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乐山市少数民族志

乐幽窜民楼学务垂囊套缮



乐山市少数民族志

乐山市民族事务委员会编



《乐山市少数民族志》编纂委员会

主 任

副主任

编 委

纂 稿袭晕 11司

审。 稿

资料收集

校 对

李志高

英热 张云书

严志岩 郑永聪 廖雪冬

卢玲冬 蔡志刚

曾世琦

严志岩

曾世琦 龚建平

严志岩 龚建平



乐山市民族地区行政区划示意图



岸薯^ooo“
壬}州担帕卅

一oooN．时叮争夺一

掣州啪矧拱

田田D凸一．o一∞∞凸一

掣州《匹嫩

。一∞∞n一_【寸∞昏一

卑州贰怕似

一，寸∞口【_o一∞h口一

革州啦彬掣

q富。一_9．m日。一
堪州隧怕卅

寸no口一．o一曲争一

卓州靶R拦

吣一曲曲一二一曲凸一

堪州卅替牝

出琵革州嗵堰一删☆惫蝼磁如v绯晒称求坼瑙呶^凶舞，凶秘v捂目嵌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序

乐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张海波

乐山古称嘉州，位于四川盆地西南的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汇合处，是一

座具有三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境内山水秀丽，景色宜人，四季长青，拥有世

界文化与自然遗产乐山大佛——峨眉山，也是文化巨匠郭沫若的故乡。全市辖

11个区、市、县、自治县，幅员面积12800平方公里，人口347．6万人。乐山是一个

多民族的市，现有彝、回、苗等40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12．6万人。马边、峨

边彝族自治县和金口河区是乐山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地处小凉山脉，幅员面积

5376平方公里，总人口37．56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11．72万人。民族地区幅

员辽阔，林业、水能、矿产三大资源丰富，独具优势，是乐山经济发展的潜力与后

劲所在。乐山民族工作不仅在乐山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据着重要战略地位，而且

在全省也拥有特殊位置。

乐山民族工作历史悠久。远可追溯到公元579年的“州民与夷僚杂处’’(《嘉

定府志》)，历史记载着古蜀人、哭人、羌人、僚人、汉人、彝人都曾在这块土地上繁

衍生息。新中国成立后，为开辟大小凉山，开展民主改革，平息叛乱，乐山广大干

部群众为民族地区的繁荣发展付出了艰辛努力，做出了巨大贡献。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使乐山的民族工作焕发了勃勃生机，特别是1984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

马边、峨边彝族自治县以来，中共乐山市委、市政府对民族工作高度重视，市级各

部门积极支持，实行政策倾斜，给予特殊照顾，民族地区走出了一条“以林蓄水、

以水发电、以电兴工、以工促农”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有力地促进了乐山民族地区

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近几年来，乐山民族工作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

旗帜，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围绕新世纪、新阶段民族工作“共同团结奋

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按照“三个转变”的经济思想和经营理念，实行分类指

导、区别对待的政策措施，促进了民族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加快了少数民族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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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康社会建设步伐。

作为一名民族工作者，我为乐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辉煌成就感到无比的

骄傲和自豪，对乐山民族工作的美好未来充满信心，但也为有史以来没有一本全

面、准确、系统、历史地记载、反映乐山的民族工作的书籍而略感遗憾。今年是

《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20周年，也是马边、峨边彝族自治县成立20周年，市民委

值此编撰、出版《乐山市少数民族志》，闻之甚喜，为之庆贺。

《乐山市少数民族志》较为准确地记载了距今约1500年来乐山少数民族和民

族地区的起源、风俗、地貌、历史重大事件、历代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

统治手段和态度等，展示了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指引

下，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翻身做主、脱贫致富、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艰辛履程，再次雄

辩地证明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各族人

民实现繁荣富强"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o《乐山市少数民族志》的出版，不仅填补

了我市民族工作的一项空白，为壮丽的乐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增添了光彩，而且

必将会在乐山奋力推进“三个转变”、打造“国际旅游城市”、铸造“四川经济强市”

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可喜!可贺1

2004年4月6日



凡 例

凡 例

一、《乐山市少数民族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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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

乐山市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采用中编结构，除概述外，记有少数民族、民族地区、民族工作共三

章十二节，并附有图、表、碑文、照片等。

三、本志坚持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时间上限不限，下限到2001年末；

使用数据来自国家和地方统计局及有关业务主管部门；资料来源主要是市、县档

案、史籍、专著和新编的本市、区、县、自治县志、部门志，并经考证、鉴别后采用。

四、本志部份卷目因历史资料不足，仅作零星或断代记述；真假难辩处，以诸

说并存。

五、名人简介，本着生不立传的原则。排列以卒年为序。历史纪年，辛亥革

命前以朝代纪年，加注公元年号；民国时期，以公元纪年与民国年号兼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用公元纪年。

