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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序一

要让繁花占上春

宁超

剑川为滇西小邑，但在历史上它的名气却不小。据我所知，剑川

最早为“剑浪”——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六诏或八诏之一的“剑浪

诏”部落所在地。它有自己的首领“诏”(即王)，而且势力不小。因

此，唐代前期才有唐九征“勒石于剑川”的记载。川者，低而平坦之

地，即今日县治周围之原野也。剑川还应该是以洱海为中心的古昆弥

国的一部分。“剑川”这个名称可能比“大理”一词出现得还要早一

些。因此，剑川的历史可谓渊源流长。

剑川山河壮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教育事业一向比较发达，

在历史上出现过不少有影响的人物，称得上地灵人杰、文献名邦。

和云南其他县份一样，剑川是个多民族县，但白族占了总人口的

90％以上，应该算得上“白族之乡”。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在一个县占

如此大的比例。这在云南省内为数不多。剑川I还有汉、回、彝、傈

僳、纳西等民族，人口虽稀少，但在这里居住也有很长的历史。各民

族长期和睦共处，互相交流，互相融合，它们既保留了各自的优秀文

化传统、宗教信仰，也可能形成了一些共同的东西。陆家瑞同志经过

15年的努力，搜罗了大量文献与口碑资料编成这部<剑川县民族宗

教志>，是在新纂(金JJil县志>之后更加详尽地向读者展示了这些绚

t■IIr-t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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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多彩的情景，给剑川的旅游事业助一臂之力。

我对剑Jll向往已久，十多年前我曾到石宝山游览，瞻仰了那里的

石窟造像和寺庙建筑。南诏首脑人物的衣着更接受中原，其寺庙建筑

与佛像则是典型的汉传佛教。这就解决了我们曾经研究过的一个问

题：即古代的南诏、大理国与泰国的泰族在衣着与信仰上没有什么关

系，自然也就不是同一民族了。同时，还验证了另外一个问题：藏传

佛教东扩到今香格里拉高原便停了下来，而泰族信仰的小乘佛教也同

样没有进入洱源地区。

由于历史原因及剑川所处的地理位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的声

名沉寂不显。如今，随着国家更进一步的改革开放，随着滇西交通状

况的进一步改善，剑川将日渐繁荣昌盛，吸引更多国内外游人的关

注。因为在这里有列入世界濒危建筑保护名录的沙溪寺登街，有石宝

山胜境，还有名扬海内的木雕艺术。

《剑川县志>载：剑川沙溪乡寺登镇有一座建于明朝永乐年间的

著名古刹，名日兴教寺，里面有海棠两棵，每年花期繁花似锦。明代

嘉靖状元杨慎先生被流放云南时期曾与友人到寺中游览，并在寺壁上

题一首咏海棠诗：

两树繁花占上春，多情谁是惜芳人?京华一朵千金价，肯信空山

委路尘。

兴教寺的这两棵古海棠据说毁于“文革”，但精美的壁画则有幸

部分保留下来。我想随着时间的前进，兴教寺一定会得到全面恢复。

剑川也一定会更加引人入胜，它的地位也会如杨状元诗中吟咏的海

棠，在大理地区名占“上春”。

十多年前我在大理开会时与陆家瑞同志相识，知道他在参与编纂

县志。现在《剑川县志>已问世多年，真宏篇巨制也!此后，他又承

担了《剑川县民族宗教志>的编写任务。历经十五寒暑，查阅各种资

料2 000余万字，再从中筛选了200余万字文字记录和口碑资料，然

后取精去粗，弃伪存真，编成此书。真是“十年磨一剑”，辛苦不寻

常!终于完成了他“后半辈子的惟一事业”(陆家瑞同志语)，令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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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不已。当此书付梓之际，他要我写篇序，我对剑JiI的历史与现状知

之甚少，又因年老体衰且为病魔所困，勉强写了上面几行文字，实在

不足为其大作增色，彰其精华之万一，惟聊系我对陆家瑞同志之然

诺耳!

