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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格桑顿珠

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省委、省政府历来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始

终把加强民族团结，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

发展繁荣作为做好云南各项工作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来，云南民族工作和民族理论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其中包含

着从事民族研究的同志们的辛勤劳动成果和贡献。

长期以来，临沧地委、行署十分重视民族工作，认真贯彻党的民族工作方针政策，把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临沧多民族、边疆的实际相结合，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加快少数

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步伐。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临沧地区民族团结

进步事业取得长足发展，呈现出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各族人民生

活水平不断提高的良好局面。现在，我们又欣喜地看到《临沧地区民族志》编纂成书，并

将付梓，再次向人们展示了临沧民族研究的又一丰硕成果，也是临沧地区民族工作的一大

贡献。

党和国家历来十分重视对民族问题的研究，全省各级民族工作部门为民族研究做了大

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民族研究将成为各级民

族工作部门为党委、政府在民族工作方面的宏观决策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民族研究更加

明确地纳入了各级民族工作部门的职责当中，成为每个民族工作者的一项基本功。

民族志是社会主义新方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临沧地区民族志》的出版，是临沧

行署民宗局的同志们为党的十六大献上的一份厚礼。一方面将有力地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在

临沧的伟大实践和辉煌成就，提高临沧的知名度；另一方面将进一步增强各级各部门做好

民族工作的自觉性。我们坚信，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在各级党委、政府的

正确领导下，临沧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必将在新世纪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各族人民在建设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做出更大的贡献。衷心祝愿临沧各族人民安康幸福，民

族工作和民族研究工作更上一层楼。

200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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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

临沧地区行政公署副专员 马迎春

盛世修志，是我国历史上的优良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修

志工作，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修志文化传统，加强对修志工作的领导。临沧行署民委、民

宗局对《临沧地区民族志》的编纂工作非常重视，多次进行专门研究，组织了领导班子，

落实编写人员。在4任领导的具体组织领导下，初稿完成后，立即召开了规模大、规格高

的评稿会，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对初稿进行了3次大的修改。现在，《临沧地区民族

志》出版问世了，这是临沧地区民族工作的又一丰硕成果，是全区各族人民的一大喜事。

临沧地区地处祖国西南边疆，民族众多o 11种世居少数民族，多数跨境而居。做好

民族工作，在全区各项工作中处于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而要做好民族工作．首先必须对

各民族的情况有正确的、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有关部门积累

了区内有关各民族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大批资料；改革开放以

后，编辑、出版了多种区情资料、论文专集和文化资料集成。这些资料的搜集、整理、出

版，极大地增进了各界人士对区情的了解，促进了临沧地区的改革开放。《临沧地区民族

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首次比较系统地收集整理了全区各民族、民族工作有关的资料，全面地、系统地介绍

了临沧地区各世居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展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临沧地

区民族工作的伟大成就，资料翔实，内容丰富，文风朴实，有较强的可读性。

临沧地区是世界著名的“滇红”之乡，亚洲独具特色的水电基地，中国佤族文化荟萃

之地，云南重要的蔗糖基地，昆明通往仰光的陆上捷径；是一块美丽、富饶、充满希望和

有待深层开发的宝地。丰富的资源和独特的区位优势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在开发西

部、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热潮中，临沧地区异军突起，越来越展现出她的魅力与活力。吸

引了越来越多的海内#I-A士的关注与兴趣。我们希望《临沧地区民族志》能为各级领导和

广大读者了解临沧提供一个窗口。由于这本书是初次编写，错误疏漏在所难免，但我还是

乐于向全区从事民族工作、民族教育、民族文化的同志们以及关心临沧和临沧少数民族的

读者推荐这本书，并希望有更多更好的民族文化著作问世，使我们的民族文化宝库更加丰

富多彩，更加辉煌壮丽。

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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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临沧地区行署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金建(佤族)

我国历来有盛世修志的文化传统。《临沧地区民族志》反映了临沧地区各民族在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历史进程中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历史性

巨变和辉煌成就，从而起到资治、存史、教化的作用。

《临沧地区民族志》历经四届编纂委员会的共同努力和编纂人员近十年的辛勤笔耕最

终定稿成书，它的付梓，既是临沧地区民族工作和民族文化事业的一件大事，又是区内各

族人民的一大欣事。

《临沧地区民族志》以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党的民族政策为指导，以章节目构架，上

