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嚣磊i孓、。

≤≥恁：j
囊墓瑟瑟一+j
；》‘号鼍◇：．--
!霪黧参考’jj一
誊÷：■；孓i。

墓霉蓉
o!慧；鬻毫蓦。’誉嚣蠹筵
≤主曩耍!，每

蒸蕤



云 云

县县
地 民

奎族
恭 事

纂务

办委

公员

室会

编

．_________▲

石
日
之专

帛
戍

二 t ·．．L
j阶

‘五

南

省

地

方
士
J曲

丛

书



《云县民族志》编辑及撰稿人员

责任编辑 马跃华

编 辑杨光蛊

校 对杨世经 灿 辉 翔 界 光 路

撰 稿 杨光蛊 马跃华 杨世经 张学礼 马伯高

- 苏慧龄杨 农 张树金

参加彝族资料采访 刘学唐

摄 影 张树金郭家伦杨顺安

绘 图杨顺安



目 录

序一⋯⋯⋯⋯⋯⋯⋯⋯⋯⋯⋯⋯⋯⋯⋯⋯一．⋯⋯⋯⋯·赵石铭

序二⋯⋯⋯⋯⋯⋯⋯⋯⋯⋯⋯⋯⋯⋯⋯⋯⋯⋯⋯⋯⋯蒋文忠
参加《云县民族志》审评稿会名单
凡例⋯⋯⋯⋯⋯⋯⋯⋯⋯⋯⋯⋯⋯⋯⋯⋯⋯⋯⋯⋯·(6)
概述⋯⋯⋯⋯⋯⋯⋯⋯⋯⋯⋯⋯一⋯⋯⋯⋯⋯⋯⋯⋯⋯⋯⋯⋯⋯(8)
大事记⋯⋯⋯⋯⋯⋯⋯⋯⋯⋯⋯一h⋯⋯⋯⋯⋯⋯⋯⋯⋯⋯⋯一(22)

第一章彝族⋯⋯⋯⋯⋯⋯⋯⋯⋯⋯⋯⋯⋯⋯⋯⋯(33)
第一节 源 流⋯⋯⋯⋯⋯⋯⋯⋯⋯⋯⋯⋯⋯⋯⋯⋯⋯⋯⋯⋯⋯ (33)

氐羌⋯⋯⋯⋯⋯⋯⋯⋯⋯⋯⋯⋯⋯⋯⋯⋯⋯⋯⋯⋯⋯⋯⋯⋯⋯ (34)

哀牢夷⋯⋯⋯⋯⋯⋯⋯⋯⋯⋯⋯⋯⋯⋯⋯⋯⋯⋯⋯⋯⋯⋯⋯⋯ (35)

。克老外”和老普村⋯⋯⋯⋯⋯⋯⋯⋯⋯⋯⋯⋯⋯⋯⋯⋯⋯⋯⋯(36)

蒙化子⋯⋯⋯⋯⋯⋯⋯⋯⋯⋯⋯⋯⋯⋯⋯⋯⋯⋯⋯⋯⋯⋯⋯⋯ (36)

阿古米⋯⋯⋯⋯⋯⋯⋯⋯⋯⋯⋯⋯⋯⋯⋯⋯⋯⋯⋯⋯⋯⋯⋯⋯ (37)

第二节 拓 荒⋯⋯⋯⋯⋯⋯⋯⋯⋯⋯⋯⋯⋯⋯⋯⋯⋯⋯⋯⋯⋯ (38)

第三节人 口⋯⋯⋯⋯⋯⋯⋯⋯⋯⋯⋯⋯⋯⋯⋯⋯⋯⋯⋯⋯⋯ (39)

第四节 称 谓⋯⋯⋯⋯⋯⋯⋯⋯⋯⋯⋯⋯⋯一k⋯⋯⋯⋯⋯⋯”(41)

彝族源流称谓表⋯⋯⋯⋯⋯⋯⋯⋯⋯⋯⋯⋯⋯⋯⋯⋯⋯⋯⋯⋯ (43)

第五节 信 仰⋯⋯⋯⋯⋯⋯⋯⋯⋯⋯⋯⋯⋯⋯⋯⋯⋯⋯⋯⋯⋯ (44)

一、跳神⋯⋯⋯⋯⋯⋯⋯⋯⋯⋯⋯⋯⋯⋯⋯⋯⋯⋯⋯⋯⋯⋯⋯ (45)

二、卜卦⋯一?⋯⋯⋯⋯⋯⋯⋯⋯⋯⋯⋯⋯⋯⋯⋯⋯⋯⋯⋯⋯⋯(45)

三、叫魂⋯．．．．⋯⋯⋯⋯⋯⋯⋯⋯⋯⋯．．·⋯^⋯⋯⋯⋯⋯⋯⋯⋯· (45)

四、给婴儿寄名⋯⋯⋯⋯⋯⋯⋯⋯⋯⋯⋯⋯⋯⋯⋯⋯⋯⋯⋯⋯ (46)

五、山神、小庙⋯⋯⋯⋯⋯⋯⋯⋯⋯⋯⋯⋯⋯⋯⋯⋯⋯⋯⋯⋯ (46)

六、祭花神⋯⋯⋯⋯⋯⋯⋯⋯⋯⋯⋯⋯⋯⋯⋯⋯⋯⋯⋯⋯⋯⋯(47)

七，朝山会⋯⋯⋯⋯⋯⋯⋯⋯⋯⋯⋯⋯⋯⋯⋯⋯⋯⋯⋯⋯⋯⋯ (47)



第十一节 习 俗⋯⋯⋯⋯⋯⋯⋯⋯⋯⋯⋯⋯⋯⋯⋯⋯⋯⋯⋯⋯ (55)

一、农事⋯⋯⋯⋯⋯⋯⋯⋯⋯⋯⋯⋯⋯⋯⋯⋯⋯⋯⋯⋯⋯⋯⋯ (55)