(作者为原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办公室主任、

<云南省志>副总纂、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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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中共剑川县委书记 杨光军

剑川县人民政府县长张学

剑川县地处滇西北国家级“三江并流”风景区腹地。东邻鹤庆，

南接洱源；西与兰坪、云龙接壤，北与丽江毗邻。地处大理白族自治

州西北部。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边陲小县。全县面积有2 250平方

千米，2001年末总人IZl 167 333万人，其中白、彝、傈僳、纳西、回

等少数民族人口占96．24％，少数民族人口比例之高，在全国也比较

罕见。自族人口又占91．69％，是大理白族自治州内白族人151比例最

高的一个县。

在彩云之南的红土高原上，“剑川”是一个响亮的名字——

一座气势巍峨，峰峦磅礴，原始生态植被保持完好，有云南“生

物基因宝库”和“杜鹃花王国”之称，当前正着手建设“生态旅游

区”和“探险旅游区”的老君山；

一汪清澈如镜，碧波荡漾，蒹葭湄岸，雁凫群集，鸥鹭翱翔，渔

舟唱晚．有“高原明镜”之称的剑湖；

一条穿山导峡，蜿蜒千里，被南诏封为有名的“四渎”之一的黑

漶江；

一处早在三千多年前就点燃起熊熊炉火，在剑湖之滨冶铸青铜，

种植谷物，聚居成邑，揭开灿烂的云南“青铜文化”和“山地农耕文

化”先河之海门口“早期青铜文化”遗址；

一群具有独特的民族文化内涵和珍贵的历史文物价值，196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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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剑川石钟山石窟；

一座风景优美，古迹荟萃，1982年被定为国家级的石宝山风景

名胜旅游区；

一处被世界纪念性建筑保护基金会(wMF)公布为2002年值得

关注的101个世界濒危建筑遗产名录的滇藏茶马古道上惟一幸存的集

镇——沙溪寺登街区域；

一个“北锁石门，南控江嘴”雄踞南诏——大理国北疆之军事重

镇：剑JiI节度；

一块倾注着几十代无数学子心血，与大理、石屏三足而鼎的南滇

“文献名邦”横匾； 一

一句集数十代成千上万木匠艺人精益求精的智慧结晶，博得中央

文化部授予“中国民间木雕艺术之乡”的美称；

一场在解放战争中率先发难，打出滇西北解放区的英勇斗争，被

云南省人民政府授予“云南革命老区”的光荣称号；

一年一度牵动滇西北四地(州)八县(市)白子白女心弦的剑川

石宝山歌会节；

一副引起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几代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者注

目，由清代剑川白族学者赵藩题成都武侯祠的名联“能攻心则反侧自

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一代代走出古道垂柳下青石板路，在全省、全国都有一定影响的

民族优秀人物：李东儒、何可及、杨栋朝、赵炳龙、马汝为、赵藩、

张伯简、周钟岳、赵式铭、张子斋、欧根、王以中、张旭、苏峙鑫、

杨绩昭⋯⋯他们像灿烂的群星，前后辉映，闪烁在朗朗太空。

无数的。一”，使“剑川”这个响亮的名字，在三迤大地上久久

回响，使世人瞩目，令世人赞叹。

沐浴着21世纪第一个春天和煦的阳光，在中南海吹响了振奋人

心的“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声里，在省、州党委和政府相继做出建设

民族文化大省、大州之际，．在剑川县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认真学习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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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实践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热潮中，全面记述剑川各