限追溯临沧各民族的远古历史。下限至2000年。本志除了概述、大事记、附录以外，以

区内12种世居民族、重大史事、民族工作、人物共15个部分独立设章，共40多万字。

《重大史事》章的设立是本志的一大特点，突出反映临沧地区各民族共同建设家乡、保卫

边疆的重大历史事实。篇目提纲于1992年7月完成初稿，针对反馈意见和部分完稿章节

存在的问题，于1995年1月进行了篇目调整和修改o 1996年底完成初稿，总字数达70多

万字，下限至1995年。1997年11月召开评稿会，邀请区内外方志、民族研究专家以及老

民族工作者、老领导参加评审，收到评审意见40多份。评审人员在充分肯定志稿的基础

上，提出了许多非常中肯的修改意见。之后，刘茁生等同志对志稿进行了3次大的修改。

与送审稿相比，修定稿文字更加精练，史实更加准确，内容更加充实，更能够充分体现社

会主义新方志的“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三大特点。

临沧是个多民族的边疆地区，民族文化资源极为丰富。《临沧地区民族志》又一显著

特点之一，即是力求比较全面地反映临沧丰厚的民族文化资源。特别是结合中共临沧地

委、临沧地区行政公署提出的以弘扬佤文化为龙头全面推进全区民族文化建设的战略目

标，对区内丰富的佤族文化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收集和记述。可以说，《临沧地区民族志》

是人们了解和认识临沧地区民族文化不可多得的一部读物和参考资料，达到了地方性、科

学性、广泛性、资料性、可信性、时代性、实用性、思想性的有机结合的目的。

在《临沧地区民族志》的编纂过程中，还得到了退休老同志的大力支持，他们熟悉情

况，对民族工作有深厚的感情，为临沧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在此，向

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临沧地区民族志》作为临沧地区第一部民族志还存在许多不尽人意之处，诚望专家

学者和读者批评指正。

值此党的十六大召开之际，我们谨以《临沧地区民族志》作为全区民族工作者向党的

十六大的献礼。

200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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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倒

一、《临沧地区民族志》是临沧行署民族宗教事务局组织编写的部门志。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XBd,平理论、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思想作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遵循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记述临沧地区各民族和民族工作的历史和现状，在重

点记述现状的前提下，对可信的古代资料，亦尽可能收集人录。

二、《临沧地区民族志》的各民族分志部分按各民族人口的多少为序排列，汉族放在最后。对没有

组成村寨的民族，在《概述》中作介绍。对各民族的记述，视资料的实际情况作实事求是的安排，不

平均使用笔墨。

三、纪年方式，清朝宣统三年前用王朝纪年，以汉字书写，加注公元纪年；中华民国纪年用汉字书

写，加注公元纪年；“公元”、“年”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写。

四、计量单位用公制。需记市制或少数民族习惯计量单位的，加注折算的公制。

五、地名、政区等均依当时当地历史习惯记述。人名直书姓名，必要时写明职务、职称。

六、中国共产党云南省委员会简称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简称省政府，以下各级党政部门名称均简

称X X地委、X X行署、X X县委、X X政府。

七、统计数字一律使用统计部门的数字。

八、少数民族词语的译音，首先以汉字注直音(读临沧方言)或加注汉语拼音；汉语拼音仍不能

表达时，以国际音标注音。

九、《临沧地区民族志》以规范的语体文记述，浅近的文言文资料，照录入文，不作翻译。

十、《l临沧地区民族志》资料主要取自各县县志、民族志、有关档案、文献、书刊，引用时不一一

注明出处。其他重要资料尽可能注明出处，以资查证。

十一、对有不同意见及有歧义但有保存价值的资料，在注释中保留。

十二、《临沧地区民族志》上限尽可能追溯至事物发端之时，下限至2000年。

——4——



概 述

临沧地区位于云南省西南部，总面积24 469平方千米。2000年，全区人口2 228 785人，平均每平

方千米91人。行署所在地临沧城，距省会昆明614千米，有干线公路通往昆明、大理、思茅、保山、

景洪及区内各县，是滇西南重要的交通中心；南大公路直达边境IZl岸孟定，并连接缅甸境内的公路，可

直达缅北重要城市腊戍、曼德勒，直至仰光，是通往缅甸和东南亚的重要门户。

2000年，全区8个县中，有3个自治县。共设乡镇89个(其中镇24个)，有22个民族乡。山地

占总面积的97％，有1万亩以上的坝子24个，总面积84．46万亩。河流分属澜沧江水系和怒江水系。

自古以来，临沧地区就是多民族居住的地区。考古发现证明，至少在5 000—8 000年前，就有各民

族古代的先民在区境活动。云县忙怀、双江忙糯、耿马南碧河3个新石器遗址，反映了3种互有联系而

又各具特色的文化嬗变、传递的某些信息。对近年来发现的多件青铜器(铜鼓、铜斧、石范等)的初

步研究表明，在2 500—3 000年前，即春秋中、后期至战国时期，区境就有了青铜器的炼铸，且生产已

达到一定规模。青铜器的形制与楚雄、大理等地出土的同类器物有很多相似之处。①汉、唐以来，汉文

历史文献对各民族人民在区境劳动生息的轨迹留下了十分可贵的记录，使人们对各民族古代的历史可以

进行较为清晰的认识和判断。自汉晋经唐宋，历元、明、清各个朝代，各民族人民共同开发了临沧这块

神奇、美丽、富饶的土地，在相互交往中，相互学习，彼此融合，但又始终保持着各民族优秀的传统和

特色，从而使临沧地区各民族的文化异彩纷呈，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增添了一份十分宝贵的财富。