二、岁时⋯⋯⋯⋯⋯⋯⋯⋯⋯⋯⋯⋯⋯⋯⋯⋯⋯⋯⋯⋯⋯⋯⋯ (56)

三、婚姻⋯⋯⋯⋯⋯⋯⋯⋯⋯一⋯⋯⋯⋯⋯⋯⋯⋯⋯⋯⋯⋯⋯ (58)

四、丧葬⋯⋯⋯⋯⋯⋯⋯⋯⋯⋯⋯⋯⋯⋯⋯⋯⋯⋯⋯⋯⋯⋯⋯(59)

五、饮食⋯⋯⋯⋯⋯⋯⋯⋯⋯⋯⋯⋯⋯⋯⋯⋯⋯⋯⋯⋯⋯⋯⋯ (61)

六、服饰⋯⋯⋯⋯⋯⋯⋯⋯⋯⋯⋯⋯⋯⋯⋯⋯⋯⋯⋯⋯⋯⋯⋯ (62)

第二章傣族⋯⋯⋯⋯⋯⋯⋯⋯⋯⋯⋯⋯⋯⋯⋯⋯⋯”(64)
第一节人口、．分布、称谓⋯⋯⋯⋯⋯⋯⋯⋯⋯⋯⋯⋯⋯⋯⋯⋯(64)

第二节 历 史⋯⋯⋯⋯⋯⋯⋯⋯⋯⋯⋯⋯⋯⋯⋯⋯⋯⋯⋯⋯⋯ (64)

g_-节 文化、习尚⋯⋯⋯⋯⋯⋯⋯⋯⋯⋯⋯⋯⋯⋯⋯⋯⋯⋯⋯ (68)

语言文字⋯⋯⋯⋯⋯⋯⋯⋯⋯⋯⋯⋯⋯⋯⋯⋯⋯⋯⋯⋯⋯⋯⋯ (68)

文化⋯⋯⋯⋯⋯⋯⋯⋯⋯⋯⋯⋯⋯⋯⋯⋯⋯⋯⋯⋯⋯⋯⋯⋯⋯(68)

工艺⋯⋯⋯⋯⋯⋯⋯⋯⋯⋯⋯⋯⋯⋯⋯⋯⋯⋯⋯⋯⋯⋯⋯⋯⋯ (68)

节日⋯⋯⋯⋯⋯⋯⋯⋯⋯⋯⋯⋯⋯⋯⋯⋯⋯⋯⋯⋯⋯⋯⋯⋯⋯ (69)婚姻——⋯————————一一一(70)
，、丧葬⋯⋯⋯⋯⋯⋯⋯⋯⋯⋯⋯⋯⋯⋯⋯⋯⋯⋯⋯⋯⋯⋯⋯⋯⋯(71)

信仰⋯⋯⋯⋯⋯⋯⋯⋯⋯⋯⋯⋯⋯⋯⋯⋯⋯⋯⋯⋯⋯⋯⋯⋯⋯ (71)

住房服饰⋯⋯⋯⋯⋯⋯⋯⋯⋯⋯⋯⋯⋯⋯⋯⋯⋯⋯⋯⋯⋯⋯⋯‘(72)

饮食⋯⋯⋯⋯⋯⋯⋯⋯⋯⋯⋯⋯⋯⋯⋯⋯⋯⋯⋯⋯⋯⋯⋯⋯⋯ (73)

禁忌⋯⋯⋯⋯⋯⋯⋯⋯⋯⋯··：⋯⋯⋯⋯⋯⋯⋯⋯⋯⋯⋯⋯⋯⋯ (73)

第四节 生产生活⋯⋯⋯⋯⋯⋯⋯⋯⋯⋯⋯⋯⋯⋯⋯⋯⋯⋯⋯⋯ (73)

第三章布朗族⋯⋯⋯⋯⋯⋯⋯⋯⋯⋯⋯⋯⋯⋯⋯⋯⋯⋯⋯⋯⋯(76)

第一节布朗族的分布状况和称谓⋯⋯⋯⋯⋯⋯⋯⋯⋯⋯⋯⋯⋯ (76)

一、布朗族的分布状况⋯⋯⋯⋯⋯⋯⋯⋯⋯⋯⋯⋯⋯⋯⋯⋯⋯ (76)

二、布朗族的自称和他称⋯⋯⋯⋯⋯⋯⋯⋯⋯⋯⋯⋯⋯⋯⋯⋯ (76)

第二节族源．语系⋯⋯⋯⋯⋯⋯⋯⋯⋯⋯⋯⋯⋯⋯⋯⋯⋯⋯⋯ (77)

一、族源⋯⋯⋯⋯⋯⋯⋯⋯⋯⋯⋯⋯⋯⋯⋯⋯⋯⋯⋯⋯⋯⋯⋯ (77)

二、语系⋯⋯⋯⋯⋯⋯⋯⋯⋯⋯⋯⋯⋯⋯⋯⋯⋯⋯⋯⋯⋯⋯⋯ (79)

第三节 各个时期的人口⋯⋯⋯⋯⋯⋯⋯⋯⋯⋯⋯⋯⋯⋯⋯⋯⋯ (79)

第四节 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79)

一、宗教信仰⋯⋯⋯⋯⋯⋯⋯⋯⋯⋯⋯⋯⋯⋯⋯⋯⋯⋯⋯⋯⋯ (79)

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1．祭祀山神⋯⋯⋯⋯⋯⋯⋯⋯⋯⋯⋯⋯⋯⋯．．．⋯⋯⋯⋯⋯⋯⋯ (80)

2．祭笼⋯⋯⋯⋯⋯⋯⋯⋯⋯⋯⋯⋯⋯⋯⋯⋯⋯⋯⋯⋯⋯⋯⋯⋯ (80)

