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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修地方志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已有两千多年的历

史。但象现在这样各级党委和政府加强领导，州、市、县同时编

修地方志，发动面之广，投入人、财、物力之多则是亘古未有。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民族志》就是在这种形势的推动下编纂

而成的。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民族志》的编纂，坚持了中国共产

党关于中国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一贯主张，充分记述了全州少数民

族与汉族共同开发红河州、保卫祖国领土完整、积极参加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革命与建设的历史功绩，体现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

谁也离不开谁的客观事实。这部志书不仅分民族记述了各自的习

俗、服饰、礼仪、宗教信仰等，而且记述了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及

语言文字，还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别记述了

各民族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发展状况，特别是记述了红河州民族

工作的成绩与失误，经验与教训。其资料之翔实，内容之丰富，

观点之鲜明，都远远超过了旧志书中关于民族的记述，达到了资料

性，思想性和科学性的统一。这是一部反映红河州各族人民的历

史和现状的资料性著述。

红河州民族事务委员会为编修好民族志成立了领导小组，提

供了必要的工作条件，抽调由哈尼，彝、回、汉等族的干部组成

的编写班子，从事这项重要工作。编写出草稿后，编写组分别到

石屏，绿春、金平，河口，屏边等县及个1日市沙甸区向基层干部

和群众逐一征求对各个民族专章的编撰意见，核实资料。经过修

改打印出初稿，送审稿，并召开了两次志稿评议会，邀请省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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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历史学家，长期从事民族工作的领导，地方志学者和州内

各民族领导干部参加，从民族政策，方志体例、地方特点、文字

表述等方面进行了认真评议。根据各方面和专家们的意见进行了

精心修改，数易其稿，从而提高了志稿的质量。

这部民族志是编纂者辛勤劳动的结晶，凝聚着各方面人士的

心血，它的出版将会受到各族人民的欢迎。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一九八九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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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礼仪⋯⋯⋯⋯⋯⋯⋯⋯⋯⋯⋯⋯⋯⋯⋯⋯⋯(267)
一，婚姻⋯⋯⋯⋯⋯⋯⋯⋯⋯⋯⋯⋯⋯⋯⋯⋯⋯⋯⋯⋯⋯(267)

。

：、家挺⋯⋯⋯⋯⋯⋯⋯⋯⋯⋯⋯⋯⋯⋯⋯⋯⋯⋯⋯⋯⋯L268、

三，节日⋯⋯⋯⋯⋯⋯⋯⋯⋯⋯⋯⋯⋯⋯⋯⋯⋯⋯⋯⋯⋯(268)

四，丧葬⋯⋯⋯⋯⋯⋯⋯⋯⋯⋯⋯⋯⋯⋯⋯⋯⋯⋯⋯⋯⋯(269)

五、道德⋯⋯⋯⋯⋯⋯⋯⋯⋯⋯⋯⋯⋯⋯⋯⋯⋯⋯⋯⋯⋯(270)

六、禁忌⋯⋯⋯⋯⋯⋯⋯⋯⋯⋯⋯⋯⋯⋯⋯⋯⋯⋯⋯⋯⋯(270)

第三节 文化⋯⋯⋯⋯⋯⋯⋯⋯⋯⋯⋯⋯⋯⋯⋯”(271)
一、语言文字⋯⋯⋯⋯⋯⋯⋯⋯⋯⋯⋯⋯⋯⋯⋯⋯⋯⋯⋯(271) ‘

=，文学艺术⋯⋯⋯⋯⋯⋯⋯⋯⋯⋯⋯⋯⋯⋯⋯⋯⋯⋯⋯(271)

第四节宗教信仰⋯⋯⋯⋯⋯⋯⋯⋯⋯⋯⋯⋯⋯⋯⋯·(272)

第十章 芒人⋯⋯⋯⋯⋯⋯⋯⋯⋯⋯⋯⋯⋯⋯一(273)