民族光辉历史、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礼仪习俗、文化艺术、人文景

观、优秀历史人物的<剑川I县民族宗教志>适时地出版了。它的出

版，无疑是剑川各民族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是继<剑川

县志>出版发行后，又一部了解剑川、认识剑川、宣传剑川的重要地

方志书。

《剑川县民族宗教志>体例完备、资料详实、内容丰富、文字流

畅，是一部以记述地方民族历史文化和民族风情为鲜明特色的应时补

阙之书。既可供广大读者阅读，有助于了解民族历史、弘扬民族文

化、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和民族凝聚力，以达到振兴民族

社会经济文化的目的；又可为国内外有关专家、学者、游客提供了解

研究剑川各民族历史文化、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领略剑

川民族风情的第一手可靠资料。

承剑川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的同志们，将书稿送给我们，并嘱为

序。拜读之后，思绪飞逸。历史上，富于开拓进取的剑川各族人民，

曾写下光辉灿烂的一页。今天，机遇与挑战并存，困难与希望同在，

回顾“九五”成就辉煌，展望“十五”前程似锦，我们这一代任重而

道远。我们愿与剑川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奋斗，期望在不远的将来，一

个文化发达、经济繁荣、人民安康的剑川将崛起在红土高原之上，与

兄弟县市争荣竞秀。

愿广大读者能与我们一样喜欢这本专志。守土于斯，以上数语，

谨以为序。

． j
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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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剑川县民族宗教事务局 肖志海

第一部全面地、系统地记述剑川县各民族历史文化、语言文字、

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的专业志书——<剑JlI县民族宗教志>，在中共
剑川县委、剑川县人民政府支持下，现交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公开出版

发行。该书的出版问世，无疑是剑川县各族人民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

中的一件大事，也将对更好地“认识剑川，建设剑川，振兴剑川”起

到良好的资治借鉴作用。

剑川地处滇藏交通要衢，“北控石门，南锁江嘴”，是滇西北“三

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大纵谷”的出入门户。南可下大理、保

山，西可人澜沧江、怒江，北可出迪庆通西藏，自古是兵家必争的四

战之地。唐代，这里是南诏与吐蕃争雄与角逐的战场；宋代，这里为

大理国北疆军事重镇；元初，这里是忽必烈南征大理的进军孔道⋯⋯

多少历史故事曾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演绎。

同时，从南诏中期的奴隶大起义到清初的“杀州官”，从嘉庆年间

的维西傈僳族恒乍波造反到咸同年问滇西杜文秀领导的反清斗争，从

1909年剑川革命党人欧阳斌组织丽江“黄山哨起义”到1938年剑川张

文耀等参加领导中甸金江“黄军”起义⋯⋯又有多少英雄豪杰在这里

点燃了反抗历代统治阶级的烽烟，写下了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

1949年4月2日，剑JlI县各族人民在中共地下滇西工委和剑川县

委组织领导下，成功地举行武装起义，打响了滇西北武装斗争第一

枪。4月19日解放了剑川县城，建立了人民革命政权。到新中国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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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前夕，先后解放了周边的鹤庆、丽江、兰坪等14座县城，建立了