3．祭龙⋯⋯⋯⋯⋯⋯⋯⋯⋯⋯⋯⋯⋯⋯⋯⋯⋯⋯⋯⋯⋯⋯⋯⋯ (80)

4．祭青山⋯⋯⋯⋯⋯⋯⋯⋯⋯⋯⋯⋯⋯⋯⋯⋯⋯⋯⋯⋯⋯⋯⋯ (80)

5．祭猎神⋯⋯⋯⋯⋯⋯⋯⋯⋯⋯⋯⋯⋯⋯⋯⋯⋯⋯⋯⋯⋯⋯⋯ (81)

6．问卜⋯⋯⋯⋯⋯⋯⋯⋯⋯⋯⋯⋯⋯⋯⋯⋯⋯⋯⋯⋯⋯⋯⋯⋯ (81)

7．祭灶神⋯⋯⋯⋯⋯⋯⋯⋯⋯⋯⋯⋯⋯⋯⋯⋯⋯⋯⋯⋯⋯⋯⋯ (81)

8．祭祀田公地母⋯⋯⋯⋯⋯⋯⋯⋯⋯⋯⋯⋯⋯⋯⋯⋯⋯⋯⋯⋯(81)

二、风俗习惯⋯⋯⋯⋯⋯⋯⋯⋯⋯⋯⋯⋯⋯⋯⋯⋯⋯⋯⋯⋯⋯(82)

1．婚姻⋯⋯⋯⋯⋯⋯⋯⋯⋯⋯⋯⋯⋯⋯⋯⋯⋯⋯⋯⋯⋯⋯⋯⋯ (82)

2．丧葬⋯⋯⋯⋯⋯⋯⋯⋯⋯⋯⋯⋯⋯⋯⋯⋯⋯⋯⋯⋯⋯⋯⋯⋯ (82)

3．居住饮食⋯⋯⋯⋯⋯⋯⋯⋯⋯⋯⋯⋯⋯⋯⋯⋯⋯⋯⋯⋯⋯⋯ (83)

(1)居住⋯⋯⋯⋯⋯⋯⋯⋯⋯⋯⋯⋯⋯⋯⋯⋯⋯⋯⋯⋯⋯⋯⋯(83)

(2)饮食⋯⋯⋯⋯⋯⋯⋯⋯⋯⋯⋯⋯⋯⋯⋯⋯⋯⋯⋯⋯⋯⋯⋯ (84)

4．节日⋯⋯⋯⋯⋯⋯⋯⋯⋯⋯⋯⋯⋯⋯⋯⋯⋯⋯⋯⋯⋯⋯⋯⋯ (84)

5．服饰⋯⋯⋯⋯⋯⋯⋯⋯⋯⋯⋯⋯⋯⋯⋯⋯⋯⋯⋯⋯⋯⋯⋯⋯(85)’

6．风尚⋯⋯⋯⋯⋯⋯⋯⋯⋯⋯⋯⋯⋯⋯⋯⋯⋯⋯⋯⋯⋯⋯⋯⋯ (85)

7．禁忌：⋯⋯⋯⋯⋯⋯⋯⋯⋯⋯⋯⋯⋯⋯⋯⋯⋯⋯⋯⋯⋯⋯⋯一 (86)

第五节 新旧时期的变化⋯⋯⋯⋯⋯⋯⋯⋯⋯⋯⋯⋯⋯⋯⋯⋯⋯ (86)

一、政治经济方面⋯⋯⋯⋯⋯⋯⋯⋯⋯⋯⋯⋯⋯⋯⋯⋯⋯⋯⋯ (86)

二、五十年代以后的政治经济状况⋯⋯⋯⋯⋯⋯⋯⋯⋯⋯⋯⋯(88)

三，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生活与生产状况⋯⋯⋯ (89)

四、文化·艺术·体育⋯⋯⋯⋯⋯⋯⋯⋯⋯⋯⋯⋯⋯⋯⋯⋯⋯ (90)

五、人物⋯⋯⋯⋯⋯⋯⋯⋯⋯⋯⋯⋯⋯⋯⋯⋯⋯⋯⋯⋯⋯⋯⋯(91)

1．滕双保传略⋯⋯⋯⋯⋯⋯⋯⋯⋯⋯⋯⋯⋯⋯⋯‘⋯⋯⋯⋯⋯⋯ (91)

2．布朗族的面貌及其特征⋯⋯⋯⋯⋯⋯⋯⋯⋯⋯⋯⋯⋯⋯⋯⋯ (92)

第六节 其他⋯⋯⋯⋯⋯⋯⋯⋯⋯⋯⋯⋯⋯⋯⋯⋯⋯⋯⋯⋯⋯ (92)

一、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民族事件⋯⋯⋯⋯⋯⋯⋯⋯⋯⋯⋯⋯⋯ (92)

二、大侯州弟兄械斗与顺宁府的改土归流⋯⋯⋯⋯⋯⋯⋯⋯⋯ (94)

第四章拉祜族⋯⋯⋯⋯⋯⋯⋯⋯⋯⋯⋯⋯⋯⋯⋯⋯”(97)
第一节 源流与称谓⋯⋯⋯⋯⋯⋯⋯⋯⋯⋯⋯⋯⋯⋯⋯⋯⋯⋯⋯ (97)

第二节语言与风俗⋯⋯⋯⋯⋯⋯⋯⋯⋯⋯⋯⋯⋯⋯⋯⋯⋯⋯⋯ (98)

1．服式⋯⋯⋯⋯⋯⋯⋯⋯⋯⋯⋯⋯⋯⋯⋯⋯⋯⋯⋯⋯⋯⋯⋯⋯ (99)

f 、 3／多
。



2．装饰⋯⋯⋯⋯⋯⋯⋯⋯⋯⋯⋯⋯⋯⋯⋯⋯⋯_⋯⋯⋯⋯⋯(100)

3．信奉⋯⋯⋯⋯⋯⋯⋯⋯⋯⋯⋯⋯⋯⋯⋯⋯⋯⋯⋯⋯⋯⋯⋯(100)

