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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玉屏清真寺教拜楼 下图：位于县城的基督教教堂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少数民族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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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 全县人民盼望已久的《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民族志》即将付

梓。这是我县民族工作的一件大事，也是全县各族人民政治生活

一’中的_件大事。．’． ·
． ?叶．、- ，’

。

．寻甸地域辽阔，人杰地灵。’早在遥远的古代，这里就是少数

：民族聚居之地。各民族以其智慧和勤劳，创造了各具特色的历史

与文化。至今，寻甸也仍然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民族自治地方。然

而，由于各种原因，。寻甸历史上从未有过一部能够全面、公正地

反映各民族历史与文化的志书。虽然_些旧方志对境内的民族情

况有零星记载，但由于编修者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没能反映

各民族的真实面貌，有的还丑化了少数民族的形象。新中国建立

后，寻甸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了空前的大团结，政

治、经济和文化等各项事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民族工作中有许

多好的经验值得认真总结，也有一些教训值得认真吸取。因此，编

写一部能全面反映我县各民族的历r史和现状；客观、公正地记载

建国后我县民族工作历史轨迹的民族志，不仅对于加强民族团结

具有深远的意义，．而且对于搞好当前的民族工作；：促进各民族的+

。进步与繁荣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
‘

、’

在19§1年8月召开的本书审稿会议上；-与会专家指出，。修志

。难，修民族志更难。j我完全同意这二观点：：因为民族志历史跨度

．大，内容涉及面广。尤其像我县文献资料少、民族构成复杂这样

一种情况，要做到全面、客观、公正地反映各民族的历史与现状，

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但编写者并没有因此而降低标准；而是知

难而进，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终于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

资料丰富翔实是本书的特点之一。’资料是修志的基础，一部
。r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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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书质量的高低，．主要取决于资料是否丰富翔实。本书的编写除一

了参阅迄今所能见到的各种历史文献资料外，‘大量的资料来源于

实地调查，这也是由我县的具体情况所决定的。我县历史上用汉

文记载的文献资料很少，·但各民族中却有丰富的VI碑资料。编修

者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和考证，吸收了口碑资料中的科学部分。此

外，还从民族文字记载的历史文献中利用了一部分经过考证后认

为可靠的资料。，单纯依靠汉文资料是不可能全面公正反映各民族’

的历史与文化的。：也正因为编修者在搜资工作中视野开阔，严谨

求实1，从而保证了本书资料的丰富性和翔实性。这是本书的编写’

特色所在。 、：．： ，一
．-·

．

r

．’-

·． 结构科学严谨是本书的特点之二。本书除了综合运用一般志’

书常甩的记、述、‘图、表、．传、录等基本手法，以保证体例的完

整性之外，、在具体记述每一个民族时j将众多繁杂的内容分两大

部分来记述：+一部分记述各民族的族源、族称和社会历史状况，一

部分以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和精神文化为领属，全面记载各民族

的文化‘，·从而保证了内笞的深度和广度，’。避免了_般志书由于内

容繁杂而容易出现的漏记或零乱，o给人以系统和清晰之感。

一记述客观公正是本书的特点之三。记述能否客观公正，+直接

关系到志书质量；本书纠正了历史上_些旧方志中诸如对少数民’

族带有偏见等不公正做法，以历史的态度对待历史：·在记述解放’

后各民族的社会发展情况耐j不是去笼统地记述，而是既写发展

快的部分，．也写发展慢的部分，。不以发展快的部分掩盖发展慢的．

部分，也不以发展慢的部分代替发展快的部分，写出层次性，便．

于人们对各民族在不同时期发展情况有一个全面和客观地认识。

在记述建国后的民族工作时，?不回避错误，同时也记述了纠正错

误的经过，对历史负责，对后世负责。， 、：．

资治是志书的首要功能。。，这部民族志的出版卉为全县广大干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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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群众了解各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以及党和政府在促进

民族发展繁荣方面所作的努力及其得与失提供了方便。广大干部

群众应通过对本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了解，增强民族自信

心和自豪感，发扬自强和进取精神，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以早’

日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应该通过对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心理

