⋯⋯⋯⋯267

十、节日⋯⋯⋯⋯⋯⋯⋯⋯⋯⋯⋯⋯268

十一、禁忌⋯⋯⋯⋯⋯⋯⋯⋯⋯⋯⋯268

第四节宗教信仰⋯⋯⋯⋯⋯⋯⋯⋯⋯268

第五节文化艺术⋯⋯⋯⋯⋯_⋯⋯⋯272

第六节语言文字⋯⋯⋯⋯⋯⋯⋯⋯⋯272

第十二章摩梭人

第一节源流⋯⋯⋯⋯⋯⋯⋯⋯⋯⋯⋯273

一、族称⋯⋯⋯⋯⋯⋯⋯⋯⋯⋯⋯273

二、族源及迁徙⋯⋯⋯⋯⋯⋯⋯··273

三、人口与分布⋯⋯⋯⋯⋯⋯⋯⋯⋯274

第二节社会形态⋯⋯⋯⋯⋯⋯⋯⋯⋯275

一、政治组织及统治方式⋯⋯⋯··275

二、等级制度⋯⋯⋯⋯⋯⋯⋯⋯276

三、土地占有制⋯⋯⋯⋯⋯⋯⋯⋯⋯278

四、土地的抵押和租佃制度⋯⋯⋯278

五、社会生产力状况⋯⋯⋯⋯⋯279
第三节风俗⋯⋯⋯⋯⋯⋯⋯⋯⋯⋯⋯28 1

一、饮食⋯⋯⋯⋯⋯⋯⋯⋯⋯⋯⋯⋯281

二、服饰⋯⋯⋯⋯⋯⋯⋯⋯⋯⋯⋯⋯28 1

三、住宅⋯⋯⋯⋯⋯⋯⋯⋯⋯⋯⋯·282

四、婚姻、家庭⋯⋯⋯⋯⋯⋯⋯⋯⋯282

五、丧葬⋯⋯⋯⋯⋯⋯⋯⋯⋯⋯⋯··287

六、礼仪⋯⋯⋯⋯⋯⋯⋯⋯⋯⋯⋯⋯290

七、生育习俗⋯⋯⋯⋯⋯⋯⋯⋯⋯⋯291

八、称谓⋯⋯⋯⋯⋯⋯⋯⋯⋯⋯⋯⋯291

九，芦日⋯⋯⋯⋯⋯⋯⋯⋯⋯⋯⋯⋯295

十、禁忌⋯⋯⋯⋯⋯⋯⋯⋯⋯⋯⋯⋯297

十一、民族体育⋯⋯⋯⋯⋯⋯⋯⋯297

第四节宗教信仰⋯⋯⋯⋯⋯⋯⋯⋯⋯297

一、打巴教⋯⋯⋯⋯⋯⋯⋯⋯⋯297

二、佛教⋯⋯⋯⋯⋯⋯⋯⋯⋯⋯⋯⋯299

第五节文化艺术⋯⋯⋯⋯⋯⋯⋯⋯⋯302

一、民间文艺⋯⋯⋯⋯⋯⋯⋯⋯⋯⋯302

二、文学创作⋯⋯⋯⋯⋯⋯⋯⋯⋯⋯305

第六节语言⋯⋯⋯⋯⋯⋯⋯⋯⋯⋯⋯305

第十三章民族工作和民族关系

第一节民族工作⋯⋯⋯⋯⋯⋯⋯⋯⋯307

一、机构⋯⋯⋯⋯⋯⋯⋯⋯⋯⋯⋯⋯307

二、民族政策⋯⋯⋯⋯⋯⋯⋯⋯⋯⋯312

三、培养少数民族干部⋯⋯⋯⋯·312
第二节民族关系⋯⋯⋯⋯⋯⋯⋯⋯⋯3 15

一、民族团结⋯⋯⋯⋯⋯⋯⋯⋯⋯··315

二、民族平等⋯⋯⋯⋯⋯⋯⋯⋯⋯319

第十四章人物

阿达拉⋯⋯⋯⋯⋯⋯⋯⋯⋯⋯⋯⋯32 1

木得⋯⋯⋯⋯⋯⋯⋯⋯⋯⋯⋯⋯⋯32 1

高斌祥⋯⋯⋯⋯⋯⋯⋯⋯⋯⋯，·321

卜都各吉⋯⋯⋯⋯⋯⋯⋯⋯⋯⋯⋯321

各吉八合⋯⋯⋯⋯⋯⋯⋯⋯⋯⋯··321

谭异⋯⋯⋯⋯⋯⋯⋯⋯⋯⋯⋯⋯⋯322

木公⋯⋯⋯⋯⋯⋯⋯⋯⋯⋯⋯⋯⋯322

木增⋯⋯⋯⋯⋯⋯⋯⋯⋯⋯⋯⋯⋯322

刘思善⋯⋯⋯⋯⋯⋯⋯⋯⋯⋯⋯⋯323

刘彬⋯⋯⋯⋯⋯⋯⋯⋯⋯⋯⋯⋯⋯324

木知立⋯⋯⋯⋯⋯⋯⋯⋯⋯⋯⋯⋯324

杨秘⋯⋯⋯⋯⋯⋯⋯⋯⋯⋯⋯⋯⋯324

管学宣⋯⋯⋯⋯⋯⋯⋯⋯⋯⋯⋯⋯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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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咸燕⋯⋯⋯⋯⋯⋯⋯⋯⋯⋯⋯⋯325