4．婚姻⋯⋯⋯⋯⋯⋯⋯⋯⋯⋯⋯⋯⋯⋯⋯⋯⋯⋯⋯⋯⋯⋯⋯(101)

5．丧葬⋯⋯⋯⋯”⋯⋯⋯⋯⋯⋯⋯⋯⋯⋯⋯⋯⋯⋯⋯⋯⋯⋯·(102)

6．其它习俗⋯⋯⋯⋯⋯⋯⋯⋯⋯⋯⋯⋯⋯．．．⋯⋯⋯⋯⋯⋯⋯(102)

第三节 经济与文化⋯⋯⋯⋯⋯⋯⋯⋯⋯⋯⋯⋯⋯⋯⋯⋯⋯⋯(103)

1．住房⋯⋯⋯⋯⋯⋯⋯⋯⋯⋯⋯⋯⋯⋯⋯⋯⋯⋯⋯⋯⋯⋯⋯ (104)

2．节日和歌舞⋯⋯⋯⋯⋯⋯⋯⋯⋯⋯⋯⋯⋯⋯⋯⋯⋯⋯⋯⋯(105)

第四节 民族教育与干部培养⋯⋯⋯⋯⋯⋯⋯⋯⋯⋯⋯⋯⋯⋯(106)

第五章傈僳族⋯⋯⋯⋯⋯⋯⋯⋯一⋯⋯⋯⋯⋯⋯⋯

第一节 人口及其分布⋯⋯⋯⋯⋯⋯⋯⋯⋯⋯⋯⋯⋯⋯⋯⋯．．·

第二节 族 源⋯⋯⋯⋯⋯⋯⋯⋯⋯⋯⋯⋯⋯⋯．．．⋯⋯⋯⋯⋯·

第三节 称谓 语承 ⋯⋯⋯⋯⋯⋯⋯⋯⋯⋯⋯⋯⋯⋯⋯⋯⋯⋯

一、称谓 ⋯⋯⋯⋯⋯⋯⋯⋯⋯⋯⋯⋯⋯⋯⋯⋯⋯⋯⋯⋯⋯⋯

二．语系 ⋯⋯⋯⋯⋯⋯⋯⋯⋯⋯⋯⋯⋯⋯⋯⋯⋯⋯⋯⋯⋯⋯

第四节服 饰⋯⋯⋯⋯⋯⋯⋯⋯⋯⋯⋯⋯⋯⋯⋯⋯⋯⋯⋯⋯

第五节婚俗⋯⋯⋯⋯⋯⋯⋯⋯⋯⋯⋯⋯⋯⋯⋯⋯⋯⋯⋯⋯

一、指腹为婚⋯⋯⋯⋯⋯⋯⋯⋯⋯⋯⋯⋯⋯⋯⋯⋯⋯⋯⋯⋯

二、亲上加亲⋯⋯⋯⋯⋯⋯⋯⋯⋯⋯⋯⋯⋯⋯⋯⋯⋯⋯⋯⋯

三，两换亲⋯⋯⋯⋯⋯⋯⋯⋯⋯⋯⋯⋯⋯⋯⋯⋯⋯⋯⋯⋯⋯

第六节 丧葬习俗⋯⋯⋯⋯⋯⋯⋯⋯⋯⋯⋯⋯⋯⋯⋯⋯⋯⋯⋯

第七节 信奉·崇拜⋯⋯⋯⋯⋯⋯⋯⋯⋯⋯⋯⋯⋯⋯⋯⋯⋯⋯

第八节 传统节日 ⋯⋯⋯⋯⋯⋯⋯⋯⋯⋯⋯⋯⋯⋯⋯”．、．⋯⋯‘

第九节 资 源⋯⋯⋯⋯⋯⋯⋯⋯⋯⋯⋯⋯⋯⋯⋯⋯⋯⋯⋯⋯

第十节 生产生活⋯⋯⋯⋯⋯⋯⋯⋯⋯⋯⋯⋯⋯⋯⋯⋯⋯⋯⋯

第十一节 教育·文化·卫生⋯⋯⋯⋯⋯⋯⋯⋯⋯⋯⋯⋯⋯⋯

第十二节 民间传说⋯⋯⋯⋯⋯⋯⋯⋯⋯⋯⋯⋯⋯⋯⋯⋯⋯⋯

(107)

(107)

(107)

(108)

(108)

(108)

(108)

(109)

(109)

(109)．

(109)

(1lO)

(11 1)

(1l 1)

(112)

(113)

(113)

(114)

第六章回族⋯⋯⋯．．．⋯⋯⋯⋯⋯⋯⋯⋯⋯⋯⋯⋯(11 5)

第一节 源流·迁徙及分布地区⋯⋯⋯⋯⋯⋯⋯⋯⋯⋯⋯⋯⋯ (115)

第二节 各个时期的人口⋯⋯⋯⋯⋯⋯⋯⋯⋯⋯⋯⋯⋯⋯⋯‘：。 (116)

第三节 文化概况⋯⋯⋯⋯⋯⋯⋯⋯⋯⋯⋯⋯⋯⋯⋯⋯⋯⋯⋯ (1 16)

一、信仰⋯⋯⋯⋯⋯⋯⋯⋯⋯⋯⋯⋯⋯⋯⋯⋯⋯⋯⋯⋯⋯⋯‘(1 16)