特点方面的了解，自觉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模范执行党和政

府的民族政策。通过对民族团结动人事迹的宣传，教育广大干部

群众继续发扬维护民族团结的优良传统，进一步搞好我县的民族

团结。通过对民族工作的得与失的了解，增强我们工作中注重调

查研究、‘按客观规律办事的自觉性。在发扬成绩的同时，．以史为

鉴，’．避免错误重现。．总之‘，本书的出版，无疑为我们更好地了解

县情提供T了一部良好教材。’ ．。

-万事开头难，本书作为我县历史上第一部民族志，其优点是

显而易见的。但也还存在÷些不足。资料截止1989年，有些还不

够全面i．有些还需作进一步研究，希望出版后继续得到各界人士

的关心和批评指正。 ． ．

马．尧选1|．

199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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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的编修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坚持

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原则，宣传各民族的贡献和优秀文化，突出

各民族的特点，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力求思想性、科学性租+‘

资料性的统一。 !、‘”．
’

‘．

’。

’．
．．．．

． 二、本志对定居在寻甸境内的甸族、彝族和苗族作详细叙述，

叙述的重点是各民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以及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各民族在政治i经济等方面的发展情况，力求全面、客

观地反映各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对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则不作详‘‘

细叙述。考虑到古代寻甸少数民族活动较为频繁i特立一章分述

古代民族概况。
一

‘

7

． 三、本志力求正本清源，坚持实事求是，注重现状和变化，同

时又不割断历史，力求做到地域性、民族性、时间性、连续性、综

合性的有机结合。
’

‘四、本志以语体文记述，综合运用记、述、志、‘图、表、录，

用横排纵写方法，以民族横分，以事纵写，以期系统连贯，因果

彰明。
’

五、本志按章、节、目排列，以章为领属，立目力求分类科

学，结构严谨，对不便归类的事物则以附录处理。．．

六、本志一律采用国家正式颁布通用的简化汉字。在历代旧

志中对少数民族带有侮辱性的称呼，如‘‘猡猡”之类，一律将

“彳”去掉，改为“罗罗”。

七、本志所用历史纪年，中华民国前按朝代年号和中文数字，

1



并在括号内用中文纪年标明。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10

月1日)。起用阿拉伯数字纪年。文中凡例举“年代”二字时，系

指世纪(一百年为一世纪)，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即为公元1980

年至1989年这一时期。， ·

八、本志以1949年12月25日为寻甸解放之日，在此之前称 ?

解放前；之后称解放后，．文中凡例举“三中全会”系专指中国共
～

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 f．一． ：．t 。’，
r一．： ．

、 九、本志内容与其他专志有交叉的部分，。编修中坚持从民族 ．

角度来写，以“面”粗写、?点”细写为原则一，·以避免重复。．

十、·本志对历次政治运动，’以《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为准则，．详写拨乱反正面不写或不详写事件的经过。一

’十一、本志取事的时间范围，’上限不作统一规定，．下限原则

上至19789年，空间范围以现行行政区划为准。．． ’． 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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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位于东经102。41 7至10．3。,33“，北纬z57

