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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庆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 王桂芳

茶马古道上的鹤庆，山川秀美、气候温和、历史悠久、民风淳朴，素有“文献名邦”和“泉潭之

乡”、“工艺之乡”的美誉。早在秦汉时期，鹤庆即属南方丝绸之路上的要冲；唐宋云南地方政权南

诏大理国时期，鹤庆成为滇西北重要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中心，史称“谋统”，或为部、或

为郡、或为府。元代设鹤庆军民路，明代和清代前期称为鹤庆军民府，清代后期称为鹤庆州，民国

至今称为鹤庆县。经过不同时期的事态变迁，现在的鹤庆区域内形成了以白、彝、汉、傈僳、苗、壮

为主及其他民族和睦相处的民族大家庭。

为了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权益，维护和发展各

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的关系。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实施和民族乡的建立，

鹤庆的经济、文化、教育、科技、旅游等方面的建设得到扶持和发展。随着民族工作的深入开展，我

们深深感到没有一部以县境内民族共同体为记述对象的民族专业志书来指导现实的民族工作，

难以全面地了解各民族开发边疆、创造民族历史文化的史实。编纂一部具有鹤庆地方特色的民族

专业志书，成为了县民族工作部门亟待完成的大事。早在1989年，县民族事务委员会就进行了大

量的编纂工作，因种种原因，未能完成，手稿散佚殆尽。编纂一部民族志成为了几任民族工作部门

领导未了的夙愿。

政通人和，盛世修志。2004年9月在首届中国鹤庆茶马古道文化旅游节上，当时的县民宗局

领导广泛征询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后，决定成立《鹤庆县民族志》编纂委员会，决定聘请长期从事云

南地方史、民族史研究的梁波先生来担当《鹤庆县民族志》的主编。此后数年，县民宗局把这一工

作列为一项重要事业来抓。在编纂过程中，编纂人员本着忠于历史、注重史德的原则认真工作，跋

山涉水，广征博采，殚精竭虑，存真求实，力求资料详实，记述全面。经过辛勤的工作，2005年8月



完成初稿。其后几易其稿，并向县内有着丰富的地方民族宗教工作经验和民族知识的老同志征询

修改意见。2007年2月，形成“送审稿”，呈交大理州民宗局审阅，在得到批复后，又征询了部分审

稿人员的意见，期间编委会不断对书稿进行修改订正。至2009年初，基本完成了编纂工作。2010

年秋。决定交付印刷。

新纂的《鹤庆县民族志》，较为全面地反应了鹤庆白、彝、汉、傈僳、苗、壮等各个民族的历史源

流、经济状况、习俗礼仪、婚姻家庭、宗教信仰、文化教育、历史人物、革命烈士、民族干部以及民族

政策、民族工作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并辅以相关的文献资料、政策法规、引用文稿等辑为附录。

《鹤庆县民族志》的编纂工作，历时几个春秋，几易其稿，反复修订，全志30多万字、60多幅

图片．可以说是一部较为完备的鹤庆地方民族志书，为我县民族领导干部、民族工作者进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科学依据的工具书。该志的出版发行将为鹤庆的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

展发挥积极作用，为繁荣民族文化，促进民族文化建设发挥重要作用，为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

斗，共同繁荣发展”发挥积极作用，为振兴鹤庆繁荣鹤庆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本志交付印刷之际，我谨代表鹤庆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向关心支持《鹤庆县民族志》编纂出

版工作的所有同志和辛勤工作的全体编纂人员表示深深的谢意!

二。一一年六月



凡 例

一、本志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

科学发展观，坚持实事求是，高举民族团结的旗帜，突出“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团

结主题，牢固树立“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

的思想，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法律尊严、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

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由概述、大事记、白族、彝族、汉族、傈僳族、苗族、壮族、纳西族、其他民族、民族工作、

附录等各部分组成。概述总摄全书；大事记纵贯古今；其余各章纵写史实，下设节、目；除第九、十

章外，其余八章各节、目分别叙述各民族的源流、经济形态、生活习俗、文化教育、宗教信仰、人物

等；民族工作以民族工作及民族工作部门组成，附录收集政策法规、文献、文稿等重要资料为主。

三、本志薄古厚今、略古详今，对各民族状况侧重于近、现代历史作一般记述。对需要溯源的

事件、人物，则追溯到有记载的年代。一般采访内容及统计数据下限至2003年末；为反映事物的

完整性与延续性，少部分数据下限至2008年6月。

四、本志寓观点于记述之中。以本志主编梁波同志长期从事云南地方史、民族史研究，并有大

量文稿被报刊采录的情况而作论据。部分观点及推证，结合考证，均参阅云南各种地方史乘。

五、本志采用记、传、图、表、录等形式，以志为主体。概述叙议结合；大事记为编年体；其余采

用记叙文体。

六、本志人物基本遵循生不立传的原则，个别少数民族人物有特殊作为及贡献者例外。入传

人物统一以生年为序。

七、历史朝代及年号、纪年、均用文献通称，并通用汉字，后加注公元纪年。中华民国简称民

国。

八、本志所记机构、会议名称，有的使用全称，有的使用约定俗成的简称。地名以2006年习称



为主，对原旧称地名作加注或说明。

九、数字除引文外，均用阿拉伯数字。度量衡单位使用国家统一规定标准。

十、本志资料，以民间调查采访和文献资料记录为主。一般不注明出处，确有疑义及众所不知

的，则注明采访地点及被访人，或注明原文献资料名、原作者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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