4



二、文字、语言⋯⋯⋯⋯⋯⋯⋯⋯⋯⋯⋯⋯⋯⋯⋯⋯⋯⋯⋯

三、礼仪⋯⋯⋯⋯⋯⋯⋯⋯⋯⋯⋯⋯⋯⋯⋯⋯⋯⋯⋯⋯⋯⋯

1．婚礼⋯⋯⋯⋯⋯⋯⋯⋯⋯⋯⋯⋯⋯⋯⋯⋯⋯⋯⋯⋯⋯⋯⋯

2．丧礼 ⋯⋯⋯⋯⋯⋯⋯⋯⋯⋯⋯⋯⋯⋯⋯⋯⋯⋯⋯⋯?⋯⋯．．

3．日常生活⋯⋯⋯⋯⋯⋯⋯⋯⋯⋯⋯⋯⋯⋯⋯⋯⋯⋯⋯⋯⋯

四、音乐·娱乐⋯⋯⋯⋯⋯⋯⋯⋯⋯⋯⋯⋯⋯⋯⋯⋯⋯⋯⋯

五、工艺·技术⋯⋯⋯⋯⋯⋯⋯⋯⋯⋯⋯⋯⋯⋯⋯⋯⋯⋯⋯

六、文物⋯⋯⋯⋯⋯⋯⋯⋯⋯⋯⋯⋯⋯⋯⋯⋯⋯⋯⋯⋯⋯⋯

1．杜文秀拜题的两块碑文 ⋯⋯⋯⋯⋯⋯⋯⋯⋯⋯⋯⋯⋯⋯⋯

2．新村回营金字匾 ⋯⋯⋯⋯⋯⋯⋯⋯⋯⋯⋯⋯⋯⋯⋯⋯⋯⋯

3．新村回营清真寺 ⋯⋯⋯⋯⋯⋯⋯⋯⋯⋯⋯⋯⋯⋯⋯⋯⋯⋯

第四节 习 俗⋯⋯⋯⋯⋯⋯⋯⋯⋯⋯⋯⋯⋯⋯⋯⋯⋯⋯⋯⋯⋯

一、婚嫁⋯⋯⋯⋯⋯⋯⋯⋯⋯⋯⋯⋯⋯⋯⋯⋯!⋯⋯⋯⋯⋯一

二、丧葬⋯⋯⋯⋯⋯⋯⋯⋯⋯⋯⋯⋯⋯⋯⋯⋯“。⋯⋯⋯⋯¨

三、居住⋯⋯⋯⋯⋯⋯⋯⋯⋯⋯⋯⋯⋯⋯⋯⋯⋯⋯⋯⋯⋯⋯

四、饮食⋯⋯⋯⋯⋯⋯⋯⋯⋯⋯⋯⋯⋯⋯⋯⋯⋯⋯⋯⋯⋯⋯

五、节日 ⋯⋯⋯⋯⋯⋯⋯⋯⋯⋯⋯⋯⋯⋯⋯⋯⋯⋯⋯⋯⋯⋯

六、喜庆⋯⋯⋯⋯⋯⋯⋯⋯⋯⋯⋯⋯⋯⋯⋯⋯⋯⋯⋯⋯⋯⋯

七、服饰⋯⋯⋯⋯⋯⋯⋯⋯⋯⋯⋯⋯⋯⋯⋯⋯⋯⋯⋯⋯⋯．．．

八、风尚⋯⋯⋯⋯⋯⋯⋯⋯⋯⋯⋯⋯⋯⋯⋯⋯⋯⋯⋯⋯⋯⋯

九、禁忌⋯⋯⋯⋯⋯⋯⋯⋯⋯⋯⋯⋯⋯⋯⋯⋯⋯⋯⋯⋯⋯⋯

十、清真寺的管理⋯⋯⋯⋯⋯⋯⋯⋯⋯⋯⋯⋯⋯⋯⋯⋯⋯⋯

第五节 回民聚居点的变化‘⋯⋯⋯⋯⋯⋯⋯⋯⋯⋯⋯⋯⋯⋯⋯

一，政治经济方面(附：云县伊斯兰教协会组织名单)⋯‘⋯⋯

二、生产生活方面⋯⋯⋯⋯⋯⋯⋯⋯⋯⋯⋯⋯⋯⋯⋯⋯⋯⋯

三、文化教育方面一⋯⋯⋯⋯⋯⋯⋯⋯⋯⋯⋯⋯⋯⋯⋯⋯⋯

第六节人物⋯⋯⋯⋯⋯⋯⋯⋯⋯⋯⋯⋯⋯⋯⋯⋯⋯⋯⋯⋯

t一、历史上的人物⋯⋯⋯⋯⋯⋯⋯⋯⋯⋯⋯⋯⋯⋯⋯⋯⋯⋯

二、民族干部⋯⋯⋯⋯⋯⋯⋯⋯⋯⋯⋯⋯⋯⋯⋯⋯⋯⋯⋯⋯

三、教长及教界人士⋯⋯⋯⋯⋯⋯⋯⋯⋯⋯⋯⋯⋯⋯⋯⋯⋯

第七节 附 录⋯⋯⋯⋯⋯⋯⋯⋯⋯⋯⋯⋯⋯⋯⋯⋯⋯⋯⋯⋯

一、历史上的民族事件及遭遇⋯⋯⋯⋯⋯⋯⋯⋯⋯⋯⋯⋯⋯

二、杜文秀的后裔⋯⋯⋯⋯⋯⋯⋯⋯⋯⋯⋯⋯⋯⋯⋯⋯⋯⋯

附杜小姐后代家谱表

))))))))))))))))))))))、¨、∥))、：、、：、A=、A=、飞V飞：、AV㈣㈣，㈣㈣㈣，㈣，㈣㈣㈦，㈣∥，∥：侈，∥，∥，撕，。撕加．孔扒扒勉龙筋∞弭M巧筋巧笏拍

n

n

0

n

0

0

0

0

0

n

n

0

n

0

n

0

0

n

0

0

0

n

0

0

0

0

n

0

0

0

0

n

n



三、民族交融情况⋯⋯⋯⋯⋯⋯⋯⋯⋯⋯⋯⋯⋯⋯⋯⋯⋯⋯(131)