刘糙⋯⋯⋯⋯⋯⋯⋯⋯⋯⋯⋯⋯⋯325

唐贵⋯⋯⋯⋯⋯⋯⋯⋯⋯⋯⋯⋯⋯325

马子云⋯⋯⋯⋯⋯⋯⋯⋯⋯⋯⋯⋯326

黄耀枢⋯⋯⋯⋯⋯⋯⋯⋯⋯⋯⋯⋯327

和耀曾⋯⋯⋯⋯⋯⋯⋯⋯⋯⋯⋯⋯327

张润⋯⋯⋯⋯⋯⋯⋯⋯⋯⋯⋯⋯⋯327

阿鲁基足⋯⋯⋯⋯⋯⋯⋯⋯⋯⋯⋯328

’谷老四⋯⋯⋯⋯⋯⋯⋯⋯⋯⋯⋯⋯329

杨玉昭⋯⋯⋯⋯⋯⋯⋯⋯⋯⋯⋯⋯329

童成兴⋯⋯⋯⋯⋯⋯⋯⋯⋯⋯⋯⋯330

和清⋯⋯⋯⋯⋯⋯⋯⋯⋯⋯⋯⋯⋯33 1

东宝活佛⋯⋯⋯⋯⋯⋯⋯⋯⋯⋯⋯33 1

和虎臣⋯⋯⋯⋯⋯⋯⋯⋯⋯⋯⋯⋯333

和继圣⋯⋯⋯⋯⋯⋯⋯⋯⋯⋯⋯⋯333

单镜⋯⋯⋯⋯⋯⋯⋯⋯⋯⋯⋯⋯⋯333

正修⋯⋯⋯⋯⋯⋯⋯⋯⋯⋯⋯⋯⋯334

圣露⋯⋯⋯⋯⋯⋯⋯⋯⋯⋯⋯⋯⋯334

阿云山⋯⋯⋯⋯⋯⋯⋯⋯⋯⋯⋯⋯335

周冠南⋯⋯⋯⋯⋯⋯⋯⋯⋯⋯⋯⋯335

陈代英⋯⋯⋯⋯⋯⋯⋯⋯⋯⋯⋯⋯336

黎元和⋯⋯⋯⋯⋯⋯⋯⋯⋯⋯⋯⋯336

李汝哲⋯⋯⋯⋯⋯⋯⋯⋯⋯⋯⋯⋯337

王洁修⋯⋯⋯⋯⋯⋯⋯⋯⋯⋯⋯⋯337

和志坚⋯⋯⋯⋯⋯⋯⋯⋯⋯⋯⋯⋯338

贺九氏⋯⋯⋯⋯⋯⋯⋯⋯⋯⋯⋯⋯339

习自强⋯⋯⋯⋯⋯⋯⋯⋯⋯⋯⋯⋯339

李达三⋯⋯⋯⋯⋯⋯⋯⋯⋯⋯⋯⋯340

念祖阿牛⋯⋯⋯⋯⋯⋯⋯⋯⋯⋯⋯340

习自诚⋯⋯⋯⋯⋯⋯⋯⋯⋯⋯⋯⋯341

李汝炯⋯⋯⋯⋯⋯⋯⋯⋯⋯⋯⋯⋯342

李介民⋯⋯⋯⋯⋯⋯⋯⋯⋯⋯⋯⋯343

周霖⋯⋯⋯⋯⋯⋯⋯⋯⋯⋯⋯⋯⋯343

胡万清⋯⋯⋯⋯⋯⋯⋯⋯⋯⋯⋯⋯344

方国瑜⋯⋯⋯⋯⋯⋯⋯⋯⋯⋯⋯⋯345

周汝诚⋯⋯⋯⋯⋯⋯⋯⋯⋯⋯⋯⋯346

严英武⋯⋯⋯⋯⋯⋯⋯⋯⋯⋯⋯⋯347

赵银棠⋯⋯⋯⋯⋯⋯⋯⋯⋯⋯⋯⋯347

和锡典⋯⋯⋯⋯⋯⋯⋯⋯⋯⋯⋯⋯348

王德元⋯⋯⋯⋯⋯⋯⋯⋯⋯⋯⋯⋯348

高玉柱⋯⋯⋯⋯⋯⋯⋯⋯⋯⋯⋯⋯349

阿鸿钧⋯⋯⋯⋯⋯⋯⋯⋯⋯⋯⋯⋯350

李烈三⋯⋯⋯⋯⋯⋯⋯⋯⋯⋯⋯⋯350

阿少云⋯⋯⋯⋯⋯⋯⋯⋯⋯⋯⋯⋯35 1

余国栋⋯⋯⋯⋯⋯⋯⋯⋯⋯⋯⋯⋯352

范义田⋯⋯⋯⋯⋯⋯⋯⋯⋯⋯⋯⋯353

丁志平⋯⋯⋯⋯⋯⋯⋯⋯?⋯⋯⋯·353

陈永贵⋯⋯⋯⋯⋯⋯⋯⋯⋯⋯⋯⋯355

李寒谷⋯⋯⋯⋯⋯⋯⋯⋯⋯⋯⋯⋯355

白菊英⋯⋯⋯⋯⋯⋯⋯⋯⋯⋯⋯⋯356

杨尚志⋯⋯⋯⋯⋯⋯⋯⋯⋯⋯⋯⋯356

戴汝吉⋯⋯⋯⋯⋯⋯⋯⋯⋯⋯⋯⋯357

和万宝⋯⋯⋯⋯⋯⋯⋯⋯⋯⋯⋯⋯357

刘云龙⋯⋯⋯⋯⋯⋯⋯⋯⋯⋯⋯⋯358

和克勤⋯⋯⋯⋯⋯⋯⋯⋯⋯⋯⋯⋯359

蔡学明⋯⋯⋯⋯⋯⋯⋯⋯⋯⋯⋯⋯359

胡丹、余海清⋯⋯⋯⋯⋯⋯⋯⋯⋯⋯360

和志武⋯⋯⋯⋯⋯⋯⋯⋯⋯⋯⋯⋯361

和自兴⋯⋯⋯⋯⋯⋯⋯⋯⋯⋯⋯⋯361

