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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州位于四川省西南部，是一个以彝族为自治民族的多民族地区，也是

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州内除彝族外，还有13个世居民族。它以丰富的资

源，悠久的历史，多姿多采的民族风情而为世人所关注。多少年来。到凉山寻踪

问迹，考察研究的的人士络绎不绝。对凉山的介绍，研究颇多。改革开放以后，

投资创业，旅游观光、采编报告、制作影视者，更是纷至沓来。世界了解凉山，凉

山要走向世界已成为一种趋势。作为民族自治州，民族状况自然成为众人瞩目

和关注的重要内容。然而全面介绍凉山民族状况的图书资料至今尚付阙如。

解放前的报告，一般不是过于简略，就是失实、编颇，而且多存民族歧视，解放后

的又往往只限于一时、一事或一个侧面。因此，编纂一本全面、真实反映凉山民

族风情的书就成为了时代的需要o

1993年，凉山州民族事务委员会就这一情况组织人员，在州地方志办公室

的指导下进行编写。1996年民族事务委爱会撤销，另组建民族宗教事务委员

会，民宗委继续这一工作，前后历时10年，经过三届编纂委员会的努力最终编成

<凉山州民族志》一书，该书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理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详细占有资料，大部份内容由各民族知识分子撰写，记录

了凉山14个世居民族的源流、人口、语言、文字、社会、习俗、经济、文化，揭示了

各民族的历史进程，是一部比较全面、真实反映凉山民族状况的资料书籍。本

书附有地图、图片，以直观手段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相信它是了解凉山的一个

窗口，能为关心凉山、需要了解凉山的人们，提供一条便捷的道路。同时，我们

也认为这部书也能起到“资治”、“存史”、“教化”、“信息”的作用。

燎为i再o

2003年1月



编 写 说 明

一、本《志》以向社会提供观点正确、比较祥实全面的有关凉山民族

状况的资料，使之起到“资治”、“存史”、“教化”、“信息”的作用为撰写

宗旨。

二、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为指导。涉及解放后的有关问题以“中国共产党关于建国以来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以民族政策为依据。按地方志体例撰

写。由图片、地图、表、概述、大事记、专述、附录几部份组成。

三、凉山行政区划几经变动，本志以现行区划为准。凡已外划的地

方，一般均不再涉及。自治州与西昌专区同时并存的时期，凡可以统一

记述的均进行统一而不再分述。

四、由于记述需要，本志时间上限推至秦汉，下限到2002年。

五、民族按人口多少排列，决定详略，但因彝族是自治州的自治民

族，因此列首篇，并给予较多的篇幅。

六、本志以介绍民族群体为本，不录人物。

七、用母体文记述。引文保持原文。用法定计量单位。“解放”一

词指1950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凉山。

八、凉山彝族解放前的社会性质、州内蒙古族的源流，民间有不同看

法，本志按地方志性质要求以国家所认定的为准。



第一届编纂委员会名单

顾问： 瓦扎木基(彝) 穆文富(藏) 列索予哈(彝)

编委会：

主任： 曲比什美(彝)

副主任：匿囹(藏)医二习(彝) 杨太宁(白)

委员： 刘海林

金均培

马尔子(彝)

编辑： 巴且日火(彝)

张 明

吴国清

巫勇(彝)

撰稿：匿羽(藏)
张顺忠(僳僳)

李瑞禾

姚昌道 罗聪(彝)

杨立平 赵陆远

龙行

李瑞禾 张林青(藏，女)

王文芝(蒙古，女) 姚昌道

马 勤(彝) 曾昭德

曾学军 张顺忠(傈僳)

赵陆远 马尔子(彝)

八且日。火(彝)姚昌道

张林青(藏，女) 张明

王文芝(蒙古，女)昊国清

杨太宁(白) 曾绍德

金均培 杨立平

曾学军

总纂：赵陆远

资料：张顺忠(傈僳)

马勤(彝)

巫勇(彝)

罗聪(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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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编纂委员会名单

顾 问： 瓦扎木基(彝) 穆文富(藏) 蒋明清(彝)

孙学华(彝) 列索子哈(彝) ，

编委会：

主 任：杨正和(彝)

副主任： l壁塞燮l(藏) 张文斌 白 云

委 员： 曲比什美(彝) 刘海林 姚昌道

罗聪(彝) 杨太宁(白) 赵陆远

金均培 杨立平 马尔子(彝)

龙行

撰 稿：匦囹(藏) 马尔子(彝)

姚昌道 - 李瑞禾 ，

张明 吴国清

王文芝(蒙古，女)曾绍德

金均培 j 杨立平

总 纂：

图片、地图：

资 料：

赵陆远

杨太宁(白)

张顺患(傈僳)

八且日火(彝)

张林青(藏，女)

马勤(彝)

巫勇(彝)

曾学军



编委会：

主 任：

副主任：

委 员：

总 纂：

图片、地图：

资 料：

第三届编纂委员会名单

谢宇才(彝)

张文斌

鲁炳荣(彝)

何跃清(彝)

张顺忠(僳僳)

何跃清(彝)

杨太宁(白)

张顺忠(僳僳)

白云 董斯达(藏)

杨太宁(白) 张林青(藏，女)

沈卫国(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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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斌

白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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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炳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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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太宁

《凉山州民族志》终审人员名单

州地方志编委会顾问原州委书记

州地方志编委会顾问原州长

州地方志编委会副主任原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州委统战部部长州政协副主席

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州人民政府副州长

州地方志编委会委员原州政协秘书长

原州扶贫办主任

原州编译局局长

州地方志编委会委员原州民委主任

原州民委主任

原州民宗委主任州扶贫办主任

原州民宗委副主任

州民宗委主任

州民宗委副主任

州民宗委副主任

州民宗委副主任

州民宗委纪检组长

州民研所所长

州民宗委办公室主任

州民宗委经济发展科科长、，、，、，、，、，、，、，、，、，、，、，、，、，、，、，、，、，

彝

彝藏彝藏彝

彝

彝彝彝藏彝

藏彝彝彝自，L／L，k／k／＼，k，k，k，＼，＼，一，，＼／～，～，L，L，＼



张林清

张顺忠

马尔子

赵陆远

沈卫国

王林’吉

李志华

龚书桥

李伍呷

吴德翔

莫色鸟呷

王小建

易 蓉

毛 太

姚建平

(藏，女) 州民宗委对藏办主任

(傈僳) 州民宗委宗教科科长

(彝) 州民研所副所长

．会理一中退休教师

(彝) 州民宗委办公室科员

原州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州史志办公室主任

州史志办公室副主任

(彝) 州史志办公室副主任

<凉山州志》副总编

(彝，女) 州史志办地方志科科长、编辑

．州史志办地方志科副科长、编辑

(瑶，女) 州史志办综合科科长、编辑

州史志办公室编辑

州史志办公室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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