第七章白族⋯⋯⋯⋯⋯⋯⋯⋯⋯⋯⋯⋯⋯⋯⋯(133)
第一节 云县白族的来源⋯⋯⋯⋯⋯⋯⋯⋯⋯⋯⋯⋯⋯⋯⋯⋯(133)

第二节语言⋯⋯⋯⋯⋯⋯⋯⋯⋯⋯⋯⋯⋯⋯⋯⋯⋯⋯⋯⋯(134)

第三节 习 俗⋯⋯⋯⋯⋯⋯⋯⋯⋯⋯⋯⋯⋯⋯⋯⋯⋯⋯⋯⋯(134)

一、穿着⋯⋯⋯⋯⋯⋯⋯⋯⋯⋯⋯⋯⋯⋯⋯⋯⋯⋯⋯⋯⋯⋯(134)

二、节日⋯⋯⋯⋯⋯⋯⋯⋯-⋯⋯⋯⋯⋯⋯⋯⋯⋯⋯⋯⋯⋯·(135)

三、婚姻⋯⋯⋯．．．⋯⋯⋯⋯⋯⋯⋯⋯⋯⋯⋯⋯⋯⋯⋯⋯⋯⋯ (137)

四、交友⋯⋯⋯⋯⋯⋯⋯⋯⋯⋯⋯⋯⋯⋯⋯⋯⋯⋯⋯⋯⋯⋯(138)

第四节 宗教信仰⋯⋯⋯⋯⋯⋯⋯⋯⋯⋯⋯⋯⋯⋯⋯⋯⋯⋯⋯(139)

第五节 文化，艺术、教育⋯⋯⋯⋯⋯⋯⋯⋯⋯⋯⋯⋯⋯⋯⋯(139)

一、戏．歌舞⋯⋯⋯⋯⋯⋯⋯⋯⋯⋯⋯⋯⋯⋯⋯⋯⋯⋯⋯⋯(139)

二、教育⋯⋯⋯⋯⋯⋯⋯⋯⋯⋯⋯⋯⋯⋯⋯⋯⋯⋯⋯⋯⋯⋯(140)

三、雕塑艺术⋯⋯⋯⋯⋯⋯⋯⋯⋯⋯⋯⋯⋯⋯⋯⋯⋯⋯⋯⋯ (140)

四、勤劳的白族人民⋯⋯⋯⋯⋯⋯⋯⋯⋯⋯⋯⋯⋯⋯⋯⋯⋯ (140)

第六节 白族同乡会馆⋯⋯⋯⋯⋯⋯⋯⋯⋯⋯⋯⋯⋯⋯⋯⋯⋯(141)

第八章汉族⋯⋯⋯⋯⋯⋯⋯⋯⋯⋯⋯⋯⋯⋯⋯⋯⋯

第一节 源流·迁徙及分布地区⋯⋯⋯⋯⋯⋯⋯⋯⋯⋯⋯⋯⋯

第二节 各个时期的人口⋯⋯⋯⋯⋯⋯⋯⋯⋯⋯⋯⋯⋯⋯⋯⋯

(云县各区(场)汉族人口统计表)⋯⋯⋯⋯⋯⋯⋯⋯⋯⋯⋯

(1982年云县各区(镇)汉族人口统计表)

(J蝴年云县各区(镇)汉族人口统计表)
第三节文化状况⋯⋯⋯⋯⋯⋯⋯⋯⋯⋯⋯⋯⋯⋯⋯⋯⋯⋯⋯

文化教育⋯⋯⋯⋯⋯⋯⋯⋯⋯⋯⋯⋯⋯⋯⋯⋯⋯⋯⋯⋯⋯⋯

宗教信仰⋯⋯⋯⋯⋯⋯⋯⋯⋯⋯⋯⋯⋯⋯⋯⋯⋯⋯⋯⋯⋯⋯

文字语言⋯⋯⋯⋯⋯⋯⋯⋯⋯⋯⋯⋯⋯⋯⋯⋯⋯⋯⋯⋯⋯⋯

’礼仪⋯⋯⋯⋯⋯⋯⋯⋯⋯⋯⋯⋯⋯⋯⋯⋯⋯⋯⋯⋯⋯⋯⋯⋯

喜庆⋯⋯⋯⋯⋯⋯⋯⋯⋯⋯⋯⋯⋯⋯⋯⋯⋯⋯⋯⋯⋯⋯⋯⋯

音乐⋯⋯⋯⋯⋯⋯⋯⋯⋯⋯⋯⋯⋯⋯⋯⋯⋯⋯⋯⋯⋯⋯⋯⋯

娱乐⋯⋯⋯⋯⋯⋯⋯⋯⋯⋯⋯⋯⋯⋯⋯⋯⋯⋯⋯⋯⋯⋯⋯⋯

工艺技术⋯⋯⋯：⋯⋯⋯⋯⋯⋯⋯⋯⋯⋯⋯⋯⋯⋯⋯⋯⋯⋯”

称呼⋯⋯⋯⋯⋯⋯⋯⋯⋯⋯⋯⋯⋯⋯⋯⋯⋯⋯⋯⋯⋯⋯⋯⋯

6

(144y

(144)

(148)

(1斗9)

(150)

(1 5U)

(151)

(151)

(152)

(153)

(153)

(153)

(153)

(154)

(154)

(155)



第九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 第五节

第六节

其它民族⋯⋯⋯⋯⋯⋯⋯⋯⋯⋯⋯⋯⋯⋯”(159)
苗族⋯⋯⋯⋯⋯⋯⋯⋯⋯⋯⋯⋯⋯⋯⋯⋯⋯⋯⋯⋯ (159)

佤族⋯⋯⋯⋯⋯⋯⋯⋯⋯⋯⋯⋯⋯⋯⋯⋯⋯⋯⋯⋯ (159)

普米族⋯⋯⋯⋯⋯⋯⋯⋯⋯⋯⋯⋯⋯⋯⋯⋯⋯⋯⋯⋯(160)