李光文⋯⋯⋯⋯⋯⋯⋯⋯⋯⋯⋯⋯362

和贵华⋯⋯⋯⋯⋯⋯⋯⋯⋯⋯⋯⋯362

附录

云南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363

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372

丽江地区民族乡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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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丽江地区地处滇西北高原，横断山脉东部，金沙江中游，地跨东经99。23’。101
o

31’、

北纬25。59 7—27。567之间。东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和攀枝花市，南连本省大理白族

自治州，西北分别与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迪庆藏族自治州毗邻。全区幅员面积20 600平方

公里，辖丽江纳西族自治县、永胜县、华坪县、宁蒗彝族自治县，共有69个乡镇、446个行

政村(办事处)。

境内地貌类型复杂，山多坝少，北高南低，“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垂直立体气

候显著。丽江自然资源丰富，旅游、生物、水能、矿藏等资源得天独厚，具有巨大的优势和

开发潜能。

丽江具有悠久的历史，丽江木家桥出土的“丽江人”头骨化石说明早在10万年前就

有旧石器晚期智人活动。历代王朝在这里设置地方行政机构，战国时期属秦国蜀郡；西汉

时期属越揣郡；蜀汉、晋属云南郡；唐南诏置铁桥节度。元宪宗四年(1254年)设茶罕章管

民官；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年)改为丽江宣慰司，后改为丽江路军民总管府、丽江路宣抚

司；清代设丽江府；在今永胜县曾设过北胜府、澜沧卫、永北府、厅；在宁蒗县曾设过永宁

府、蒗蕖州。丽江由于地处滇、川、藏交汇处，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的必经

之地。在历史上为加强各民族之间的联系，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促进祖国的统一发挥了积极作用，且创造出了灿烂的民族文化。