第一节经济⋯⋯⋯⋯⋯⋯⋯⋯⋯⋯⋯⋯⋯．．．⋯⋯⋯”(273)

一．社会形态与经济结构⋯⋯⋯⋯⋯⋯⋯⋯⋯⋯⋯⋯⋯⋯(273)

=，生活方式⋯⋯⋯⋯⋯⋯⋯：⋯⋯⋯⋯⋯⋯⋯⋯⋯⋯⋯”(275)

(一)饮食⋯⋯⋯⋯⋯⋯⋯⋯⋯⋯⋯⋯⋯⋯⋯⋯⋯⋯⋯⋯(275) ，

(：)服饰⋯⋯⋯⋯⋯⋯⋯⋯⋯⋯⋯⋯⋯⋯⋯⋯⋯⋯⋯⋯(275)

(三)居住⋯⋯⋯⋯⋯⋯⋯⋯⋯⋯⋯⋯⋯⋯⋯⋯⋯⋯⋯⋯(275)

第二节 礼仪⋯⋯⋯⋯⋯⋯⋯⋯⋯⋯⋯⋯⋯⋯⋯⋯(276)
一，婚姻⋯⋯⋯⋯⋯⋯⋯⋯⋯⋯⋯．．．⋯⋯⋯⋯⋯⋯⋯⋯⋯(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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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277)

三．节日⋯⋯⋯⋯⋯⋯⋯⋯⋯⋯⋯⋯⋯⋯⋯⋯⋯⋯⋯⋯⋯(277)

四，丧葬⋯⋯⋯⋯⋯⋯⋯⋯⋯⋯⋯⋯⋯⋯⋯．．．⋯⋯⋯⋯⋯(278)

五．禁忌@B B·Q@@$1 Be@I@O@@@OOO⋯⋯⋯⋯⋯⋯⋯⋯．．⋯⋯⋯⋯··”(278)

第三节 文化⋯⋯⋯⋯⋯⋯⋯⋯⋯⋯⋯⋯⋯⋯⋯⋯⋯(279)

一．语言文字⋯⋯⋯⋯⋯⋯⋯⋯⋯⋯⋯⋯⋯⋯⋯⋯⋯⋯⋯(279)

=．文学艺术⋯⋯⋯⋯⋯⋯⋯⋯⋯⋯⋯⋯⋯⋯⋯⋯⋯⋯⋯(279)’

第四节宗教信仰⋯⋯⋯⋯⋯⋯⋯⋯⋯⋯⋯⋯⋯⋯⋯⋯．．(280)
扭

第十一章 汉族⋯⋯⋯⋯⋯⋯⋯⋯⋯⋯⋯⋯⋯(281)
第一节 经济⋯⋯⋯⋯⋯⋯⋯⋯⋯⋯⋯⋯⋯⋯⋯⋯⋯⋯⋯(281)

第二节文化礼仪⋯⋯⋯⋯⋯⋯⋯⋯⋯⋯⋯⋯⋯(282)
一，婚姻⋯⋯⋯⋯⋯⋯⋯⋯⋯⋯⋯⋯⋯⋯⋯⋯⋯⋯⋯⋯⋯(283)

。

二，家庭⋯⋯⋯⋯⋯⋯⋯⋯⋯⋯⋯⋯⋯⋯⋯⋯⋯⋯⋯⋯“(284)
三，节日⋯⋯⋯⋯⋯⋯⋯⋯⋯⋯⋯⋯⋯⋯⋯⋯⋯⋯⋯⋯⋯(285)

四，丧葬⋯⋯⋯⋯⋯⋯⋯⋯⋯⋯⋯⋯⋯⋯⋯⋯⋯⋯⋯⋯⋯(286)

第三节著名人物⋯⋯⋯⋯⋯⋯⋯⋯⋯⋯⋯⋯⋯⋯⋯⋯“(287)
一，杨增新⋯⋯⋯⋯⋯⋯⋯⋯⋯⋯⋯⋯⋯⋯⋯⋯⋯⋯⋯⋯(287)