畲族⋯⋯⋯⋯⋯⋯⋯⋯⋯⋯⋯⋯⋯⋯⋯⋯⋯⋯⋯⋯(160)

哈尼族⋯⋯⋯⋯⋯⋯⋯⋯⋯⋯⋯⋯⋯⋯⋯⋯··：⋯⋯⋯(160)

其他民族⋯⋯⋯⋯⋯⋯⋯⋯⋯⋯⋯⋯⋯⋯⋯⋯⋯⋯⋯ (160)

附录⋯⋯⋯⋯⋯⋯⋯⋯⋯⋯⋯⋯⋯⋯⋯⋯⋯⋯⋯．
一、《云县民族研究》目录索引⋯⋯⋯⋯⋯⋯⋯⋯⋯⋯⋯⋯⋯

二、彝乡发展变化一例⋯⋯⋯⋯⋯⋯⋯⋯⋯⋯⋯⋯⋯⋯⋯⋯

三、记蒙化会馆(新福寺)⋯⋯⋯⋯⋯⋯⋯⋯⋯⋯⋯⋯⋯⋯⋯

四、敬狗敬牛考⋯⋯⋯⋯⋯⋯⋯⋯⋯⋯．．=⋯⋯⋯⋯⋯⋯⋯⋯

五、。邀章”陋习考⋯⋯⋯⋯⋯⋯⋯⋯⋯⋯⋯⋯⋯⋯⋯⋯⋯⋯⋯

六、巫婆神汉煽动闹事记⋯⋯⋯⋯⋯⋯⋯⋯⋯⋯⋯⋯⋯⋯⋯

七，大侯州(云州)土知州奉氏⋯⋯⋯⋯⋯⋯⋯⋯⋯⋯⋯⋯

八、大侯州巡检司土巡检阿氏⋯⋯⋯⋯⋯⋯⋯⋯⋯⋯⋯⋯⋯

九、云州大猛麻巡检司土巡检奉氏⋯⋯⋯⋯⋯⋯⋯⋯⋯⋯⋯

十、杨玉科《武功纪略》节选⋯⋯⋯⋯⋯⋯⋯⋯⋯⋯⋯⋯⋯

、，、，、，、，、，、，、，、，、J、，、，、，

5

5

6

6

6

6

6

6

7

8

8

8

5

5

5

5

5

5

5

5

5

5

5

51_■，l，●■●l■1●J，上1_1●_■●l■●l■1●■，l／L／L，L／-一，L／L，I、，L／L／L，L，L

¨

¨

¨

俗

¨

～

¨

一

一

¨

¨

～

一

¨

习

：．

¨

¨

¨

¨

一

一

一

语

谚言后节嫁礼住食日饰俗忌谣方歇四婚丧居饮节服陋禁

第

、，、，、，、，、，、，、J、，、，、，、，

2

2

5

7

8

9

9

0

l

1

2

6

6

6

6

6

6

6

7

7

7

7

●-■‘11，l▲，l，上●l

1●■●l●l，I■，●■，L，L，L，L，L／L，L，L，L，L，L



序

中共云县委副书记 赵石铭

云县是多种民族聚居的县，因而，涉及各民族历史沿革、地理物产、

风俗民情、宗教信仰等方面的《云县民族志》不能不是一本内容丰富的

书．编纂这样一本书，无疑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劳动。所幸的是，我县几位

热心此事的老、中、青人士，欣然承担了这项任务。10个多月来，他们不

避艰辛，跋山涉水考察于民族聚居的村寨，他们夜以继日地笔耕在案头，

付出几多心血，终于让我们见到了这本《云县民族志》。

我有幸出席了这本书的一次审稿会，听了其中大部分稿子的内容．我

，以为。虽然有一些地方尚得商榷，但总的来看，编纂态度是严肃认真的，

内容是求实写真的。同时，也较好地体现了党和国家关于民族工作的基本

方针和基本政策。因此，这本书对于我们系统地了解各民族的特点，更好

地理解和执行民族政策，进一步做好民族工作都是大有裨益的．

《云县民族志》以丰富的史料告诉我们，早在新石器时代，澜沧江流域

就有了人类的活动。几千年来，各民族的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和劳动，

共同开辟了云县这块澜沧江边的宝地，共同缔造了这块宝地上的历史和文

化．从总体上来看，世代居住在云县的各个民族，无论大小，都是勤劳、

勇敢、智慧的民族，都是我们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的一员，都为当地历史

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们虽然有各自不同的地域、语言、经济生活和文化

特点上的心理素质，但都是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

当然，《云县民族志》也如实地反映了各民族问存在着的事实上的不平
／ 等，这是长期历史形成和遗留下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全县认

真贯彻了维护祖国统一。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方

针，使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有了明显的发展和进步。特别是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的富民政策惠及各个民族．人

民群众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但是，总的来说，云县还是一个经济基础薄

弱，科技文化落后的贫困县，各民族之问、山区和坝区之间的发展也不平

衡，全县尚有约30％的群众温饱问题得不到解决。因此，解决温饱，脱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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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经济是全县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为了实现这个愿望，必须坚

、开放，紧紧围绕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自觉摒弃那些阻碍民族进

产力发展的旧思想、旧习俗，努力吸取那些有利于民族进步和生产

的新思想、新技术，促进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在党和国家的领导

下，进一步发扬各民族的优良传统，，团结奋斗，主要依靠自己的力

力发展经济和文化，在脱贫致富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心祝愿云县各民族兴旺发达、繁荣昌盛!