秀美的自然风光和多姿的民族传统文化，形成了丽江别具特色的旅游景观，境内玉

龙雪山风景区和泸沽湖风景区被列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省级旅游开发区。神奇的各民

族风情文化与秀丽的自然景观相映成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外游客到此游览观光。

丽江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边疆民族地区，世居民族有汉族、纳西族、彝族、傈僳族、白

族、普米族等10多种，据统计，1999年底，全区总人口为l 092 528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

622 740人，占总人口的57％。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多的有纳西族，23．13万人；彝族，19．92

万人；傈僳族，10．29万人；白族，4．55万人；普米族，1．52万人。全区各民族都具有自己悠

久的历史和古朴的文化，他们繁衍生息在这片热土上，共同缔造了灿烂辉煌的民族历史

文化，为祖国的繁荣发展，为人类的文明与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

新中国建立以前，由于政治腐败，国家贫弱，民不聊生，丽江地区各民族社会经济结

构复杂，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文化落后，人民生活极端贫困。

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彻底消灭了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全区各族人民当家

做了主人。通过和平协商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奴隶制、封建领主制，各民族共同走上了

社会主义大道。建国50多年来，经过全区各族人民的励精图治，认真贯彻“民族平等、民

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政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培养民族干部，致力于经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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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述

建设。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大力发

展民族经济、文化，使全区呈现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欣欣向荣景象，各民族

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

——农业生产快速发展。新中国建立后，各族群众开荒造田，兴修水利，改良土壤，大

力推广农业科技和优良品种，生产条件得到改善，生产力水平大为提高。1978年与1952

年相比，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扩大4．0万公顷，经济作物面积扩大0．2万公顷，粮食总产量

增长76．2％。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大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一系列重

大改革，农村经济全面发展，1998年农业总产值达90 799万元(按1990年不变价计)，比

1978年增长1．6倍，平均每年递增4．8％。1999年，全区农业总产值达94 191万元(90年

不变价)，农民人均纯收人826元，粮食总产量41．48万吨，首次突破40万吨大关。

——工业生产持续增长。建国以来，丽江地区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建立起食

品、森工、煤炭、电力等主要工业门类。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建设步伐加快，技术水平不断提

高，到1998年增长3．7倍，平均每年递增8．1％。乡镇企业异军突起，1998年，全区乡镇企

业总收入达156 991万元。

——交通、通信状况大为改观。建国前，丽江地区没有一条公路，运输全靠人背马驮。

建国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20年来，丽江地区交通、通信发展迅速。仅“八五”期间，全区固

定资产投资总额达21．64亿元，建成了丽江机场、程控电话等一批有代表性的基础设施项

目。公路通车里程由1978年的2 576公里增加到1998年的4 671公里，新增2 095公里，

年末电话机数由1 624部增加到45 124部，邮电业务总量达7 905万元。1999年，全区公

路通车里程达5 764公里，邮电业务总量完成9 523万元。

——水利水电建设取得重大就成。1998年，全区已有中小型水库129座，其中中型5

座；小坝塘5 440座；总库容26 090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达86．5万亩。比1978年增加

11．2万亩；有大小电站87座，总装机容量11．8万千瓦，发电量4．15亿度，比1978年增长

7．4倍。

——教育事业成绩显著。建国前，全区教育事业落后，到1949年，区内有国立师范1

所，省立完中1所，县立初中3所，在校中等学校学生约1 200人；有中心国立小学(完小)

41所，国民小学(初小)417所，在校小学生2 500余人。新中国建立以后，通过50多年来

的艰辛努力，全区各类教育都得到了蓬勃发展，教育设施大为改善，基础教育长足发展，职

业教育、成人教育成绩显著，少数民族山区的教育事业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到1998年。全

区已有小学854所，在校生133 812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74 025人，占在校小学生总数

的55．3％，全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8．57％；全区普通中学发展到89所，其中高中11所，

初中78所，在校学生41 497人，其中高中生6 365人，初中生35 132人。在校学生中少数

民族学生比例达49．8％。普通中学教职工3 493人。

——科技队伍不断壮大。到1998年，全区企事业单位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已发展到
19 574人，其中高职242人，中职4 014人，初职15 318人。专业结构也有了较大改善，科

技成果显著。建国50多年来，全区获省地两级各类科技成果达340项。

——文化广播影视事业日益繁荣。建国50多年来，全区文化事业得到全面发展，民族

文化艺术机构日益健全。到1998年，全区有文化事业机构89个，在职人员400余人。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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