六、地名、单位、机构和官职等称谓，沿用历史通称。人名则直书姓名，不加

褒贬之词。

七、本志所称“民族地区”系指马边、峨边彝族自治县和金口河区。即“两县

一区”；本志所称“民族经济”系指我市民族地区经济；本志所称彝区系指“两县一

区”内彝族聚居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称建国后。

八、1997年划出眉山、仁寿、彭山、青神、丹棱、洪雅6县新建眉山地区后，称

“乐眉分置’：后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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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乐山市古称嘉州，历来是民族杂居的地方o《嘉定府志》载：“州始于魏(公元

579年)、再见于周、于隋、于唐、而六见于明。”又说“州民与夷僚杂处”。古蜀人、

燹人、羌人、僚人、汉人、彝人都曾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公元前600多年(春秋

时代)，乐山为蜀王“开明故治”，主体民族是蜀人。蜀国南邻“燹候国”，在以宜宾

为中心的屏山、犍为、沐川、马边、峨边是燹人聚居区。西接“青衣羌国”o羌人居

住在今洪雅、丹棱及青衣江游域。时市境内，青神以北为蜀人，西部青衣江流域

为羌人，南部为燹人。

公元前316年(秦惠王九年)秦军灭蜀后，一部份蜀人南迁邛笮和滇黔，保存

下来的蜀人，汉晋时称为“叟”o

公元前310年(秦武王元年)，秦移民万家实蜀。此后，汉民逐渐进入乐山地

域。史载，两汉时期乐山中心区域在册汉民约一万户，三万多人，占总人口三分

之一o
‘

．公元前308年，蜀相陈壮联结丹黎、燹候诸国叛秦。秦再派甘茂、张仪、司马

错大举伐蜀，诛陈壮、灭丹黎(羌人一支)燹候被镇慑。公元前182年，汉高后吕雉

“城燹道，开青衣，”再次驱赶燹人和羌人。公元14年(新天凤元年)，哭人首领若

豆、孟迁起义，杀益州(成都)大尹程隆。朝庭派兵镇压，燹人再次被驱赶。东汉以

后，一部分燹人被贩卖，被同化，另一部分则向西南迁徙。蜀汉时，哭道已无燹人。

公元343年(西晋末年)，成汉李寿“引僚人蜀”以后，僚人进入乐山地域，再经

过200多年繁衍发展，到北周伐僚时，僚人已成为南安(今乐山，包括马边、峨边、

峨眉、犍为等县)的主体民族。公元561年，北周武帝平僚，置平羌县(今市中区关

庙镇)。次年，北周大将陆腾，在犍为、荣县招降铁山僚三万户。公元615年(隋炀

帝大业十一年)招慰生僚置缓山县(今峨眉临江)和玉津县(今五通桥区冠英镇)o

公元665年(唐麟德二年)招慰生僚置沐州、罗目县(今峨边沙坪镇)。公元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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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唐玄宗开元七年)，置南安县(今夹江木城镇)和平乡县(今洪雅罗坝)o公元

793年(唐贞观九年)缓山县婆龙川僚反，韦皋移兵嘉州平僚乱，僚人被迫大部远

徙。经南北朝、隋、唐几代王朝伐僚。到明代以后，乐山地域已无僚人。仅留下

一批岩墓、悬棺和古地名(如市中区葛佬场(今苏稽镇)，峨边彝族自治县羿子垭

口)等僚人历史遗迹。

彝族进入大小凉山过程，当与南诏(大理)兴起的时间略同。公元869年(唐

咸通十年)，南诏攻占离州，据有大渡河以南地区。并派遣彝族的一支(自号落兰

部)进驻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广大地区。据《元史，地理志四、黎溪州》载：“南

诏(公元649—902年)蒙氏终、罗罗逐去白蛮。段氏兴，令罗罗蛮乞夷据其地。"

乞夷其人即曲涅的别译“曲宜”。又《方舆纪要》卷七十四载：“(唐)太和六年、(832

年)，李德裕徙篙州(西昌)治台登(冕宁)。其后(咸通十年、869年)陷于蒙诏，以

乌蛮奠守此。渐强，自号落兰部”。这些都是史芨有关彝族先民“古侯”、“曲涅”