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日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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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 一
，亍 一

云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蒋文忠

古称大侯州的云县，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多民族县份。在境内3760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着彝、傣、布朗、拉枯、傈僳、白、回、’汉等十八

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48．9％，其中彝族占总人口的

37．58％。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云县各族

人民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得到了确立和发展，政治、经

济和文化诸方面都有了可喜的变化。云县民族经济的振兴和未来美好憧憬

的实现，是可望可及的。

然而，云县由于历史和地理位置的原因，在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上，与

其他一些坝区县相比，差距仍然很大，生产力水平不高，人民生活还比较

困难．但只要我们在党的正确方针、路线指引下，抓住改革、开放的机

遇，全县人民志同道合、艰苦奋斗，用汗水和勤劳智慧，浇灌社会主义现

代化已萌发的幼芽，。振兴云县经济”的时代必将到来。

《民族志》是一种区域性的历史地理著作和各种地方资料的总汇，它在

方志文献，百科全书中占有一席之地。它同样起着“资治、教化、存史”的

作用。《云县民族志》在汇集大量有关民族的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

化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资料后，经编写组努力，终于成册出书，它必将促

进云县的两个文明建设；对提高民族自信心。促进民族文化交流和互相了

解，宣传民族政策，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有着重要意义。因而

它是云县民族工作和民族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另一方面，《云县民族志》

坚持了人民创造历史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的观点和实践

第一的观点，运用了科学的思想方法、众手成书的工作手段，力求体现时

代性、民族性和地方性的统一，为云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翔实资

料和基本状况，利于当地领导机关从实际出发，有效地决策，以促进科学

文化事业的发展，有助于云县各行各业干部、’职工提高专业知识和文化水

平，同时，可以向各族人民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和革命传统的教育。
3



总之，《云县民族志》势必对振兴云县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的提高，促

进各民族团结、友爱、信任及谐和，改变云县贫困面貌，推动云县民族工

作的发展起不可估量的作用，从而不断巩固社会主义的新型民族关系，实

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最后，我代表云县人民政府对各部门和直接参与撰写《云县民族志》

的同志们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致谢。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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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云县民族志》审评稿会名单

县委副书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
一 赵石铭(白族)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黄崇亮(汉族)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李忠文(彝族)

县委宣传部长、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委员⋯⋯⋯⋯⋯⋯⋯⋯⋯⋯⋯⋯
郭家伦(汉族)

县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刘学唐(彝族)

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马跃华(回族)

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委员、县民族理论研究学会会长⋯⋯⋯⋯⋯⋯⋯

杨光盛(傣族)

县民族事务委员会干部⋯⋯⋯⋯⋯⋯⋯⋯⋯⋯⋯⋯⋯⋯⋯⋯⋯⋯⋯⋯

张树金(白族)

县民委特聘《云县民族志·白族》撰稿⋯⋯⋯⋯⋯⋯⋯⋯⋯⋯⋯⋯⋯

一
杨农(白族)

县民委特聘《云县民族志·彝族》撰稿⋯⋯⋯⋯⋯⋯⋯⋯⋯⋯⋯⋯⋯

杨世经(白族)

县民委特聘《云县民族志·布朗族》撰稿⋯⋯⋯⋯⋯⋯⋯⋯⋯⋯⋯⋯

张学礼(汉族)

县民委特聘《云县民族志·回族》撰稿⋯⋯⋯．．L⋯⋯⋯⋯⋯⋯⋯⋯．．



《云县民族志》凡例

，本志编纂以党的十三大理论、路线、方针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

遵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县各民族的基本

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本志贯彻“求实存真”的修志方针，尽量反映本县各民族历史和现

墨重点放在记述各民族独具的特点之上，对于。族源”的探讨，在翻

资料的基础上，记述中保持诸家之说，将原始资料归卷存档，待续

遗。又本着。古为今用”、。详今略古”的原则，对各民族历史上无资料

事件，只好作零星或断代叙述。 ．

、本志力求反映。人民创造历史”的观点，着重表述各族人民群众生

、生活习俗、民族风情和民族政策的贯彻执行等。

、云县计有18种民族，本志将彝、傣、布朗、拉枯、傈僳、回、

族等八个1000人以上的民族分章叙述，其余少数民族另列一章分别

汉族已包括在各兄弟民族之内。

、本志采用横排纵叙、以时为经、以事为纬、分各民族记述，述而

志体有述、记、志、传、图、表、录等。

、本志基本组合是以。概述”领先，。大事记”继之，以下按彝、傣、布

祜、傈僳、回、白、汉族的顺序分作八章，章为领属目；节为纵叙

九章为其他民族，逐段介绍苗、壮、佤、纳西、景颇、瑶、藏、哈

昌、怒、普米、德昂、独龙、满、畲、布依等民族的状况。

、本志直书其人其事，不加蔑称，爱称。

、本志对于各民族较有影响的已故人物，在叙述中以传的方式详细

生平事迹；而对于各民族中级别在县团级以上的干部，省级以上授

模、先进工作者，有突出贡献者或干了坏事的人，均以叙事及人的

在志文中表述或点名。

、本志民国以前朝代年号沿用通称，加括号注明公元年号。中华人

国建立后，直书公元年号。30，50、70、80等年代均指二十世纪，

略二十世纪。

、凡引用书名、典籍，都在文中夹注写明。有些古地名，如缅宁为



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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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临沧，顺宁为今风庆，蒙化为巍山，云州为云县，均在古地名后加括号

写明。

十一、本志中各民族分布图，以1988年6月30日，县核实民族成份

后为依据绘制。

十二、本县十四乡镇为爱华镇、茂兰彝族布朗族乡、漫湾镇、晓街

乡’，涌宝彝族乡、后箐彝族乡，栗树彝族傣族乡、大石乡、大寨乡、茶房

乡、幸福彝族拉祜族傣族乡、头道水乡、忙怀彝族布朗族乡、糯洒彝族傣

族乡。志文中凡列表格，均以简称，××乡、××镇。

十三、本志各类统计表格，设计力求科学、简明、合理，完善，实

用。因许多年代数据不详，故各个时期的民族人口，仅以1954年、1964

年、1988年等人口年报或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为准。

十四、本志上限追溯到有记载的年代，下限至1988年6月。．

I。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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