207至26。01，之间，地处云南省东北部。东临马龙、会泽县和曲靖

市：西接富民和禄劝县，北依东川市，南连嵩明县。县境东西横

宽83．5公里，南北纵距56．‘6公里，总面积36．10．91平方公里，

横跨金沙江和南盘江两大流域之间。。境内有贵昆线、东川支线等

铁路干线通过。公路四通八达。．县城距云南省省会昆明仅102公

里：地理位置号称滇东北之要冲。 ． 、j． ． o

地形中部与北部偏高，西部与东南偏低；境内山峦起伏，+沟

壑纵横。山地占全县总面积的70％以上。主要山脉有凤梧山、小

尖山、小凉山：’大黑山、九龙山、老横山以及石老虎山等。有名

的山峰多达九十余座。其中，位于金源乡与东川市交界处的巨龙+

梁子，海拔高达‘3294米，是寻甸海拔最高的地方。凤梧山位于县

城东面，早晨山颠多雾，以“凤梧朝云”为特色为旧时．“寻阳八

景”之一。明代曾任寻甸知府的山东人魏公济对此曾赋诗一首：

“天作高山古郡边，梧桐奉奉凤翩翩；金轮初动烟如抹^彩绘轻浮

影未传。”而同是金源乡仓溪村公所的小树棵，．海拔仅有1450米，

为全县海拔最低处。群山之间，分布着几十个大小不÷的坝子。水

田面积达万亩以上的坝子有五个，它们是仁德、，果马、．马街、鸡

街、牛街：。其中最大的是县城所在的仁德，面积达85．9平方公里。

坝子里阡陌纵横，村落相望。面积在千亩以上的小坝子有十个，即：

七星、金所、．河口、功山、金源、柯渡、先锋、尹武、可郎、摆

宰。这些坝子的耕地面积占全县耕地总面积的30％左右。境内有
· 十

、

】·



20多条大小河流和一个天然湖泊—_清水海，它们宛若银链和绿

宝石镶嵌在群山和坝子中间。主要河流有牛栏江、柯渡河、四甲

河、可郎河、-蟒蛇河、摆宰河、鸡街河、横山河和大白河等。·这

些河流多数系山间小溪汇流而成，河水随季节涨落。北部的四甲

河、大白河流经地区，卣于水土流失严重，大雨过后，山洪暴发，

容易形成泥石流i牛栏江是境内最大的河流，它发源于嵩明县的

嘉丽泽，从县境东南自北而南流经塘子、城关、七星、河口等乡

(镇)，出河口乡流入会泽县，长约70公里，常年流量约100至150

立方米／秒，最大流量可达596立方米／秒，为金沙江水系的重要

支流。因牛栏江迤徊曲折从县境东面流过。所以，古人曾以“东

江曲折”为名将它列为旧时“寻阳八景”之一，明代寻甸知府王

尚用对此曾赋诗一首：“百仞山中有槛泉，萦徊一泻入东川。黄河

倭曲垂先史，银汉昭回咏古篇。月晁渔人滩上沟，．风旋舟子浪头

船。若非千古余波在，谁润寻阳万顷田”。清水海-(又名车湖)南

北长5公里，‘东西宽2公里，最深处约32米，总蓄水量约1．4亿

立方米，既是一个秀丽的高原湖泊，又是一个难得的天然水库，因

其在县城之西，古人也曾以“西海澄清”为名将其列为旧时“寻

阳八景”之一。 ．

：

。’寻甸自然资源丰富。高山河谷不同的气候特点，使寒、温、热

三带的动植物均可生长‘。汉族和回族集中的平坝地区出产水稻、小

麦、蚕豆等粮食作物和油菜籽、烤烟等经济作物：’全县有森林面

积220744．8公顷，森林覆盖率为23．7％。用材林以云南松、华山

松和水东瓜为主。林材主要集中在彝j苗族分布的山区：’寻甸种

植板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回族聚居的柯渡镇，所产板栗具有

颗粒硕大，．果实饱满，味道香甜，不易生虫等特点，不仅驰名省

内外，在国际市场上也有二定声誉。彝族聚居的六哨乡，其气候

和土壤非常适宜种植苹果，所产苹果不仅个大，且味道香甜，，享

2



誉全省。彝、苗族聚居的山区还出产木耳、香菌、，鸡棕、蘑菇等

山珍以及伏苓、天麻等药材。野生动物的种类也很多。全县草地

面积达302万多亩。牧场面积占草地面积的50％以上。草地多分

布在彝、苗族地区j每年青草期可达七、八个月，为发展畜牧业

创造了条件，居住在这里的彝、苗族群众从事牧业生产的历史非

常悠久。有些山区的彝、苗族群众至今生产仍以畜牧业为主。畜

牧种类主要有水牛、黄牛、马、驴、骡、’羊等。回族群众具有饲

养菜牛(多为黄牛)的传统。‘每年宰杀菜牛一万多头，牛肉产量

位居云南省前列。所制作的清真牛干巴，味道香醇酥脆，食用方

便，易于保存，驰名全省，为回族群众款待宾客的佳品。所产牛

皮纤维组织紧密，厚薄均匀，、远销上海等大城市。此外，寻甸还

有丰富的矿藏资源，尤以褐煤、磷矿石和硅藻土居多。，此外，‘还

有铁、铅、锌等矿藏．。褐煤年产量20多万吨，销往省内外。生产

的褐煤蜡除经销全国十多个省(区)外，‘还经外贸部门批准出口。

在这片辽阔、．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居住着汉族、回族、彝

族和苗族等民族。’
。

截止1989年底，全县总人口为426689人。其中，汉族人口

最多，有335954“人．，占全县总人口的78．77％；回族48978人，占

全县总人El的11．。47％；-彝族有37039人，占全县总人口的8．6％；

苗族有4599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07％；．其他少数民族共119

人，占全县总人口的0．02％，这些人口绝大部分是解放后新增加

的。在公元1550、年时，寻甸人口不足21 人。民国十五年(公．00．0

元1926)时，寻甸人口只有135000余人，解放初期的1952年，全

县人口也只有189000余人。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时，全县人口为

416758人。人口中农业人口居多，共有399371人，占憩人口的

95．3％，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01人。

考古发现证明，早在遥远韵新石器时代，寻甸这片古老的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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