进人大小凉山的记载，至公元1253年元灭大理，设“罗罗斯宣慰司”，彝族已发展

成为大、小凉山的主体民族。尔后，明末和清初，黔西和滇东北彝族又两次进入

大小凉山。

经历代演变、融合、迁徙，到2001年末，乐山市计有少数民族加个，123258

人，占全市总人口(3324139人)的3．7％o其中彝族117355人，回族2074人，苗族

1526人，蒙古族598人，维吾尔族554人，壮族147人，布依族91人，瑶族23人，白

族76人，土家族258人，哈尼族89人，傣族38人，黎族5人，傈僳族13人，佤族11

人，畲话3人，土族18人，藏族387人，仫佬族4人，景颇族4人，普米族2人，塔吉

克族2人，俄罗斯族1人，独龙族1人，哈萨克族3人，羌族69人，朝鲜族84人，满

族451，侗族80人，达斡尔族1人，高山族4人，拉祜族5人，水族3人，纳西族2

人，怒族7人，锡伯族2人，基诺族2人，仡佬族4人：珞巴族1人，布朗族3人，未

识别民族2人o

建国以后，我市民族地区经过1950年至1955年清剿土匪、禁绝鸦片，建立

县、区、乡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和1956年至1957年的民主改革、平息叛乱，达到了

废除奴隶制度和奴隶主特权，解放广大奴隶群众，解放生产力，初步发展民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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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改善各族人民生活的目的。但是1958年的“大跃进”及随之而来的“三年自然

灾害”和十年“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发展受到严重挫折，使各族人民遭受了一

场浩劫。直到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市恢复民族工作机构，

加强民族工作；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大量培养、选拔、任用少数民族干部；对民族

地区给予政策优惠、经济扶持。如1980年给家住原始林区社队补划集体林；1981

年对马边、峨边实行民族贸易三项优惠照顾；1986年对马边、峨边两个彝族自治

县实行十六项优惠政策等等。同时，中央财政设立“支援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

和“四川(三州)民族地区开发基金’’(简称民族两金)；又加大了对民族贫困地区

的扶持；增加中央和省对乐山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照顾。另外，在改革开放

的作法、步骤上大开绿灯。如，1981年在峨边县勒乌乡试办民族地区第一个林工

商联合企业；1993年在峨边、马边推行国有企业股份制、租赁制、承包制改革；1997

年推行以绿化荒山，调整农村经济结构为宗旨的“四荒”(即荒山、荒滩、荒坡、荒

地)拍卖等等。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市民族地区面貌焕然一新。首先以农村实

行联产承包——开办林工商联合企业为契机，以林起步，因地制宜地走出了一

条“以林蓄水，以水发电，以电兴工，以工促农”具有小凉山特色的经济发展路子，

较快地发展了民族地区经济。到2001年，工农业总产值(1990年不变价)达

117565万元，比1949年增长31．7倍。农业总产值达31817万元、工业总产值达

85748万元。粮食总产量达12．39万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36112万元、城乡

居民储蓄余额达108239万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钾5元。在国内生产总值中，

第一产业36629万元占28％，第二产业61933万元占46．6％，第三产业31788万

元占25．4％，实现了民族地区经济结构由传统的“一、二、三”序列型向“二、一、

三"型的历史转变。在民族教育上开创了一条“积极开展彝、汉双语教学，依靠市

属大中专院校开办民族班”的有乐山特色的民族教育路子。

建国后的五十年，乐山市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

奋斗，废除了奴隶制度，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实行改革开放，较快地发展了民族经

济和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呈现了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生

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大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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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少数民族

第一节 民族概况

乐山历来民族杂居，古蜀人、燹人、羌人、僚人、汉人、彝人都曾在这块土地上

繁衍生息。公元前600多年(春秋时代)，乐山为蜀王“开明故治”，主体民族是蜀

人。市域南部是燹人聚居区。西部青衣江游域，居住的是羌人。

公元前310年(秦武王元年)，秦移民万家实蜀。此后，汉民逐渐进入乐山地

域。史载，两汉时期乐山中心区域在册汉民约一万户、三万多人，占总人口三分

之一。

公元前182年，汉高后吕雉“城燹道，开青衣，”再次驱赶燹人和羌人。东汉以

后，燹人和羌人一部分被贩卖，被同化，另一部分则向西南迁徙。

公元343年(西晋末年)，成汉李寿“引僚人蜀”以后，僚人进入乐山地域，成为

南安(今乐山，包括马边、峨边、峨眉等县)的主体民族。后经南北朝、隋、唐几代

王朝伐僚。到明代以后，乐山地域已无僚人。

约在北周时期(公元569年后)彝族进入大小凉山，势力逐步扩展，融人当地

哭人、僚人和汉人。至公元1253年元灭大理，设“罗罗斯宣慰司”，彝族已发展成

为大、小凉山的主体民族。尔后，明末和清初，黔西和滇东北彝族又两次向北进

入大小凉山。

经历代演变、融合、迁徙，到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乐山市计有少数民

族33个，人口100381人，占全市总人口的1．55％o其中：彝族92861人，回族

2988人，苗族2539人，满族553人，藏族403人，土家族235人，壮族160人，白族

117人，蒙古族102人，佤族loo人，维吾尔族2人，布依族24人，朝鲜族32人，侗

族39人，瑶族5人，哈尼族26人，傣族42人，黎族1人，傈僳族24人，畲族5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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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族2人，拉祜族3人，水族6人，纳西族12人，土族3人，达斡尔族1人，羌族