以剑川为中心的滇西北解放区。为数千年间。无数次农民起义斗争画

了一个胜利的句号，谱写了一曲响流云霄的凯歌。

从民族构成来说，剑川历史上就是一个以白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

县。主要世居民族除白族外，还有汉、彝、傈僳、回、纳西等5个民

族。根据2000年7月1日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少数民族人口占全

县总人口的96．24％，其中白族人口又占全县总人口的91．69％。少

数民族人口和单一民族人口所占的百分比之高，在全国县、市、旗

中，也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县、市、旗。

同时，由于地处边陲，受外来影响较少，加上白族人口众多、历

史悠久、文化发达等因素，相对地说在大理白族自治州内，剑川白族

所保持的民族传统文化——包括历史文物古迹、民情风俗、宗教崇拜

和语音词汇都富有地方特点和民族特色。许多国内外著名的学者，都

曾来剑川进行各种考察。

以社会发展和历史文化来讲，剑川开化较早，历史悠久，文化发达。

境内文物荟萃，古今人才辈出。剑川在云南与大理、石屏齐名，史称

“文献名邦”。著名“海门口早期青铜文化遗址”出土文物表明：远在三

千多年前，古代先民就在剑川繁衍生息，开拓着这块古老的地方。他们

已开始种植水稻，是中国最早的水稻种植民族地区之一；他们的青铜冶

铸技术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揭开了灿烂的云南青铜文化的先河；被列

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钟山石窟”和“金华山摩崖石

刻”。被人们誉为“南天瑰宝”，是唐宋间白族先民珍贵的艺术遗产，也

是研究南诏、大理国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宝贵实物资料。其

他如沙溪鳌峰山春秋后期到西汉前期的“古墓葬群”的遗址，元代的

“元世祖故垒”和“冲霄王墓”，明代的“兴教寺壁画”等都闻名遐迩，

为民族研究机构和有关专家、学者所珍视。石宝山风景名胜游览区，更

与大理三塔寺齐名。世有“大理有名三塔寺，剑川有名石宝山”的民谚，

历来就是文人墨客和广大旅游者争相攀跻的地方。

和灿烂的历史文化相辉映，剑川各族人民中，代代不乏名贤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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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明朝的杨栋朝、段高选、李东儒，清代的马汝为、陈徽言、

张再谨、杨初成、张锡鹏、杨文樾，中华民国时期的赵藩、周钟岳、

赵式铭、张伯简，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张海秋、李家瑞、张子斋、欧

根、王以中、苏峙鑫、杨绩昭⋯⋯他们或以不畏权势，独持刚正之气

而名垂青史；或以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有功于民；或以才学博洽、文

思敏捷而名驰三迤；或以学有专攻、业有建树而惠及后人；或以一技

之长而遗惠后世；或以德望重于时人。他们像朗朗群星，相互辉耀，

构成了灿烂的剑川民族文化星河。其中尤以赵藩、张伯简、苏峙鑫最

为突出。赵藩，清末举人，官至四川省按察使，晚年任云南省图书馆

馆长。主持辑刊<云南丛书>200余种，对保存地方文献有突出贡

献。在他任四川盐茶道时撰题成都武侯祠“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

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的楹联，因得到

毛泽东主席赞赏而流传全国。张伯简，1919年到法国勤工俭学，1921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2年和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筹建

“旅欧少年共产党”，同年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1924年

回国，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出版部书记、中共两广区委执委和军委书记

等职。1926年参加领导“省港大罢工”，积劳成疾，同年8月病逝于

广州，享年28岁，著有<社会进化小史>等书。他是最早觉醒的白

族优秀儿子，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优秀的少数民族党员和革命家。苏

峙鑫，新中国成立以后成长起来的少数民族优秀科学家，生前为中国

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是中国放射性同位素研究和生产事

业的奠基人之一。因其研究工作卓有成效，先后荣获1978年全国科

学大会奖、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奖。

社会在发展，历史在前进。剑川各族人民曾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

的历史文化。然而，在近代商品资本经济发展过程中，剑川远远地落

后于大理、鹤庆等兄弟县，停留在小农经济阶段，造成了文化与经济

之间的极大反差。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在省、州党委和政府的关怀下，

剑川的各项基本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民族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

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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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需要记录下来，载之于书，记之于志。

