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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罕富有

《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志》的出版，实现了耿马各民族长期以来的愿望，这是一部铭

记耿马各族人民历史的丰碑。县志翔实记载了耿马自然、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宗

教等社会历史的演变；记载了耿马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耿马各民

族是中国56个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但在解放前近600年的历史长河中，耿马各民族却

处在封建领主社会阶段，受尽了各级领主在政治上的层层压迫和经济上的重重剥削。社

会生产力低下，人民生活极端贫困。

县志根据详今略古的原则记载了1950年11月耿马各民族获得解放后，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于1955年10月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成立了以傣族、佤族为主体，包括

拉枯、傈僳、德昂、景颇、布朗、回、彝、汉等10个民族的自治县——耿马傣族佤族自

治县，使耿马各民族获得了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力。1956年又采取和平协商方式进行了土

地改革，废除了封建领主制度，变封建领主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并引导

各民族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使各民族由封建领主社会的母体脱胎，飞跃进入社会主义

社会。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调整了农村产业结构，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

动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增加了农民的纯收入，使各族人民过上

了安定、团结、宽裕的生活。

这部县志的编纂成书，将为耿马各族人民贯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

线，以及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深化对县情的认识，认准全县自然

地理优势，制订符合耿马实际的工农业生产、经济贸易发展战略提供有价值的依据。为

此，耿马各民族将永远不会忘记为编写这部县志而付出辛勤劳动的所有编辑出版工作人

员。



序 ．二

尹尼拉

耿马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生长在这块素称。黄金宝石”和。父母”的土地上的各

族儿女，世代守卫着祖国边疆，抵御外来侵略者，开发家乡，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

有优良的光荣传统。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50年11月22日中国人民懈放军解放了耿马城。从此，废

除了长达663年的封建土司领主制度，建立了人民的政权。1955年10月16日耿马傣族

佤族自治县成立，实现了各族人民平等、团结、互助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1956

年完成了和平协商土地改革任务，从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彻底摧毁了封建土司制度，

各族人民当了家，做了国家的主人，跟着中国共产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1978年以后，认

真贯彻执行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宪法、法律、法规，团结和依靠人民的力

量，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逐步把自然资源和区位优势变为经济优势。发展

了粮食、蔗糖、橡胶、茶叶、烤烟和边境贸易六大骨干项目。通过各族干部和群众的艰

苦努力，初步摆脱了贫困，向小康目标前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把教育摆到重要的议程，培养出一大批各种类型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各族人民的优秀儿女一批又一批的走上了各条战线领导岗位，担

当重任。随着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不断的健全和完善，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结合

耿马实际，前后制定了《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自治条例》和《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森林

保护和管理条例》，并深入开展了普法工作。1980年10月建立的县人大常委会，加强和

完善县人民代表大会制，保证宪法、法律、法规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命

令、指示在本行政区内的遵守和执行。保证了各族人民依法行使国家权力，当家作主，参

加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利。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耿马步入了历史上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展现出民族团

结、边疆稳定、经济发展、市场繁荣的景象。盛世修志，惠及子孙，《耿马傣族佤族自治

县志》对了解耿马、宣传耿马、深化县情认识颇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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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李启运

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有土地广袤、资源丰富、民族众多、地处中缅边界等优势，可

谓得天独厚。但在漫长的岁月中，由于诸多因素的制约，内忧外患，瘴疠蔓延，导致荒

凉偏僻，万马齐喑，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各族儿女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各族人民获得解放，翻身作了主人，走上幸福的康庄大道。其间有曲折，有

经验，有成功，有教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实施两面开拓

双向发展战略，自然资源逐步转化为商品，区位优势越来越发挥效能，耿马“11·6”地

震后的经济发展，城乡建设、人民生活又有了新的进步。各族人民精神振奋，抓住机遇，

努力拼搏，满怀信心地向小康目标前进。

《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志》，忠实地记载了从自然到社会的历史和现状，有许多鲜为

人知的史实，是一部地方的小百科全书．具有芳香的地方特色，浓厚的民族情趣，观点

正确，史料翔实，结构合理，文字精炼，如此卷帙浩繁，史无前例。衷心感谢付出辛勤

劳苦的编撰者和通力合作与关心、支持的人们。愿《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志》充分发挥

存史、资治，教化的功能，服务于耿马的经济建设。

《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志》有益当代，惠及子孙。



序 四

南天文

修史编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国家有史，地方有志，家族有谱，自古而然。耿

马各族先辈，历尽艰辛，前赴后继，开创了光辉灿烂的历史，借古鉴今，后人一定能从

中得到启迪和进步。

耿马的地方史，土司时期乃至目前台湾也曾有记载和出版，但都是支离破碎，不成

完整体系，其内容多为谱牒式的寥寥数语，且伴以神话佛经．难以征信。本次编志，坚

持唯物史观，去芜存菁，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志》的编写，几度浮沉，历时十载，始终由几位解放初就到耿

马工作的同志，默默地伏案耕耘，他们不辞劳苦，呕心沥血，克服重重困难，在极其艰

苦的条件下完成编写任务。他们的功绩将与志书长存，铭记在耿马人民心中。

《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志》记载了耿马的历史和现状，对于深化县情认识，扬长避短，

发挥优势，加速经济建设，繁荣祖国边疆都是十分有益的，它同时又是一部最完整、全

面地激励人们热爱家乡和建设家乡的乡土教材。志书将慰藉先辈英灵，教化新一代后生。

当然，《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志》也如同其他事物发展规律一样，并不是已经尽善尽

美，苦于历史文献奇缺，口碑资料众说纷纭，故志书仍可能存在缺遗漏失，只好望后人

续修时补。

创新而不忘继承，前进而不断反顾，希望生活在耿马土地上的各族儿女。继承祖业，

发扬光大，创建更加美好的明天，谱写出耿马历史上更加光辉灿烂的新篇章。



凡 例

本志遵循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制定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以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作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力图

实事求是地、全面系统地记述耿马的历史和现状，突出地方特点，旨在。存史、资

治、教化”。

新编县志，全称《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志》，简称《耿马县志》。

《耿马县志》体例采取篇章节目体，述、记、志、传、录五体结构，图表穿插其间。

按照先自然后人文，先经济基础后上层建筑的顺序排列，设概述，大事记，专志(27篇

89章285节)和人物，附录。上限始于有史料记载的蜀汉时期(公元221～263年)，力

求贯通古今，上溯事物发端，下限截至1990年，个别章节延至1991年。

大事记 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1965年前侧重于始末纪事；1966年后以编

年体为主，纪事本末体为辅。

人物 立传人物坚持生不立传原则，以本籍人物为主，兼记客籍人物；英模表

为省政府以上行政部门表彰褒奖的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工作)者；篇章中的部门领导

职名为正科级以上职务或主持工作的副科级职务。

行文 参照执行1988年5月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制定的《<云南省志>行文要

则》。另，傣历纪年使用阿拉伯数字，括号注公元年号，公历傣历相互换算为士638年，零

星数据计量，为保留历史原貌，仍沿用传统习惯法，首次出现加注释I引用民语，加注

汉释；民语后括号内为民族文字；古地名加注今地名。

本志所指解放前后，以1950年11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耿马城之日为界。

本次修志，为党委领导，政府主修，由自治县地方志办公室实施。在编纂过程中，执

行主编负责制和编辑责任制，层层把关，众手成书。本志履行初审、复审和终审的三审

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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