64人，布郎族3人，仡佬族3人，锡伯族7人，怒族3人，门巴族1人，撒拉族1人

(其他未识别民族3人)。少数民族分布在：市中区754人，五通桥区166人，沙湾

区287人，峨眉山市623人，犍为县1032人，井研县81人，夹江县246人，沐川县

279人，峨边彝族自治县32499人，马边彝边自治县57833人，金口河区4315人。

当时，彝族人口占全市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的92．5％，全市人口在千人以上，

且长期居住本市境内的少数民族有彝族、回族、苗族。彝族聚居在马边彝族自治

县、峨边彝族自治县和金口河区。回族主要聚居在犍为县罗城镇。苗族聚居在

马边彝族自治县民主乡。

由于对少数民族在计划生育上实行适当放宽的政策，少数民族人口增长速

度高于汉族人口增长速度。以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1964年)和第四次人口普查

(1990年)相比，全市总人口由3，933，383人上升为6，456，845人，增长64．135％o

少数民族人口由40，334人上升为100，367人，增长148．83％，比总人口增长速度

高83．63％o其中彝族人口由38，496人上升到92，861人，增长141．11％，比总人

口增长速度高68．02％，28年中净增54，365人。

到2001年末，乐山市计有少数民族40个，123258人，占全市总人口(3324139

人)的3．7％。其中彝族117355人，回族2074人，苗族1526人，蒙古族598人，维

吾尔族554人，壮族147人，布依族91人，瑶族23人，白族76人，土家族258人，

哈尼族89人，傣族38人，黎族5人，傈僳族13人，佤族人11人，畲族3人，土族18

人，藏族387人，仫佬族4人，景颇族4人，普米族2人，塔吉克族2人，俄罗斯族1

人，独龙族1人，哈萨克族3人，羌族69人，朝鲜族84人，满族45l，侗族80．人，达

斡尔族1人，高山族4人，拉祜族5人，水族3人，纳西族2人，怒族7人，锡伯族2

人，基诺族2人，仡佬族4人，珞巴族1人，布朗族3人，未识别民族2人。

少数民族分布在市中区1579人，沙湾区250人，五通桥区285人，金口河区

5597人，犍为县1159人，井研县366人，夹江县434人，沐川县751人，峨眉山市

1228人，峨边彝族自治县43547人，马边彝族自治县68068人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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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彝 族

一、族称、族源

族称 彝族自称“诺苏”、“尼苏”o秦汉称越西羌，蜀汉称叟，隋、唐、宋称“勿

邓”，元、明、清称倮倮。史芨的不同称谓，实是同音或近音异写。诺、纳、罗、拉、

勒、鲁、六的自称都是“诺”的异写。尼、里、俐、黎是“尼”音的异写。建国以后，政

．府以鼎彝之“彝”作为彝族的统一族称。

族源 彝族是我国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分布较广的民族。仅次于壮族、满

族、回族、苗族、维吾尔族，居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第六位。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

贵州、广西等省和自治区。彝族的族源尚无公认的学术论定，有“土著说”和“外

来说”两类。

土著说以“云南土著说”较为流行。认为云南为彝族发祥地，今川、滇、黔、桂

等地彝族皆源于滇，系“六部迁徙”(亦称“六祖分流”)的结果。近年，主张彝族源

于金沙江、澜沦江、怒江“三江”流域及乌蒙山、哀牢山、无量山“三山”地带的“西

南土著说”亦影响不小。外来说以“北来说”较为流行o“东来说"彝族源于古代

楚国，并与楚地的“罗”、“卢"两部有关：彝族先民在楚威王时(约前339年)，大规

模由东向西南随楚将庄靥人滇，此后，“自夜郎滇池以西皆庄足i香之裔”，后几经融

合演变而形成今散布西南各地的彝族。“西来说”彝族源于西藏，藏缅边界，其先

民属外来人种，在血统上与雅利安人有关。“南来说”彝族源于越，系古越人后

裔；也有的“南来说"者主张彝族“最初来自南方，属马来人种的系统。"“北来说”

者认为彝族来自“牦牛檄外”，源于古代氐羌部落群，是氐羌南迁西南过程中，融

合众多西南地区土著经长期历史演变而形成，与彝族族源有关的古羌人南下迁

徙路线主要有两条：一为沿岷江流域，经四川宜宾、庆符，云南昭通至滇南地区；

另一为沿岷山西麓，经康藏高原至滇西地区。

关于大小凉山彝族来源，主要为两部份：一部份是氐羌南下过程中定居于该

地区的；另一部份是氐羌南下到达云南，唐代以后又逐渐北上进入该地区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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