欣逢此届盛世修志，在中共剑川县委和剑川县人民政府直接领导

下，为发挥地方志书“资治、存史、教化”的三大功能，使地方志书

从各方面为剑川的开创和建设服务，由民族宗教事务局组织编写，聘

任陆家瑞同志承担<剑JlI县民族宗教志>的编纂任务。中国地方志指

导小组在<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中指出：“我国是一个统一的

多民族国家，在民族聚居和杂居地区，地方志应充分反映民族特点，

应体现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各族人民共同发展繁荣的原则，要尊重

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陆家瑞同志接受任务后，始终坚

持这一原则。先后查阅了2 000余万字各种历史典籍和档案资料，摘

抄了200余万字笔记；深入调查研究，搜集到近百万字各种民间碑

碣、诗文、家谱和口碑资料；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历时7年，

五易其稿，最后精心编纂成这部《剑川县民族宗教志>。

《剑JlI县民族宗教志>虽称不上是惊世骇俗之作，但却是第一部

全面记述剑川地区古今民族史实、民族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宗教信

仰的专业志书，其体例完备，资料丰富，内容详实，文字流畅。既是

一部可读性强的系统的地方民族文献资料辑编，又是一部学术价值高

的科学著述。既可以作为提高整个民族科学文化水平，进行爱国主义

和革命传统教育的乡土材料，又可以为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提供研

究中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历史发展、语言文字、民情风俗、文化宗教

等方面真实可靠的丰富详实的第一手资料。

在本书出版之际，谨向为本书出版发行问世付出辛劳的专家、学

者，以及云南民族出版社的同志表示深深的感谢；也向在本书编写过

程中给予大力支持帮助的各部门、各族各届人士，以及本书的主编表

示谢意。

在此，衷心祝愿剑川县各民族繁荣昌盛!

值《剑JlI县民族宗教志>出版之际，以上数语谨以为志序。

2002年8月30日于剑川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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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剑川县民族宗教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以及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是一部力求以新观点、新资料、新方法编纂的

关于剑川民族、宗教方面的部门志书。

(2)本志力求突出时代特点、地方特点、民族特点，本着“从无

书处写<志>”的精神，侧重记述一般典籍失载之地方民族、宗教资

料，溶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为一体，发挥志书“存史、资治、教

化”功能，为“西部大开发”服务，为剑川“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3)本志之内容，着重记述剑JiI各民族之历史、语言文字、宗教

信仰、风俗习惯、文化艺术、科学技术、历史人物等，由剑川县人民

政府民族宗教事务局组织编写出版。 ’．

(4)本志之编写体例采用卷、章、节、目体，横j{lq'-I类，纵写内

容，设卷首、正文、卷末。卷首辑：概述、大事记。正文分：卷一，

民族考；卷二，白族语言文字考；卷三，民族宗教考；卷四，民族风

俗考；卷五，民族文化艺术考；卷六，民族科技考；卷七，民族人物

考。卷末辑：附录。
‘

(5)剑川境内有白、汉、彝、傈僳、回、纳西等6个世居民族，

其中白族人口一直占全县总人口的91％以上，是剑川主体世居民族，

故本志之<白族语言文字考>、<民族宗教考>、<民族风俗考>、<民族

文化艺术考>、<民族科技考>等卷，侧重记述白族，其他民族从简

记述。

(6)白族历史悠久，文化发达，曾是推动云南社会发展前进的主

体民族，剑川较为完整地保存着白族传统文化和宗教文化，故本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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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地方志缺载或不载的某些领域，如自族的民族素质、社会意识、经