二．衰嘉谷⋯⋯⋯⋯⋯⋯⋯⋯⋯⋯⋯⋯⋯⋯⋯⋯⋯⋯⋯⋯(288)

三，熊庆来⋯⋯⋯⋯⋯⋯⋯⋯⋯⋯⋯⋯⋯⋯⋯⋯⋯⋯⋯⋯(288)

四．杜涛⋯⋯⋯⋯⋯⋯⋯⋯⋯⋯⋯⋯⋯⋯⋯⋯⋯⋯⋯⋯(289)

第十二章 民族工作⋯⋯⋯⋯⋯⋯⋯⋯⋯⋯⋯⋯·(290)

第一节社会改革⋯⋯⋯⋯⋯⋯⋯⋯⋯⋯⋯⋯⋯⋯⋯⋯⋯(290)
。

一，内地民族地区土地改革与边疆对敌斗争⋯⋯⋯⋯⋯⋯(291)

=，内地社会主义改造与边疆民主改革⋯⋯⋯⋯⋯⋯⋯⋯(294)

第二节 曲折前进的十年⋯⋯⋯⋯⋯⋯⋯⋯⋯⋯⋯⋯⋯”(298)

第三节 “文革”十年⋯⋯⋯⋯⋯⋯⋯⋯⋯⋯⋯⋯⋯⋯⋯(301)‘ ，

第四节民族政策的恢复和贯彻落实⋯⋯⋯⋯⋯⋯⋯⋯(302)

一．采取休养生息的方针，调整民族关系⋯⋯⋯⋯⋯⋯⋯(303)

二，进一步调整生产关系，贯彻民族工作总方针⋯⋯．．．⋯(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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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贯彻民族区域自治，发展地方经济文化⋯⋯⋯⋯⋯⋯(305)

附录⋯⋯⋯⋯⋯⋯⋯⋯⋯⋯⋯⋯⋯⋯⋯⋯⋯⋯⋯⋯⋯(310)

一，主要土官(司)世系简介⋯⋯⋯⋯⋯⋯⋯⋯⋯．．(310)

=，1951年以来红河州有关民族工作

的重要决议、文件⋯⋯⋯⋯⋯⋯⋯⋯⋯⋯⋯．．．⋯⋯⋯(316)

三、历年民族经费安排一览⋯⋯⋯⋯⋯⋯⋯⋯⋯⋯⋯(319)

·四、红河州民委历届正副主任名录⋯⋯⋯⋯⋯⋯⋯⋯．(320)

后记⋯⋯⋯⋯⋯⋯⋯⋯⋯⋯⋯⋯．．．⋯⋯⋯⋯⋯⋯⋯⋯．．(321)

lO



q—l’

凡 例

一，本志是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地方志的一个组成

部份，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

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遵守和体现下述原则：1．体现民族平等，2．促

进各民族的团结，3．宣扬各民族的贡献，4．突出各民族的特

点，5．重视各民族的经济，6．弘扬各民族的文化；7．提倡

民族教育，8．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

三，本志力求正本清源，坚持存真求实，重在现状和变化，

但又不割断历史，强调地域性、民族性，时间性，连续性和综合

性的有机结合。

四、本志以语体文记述，综合运用记．述．志，传，图，表，

录，用横排纵写方法，以民族横分，以事竖写，以期系统连贯，

因果彰明。

五、本志按章、节、目，子目排列，章为领属，立目要求分

类科学，结构严谨。对无法归类的事物则以附录处理。

六，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红河地区尚未解放，且各

县，市解放的时问有别，本志统定1949年12月9日云南和平起义

为解放时间，之前之后均简称解放前或解放后。中国共产党第十

一届第三次全体中央委员会，亦简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利

书写。

七、本志有关年代的记述，民国和历朝沿用通称和汉字书写

并以括号加注公元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直接用公元年

号．有关数据，除单数以外，一律用阿拉伯数字。有关计量标准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