济发展层次，自族文化方面的启蒙文化、口承文化、民间数学，白族

语言方面和汉语之“同源词”现象，民族宗教方面的原始崇拜、原始

宗教以及当今宗教观念等诸方面，作了初步的记述探讨。

(7)本志之“人物考”不分大传、小传，不分民族，不论官职，

以对民族发展有贡献，在那个时代有一定的影响为标准，按时代分南

诏、大理国时代，元、明两代，清代，中华民国时期，现代5章，辑

古今人物125人之生平事迹。坚持生不列传原则。

(8)本志行文以现代汉文语体为主，所引之古文资料注明出处，

并加“”号，所引用之白语词汇，在“汉字音译”后，在[ ]号

内以<白族文字方案>注出白语音。

(9)本志引用之年代1949年以前，南诏、大理国时代以“南诏

或大理国x王×x年，相当于唐或宋×x宗×x年”，后在( )加

注公元年份，公元前则注出“公元前”字样，公元后则不再注“公

元”字样。1949年以后，则直书公元纪年。

(10)本志上限不限，尽量在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上溯，下限总体

截止于2000年，但重要事件之延伸，有影响之逝世人物不在此例，

可截至本志出书之前。

(11)本志在资料使用方面在和新编<剑川I县志>重出时，新编

<剑川县志>详写者，本志适当略写，新编《剑川县志>略写或缺载

者，本志作详述，以相互补充。

(12)本志引用的统计数据，1949年前以历史档案资料为据，

1949年后以剑JlI县人民政府统计局“年鉴”为准。

(13)本志所引用的白语I=l碑资料，由于语意取向不同，直译不

能表达者则采用意译的方式，力求做到信、达、雅。

(14)本志之宗旨以“存史、资治、教化”为目的，为“西部大

开发”服务，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热忱欢迎对本志所有的资料

进行开发利用。为维护知识产权，凡引用本志资料时，须注明本志之

书名。



目 录

序

序

序

凡

目 录

(1)

(4)

(7)

(1)

卷首⋯⋯⋯⋯⋯⋯⋯⋯⋯⋯⋯⋯⋯⋯⋯⋯⋯⋯⋯⋯⋯⋯⋯⋯(1)

概述⋯⋯⋯⋯⋯⋯⋯⋯⋯⋯⋯⋯⋯⋯⋯⋯⋯⋯⋯⋯⋯⋯⋯⋯(1)

大事记⋯⋯⋯⋯⋯⋯⋯⋯⋯⋯⋯⋯⋯⋯⋯⋯⋯⋯⋯⋯⋯⋯⋯⋯(15)

卷一民族考⋯⋯⋯⋯⋯⋯⋯⋯⋯⋯⋯⋯⋯⋯⋯⋯·(31)
第一章民族综述⋯⋯⋯⋯⋯⋯⋯⋯⋯⋯⋯⋯⋯⋯⋯⋯⋯⋯⋯(34)

第一节构成·分布⋯⋯⋯⋯⋯⋯⋯⋯⋯⋯⋯⋯⋯⋯⋯⋯⋯⋯(34)

第二节迁徙·融合⋯⋯⋯⋯⋯⋯⋯⋯⋯⋯⋯⋯⋯⋯⋯⋯⋯⋯(38)

第三节土官·流官⋯⋯⋯⋯⋯⋯⋯⋯⋯⋯⋯⋯⋯⋯⋯⋯⋯⋯(41)

第四节“四二”武装起义⋯⋯⋯⋯⋯⋯⋯⋯⋯⋯⋯⋯⋯⋯⋯(45)

第二章白族⋯⋯⋯⋯⋯⋯⋯⋯⋯⋯⋯⋯⋯⋯⋯⋯⋯⋯⋯⋯(48)

第一节形成与发展⋯⋯⋯⋯⋯⋯⋯⋯⋯⋯⋯⋯⋯⋯⋯⋯⋯(48)

第二节姓氏·家谱⋯⋯⋯⋯⋯⋯⋯⋯⋯⋯⋯⋯⋯⋯⋯⋯⋯⋯(54)

第三节素质⋯⋯⋯⋯⋯⋯⋯⋯⋯⋯⋯⋯⋯⋯⋯⋯⋯⋯⋯(59)

第四节文献之邦·木雕之乡⋯⋯⋯⋯⋯⋯⋯⋯⋯⋯⋯⋯⋯⋯(66)

第三章汉族⋯⋯⋯⋯⋯⋯⋯⋯⋯⋯⋯⋯⋯⋯⋯⋯⋯⋯⋯⋯(70)

第一节流源⋯⋯⋯⋯⋯⋯⋯⋯⋯⋯⋯⋯⋯⋯⋯⋯⋯⋯⋯(70)

第二节社会形态⋯⋯⋯⋯⋯⋯⋯⋯⋯⋯⋯⋯⋯⋯⋯⋯⋯⋯(71)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