2000年，临沧地区少数民族897 122人，占全区总人VI的38．46％。少数民族20余种，组成村寨的

世居少数民族11个，即彝族、佤族、傣族、拉祜族、布朗族、白族、傈僳族、回族、苗族、德昂族、

景颇族。他们的先民分别可以追溯到周秦以来的氐羌、百越、百濮三大族群。此外，区境还有10余种

其他少数民族。2000年，有哈尼族491人，壮族1 275人，纳西族592人，瑶族68人，藏族94人，阿

昌族128人，怒族5人，普米族147人，独龙族27人，蒙古族89人，水族13人，满族634人，布依族

365人。基诺族1人，其他民族658人。除满族中有少数是清朝在区境做官、防军的后裔外，其他民族

基本上是军人、干部、农场职工和他们的子女，都居住在城镇、农场。

各民族都有极其丰富的、历史悠久的文化遗产。都有各自的语言和风俗习惯、服饰特征、宗教信

仰。在长期共同生活和交往中，各民族之间的文化相互影响，各民族人民友好相处，互相帮助。

各民族都为边疆的开发、祖国的统一、边疆的稳定做出过贡献。明朝初年，区境各地已普遍推行灌

溉农业，实行多种经营。清朝乾隆年间，铜、银的大规模开采在全省、全国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

了维护边境的安宁，各族人民进行了多次抗击外来入侵者的战斗。1934年沧源班洪抗英斗争为中国近

代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沧源班洪佤族人民在各族人民的支援下，给入侵英军以重创，伸张了民族正

义，唤起了全国人民对边境安宁、领土主权的关注。佤族人民为维护祖国领土完整进行了几代人的

斗争。

各族人民为反对封建统治和民族压迫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拉祜族、佤族为反对封建统治和土司

暴政举行过多次武装起义，回、汉各族人民配合杜文秀为首的反清起义，在区境各地坚持武装斗争，给

封建地主阶级和清朝官府以沉重打击。清朝末年，一批志士仁人积极投身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民

主主义革命，为推翻清朝、建立民国做出了贡献。中华民国成立后，上千农民参加护国军，英勇作战，

粉碎了袁世凯复辟封建帝制的图谋。抗日战争时期，许多将士在抗击日寇的战斗中壮烈殉国；数以10

万计的各族农民参加抢修滇缅铁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批觉悟的青年，克服千难万险，投奔革命圣

①吴学明：《临沧青铜器管窥>，载<临沧文化)1995年。



地延安，成为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1948年，在中国共产党回国党组和中共云南省委的领导下，双江、

缅宁(今临沧)地区掀起了反蒋武装起义，建立了人民政权。全国解放后，各族人民配合中国人民解

放军消灭土匪，击退蒋军残部人犯，保卫祖国国防，涌现了一大批英雄、模范，各个民族的许多烈士为

保卫祖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回顾这一幅幅可歌可泣的历史画卷，人们会情不自禁地从心里赞叹：青山

处处埋忠骨，浩气常存天地间!

明清以来，中央王朝册封少数民族统治者为土司，对区境实行羁縻统治；随着中央王朝对边境地区

控制的加强，陆续实行改土归流。这些措施对社会的进步曾经起过推动的作用。

中华民国时期，经济文化有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教育事业的兴办，对促进区境地区社会进步的作

用尤为显著。区境各地与内地的联系更为密切。但是，历代封建王朝，特别是国民党反动政权、推行民

族压迫政策，加剧了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不平等，导致民族关系紧张，民族纠纷不断，多次发

生械斗，甚至酿成民族之间的战争，使各民族人民生命、财产遭受惨重损失，民族之间的隔阂越积越

深。封建领主、地主、富农的剥削，政府的苛捐杂税，天灾疫病不断，悍匪巨盗横行，高利贷的残酷盘

剥，极端不等价的商品交换，都是压在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人民身上的沉重的负担。

1950--1951年，临沧地区全境解放，各县陆续建立起人民政权，遵照“慎重、稳进”和“团结、

生产、进步”的方针，开展民族工作。中央民族访问团到边疆各县进行了访问，传达党中央的民族政

策，团结了大批民族领袖人物和上层人士。以后，中共云南省委、省政府，临沧地委、行署多次派出访

问团(组)、工作队(组)与驻军配合，在边疆民族地区进行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团结民族上层人

士，发动各族劳动人民，疏通民族关系，实现了民族团结。各族人民积极支援人民解放军，迅速消灭了

猖狂一时的土匪暴乱和逃缅国民党军残部的窜犯，保卫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各民族的代表参加了各级政

权组织。为了加强区境的民族工作，1952年，政务院批准成立了缅宁专区。人民政府采取得力措施，

帮助各民族人民恢复、发展生产，为各民族人民防病治病，兴办民族教育事业、建设公路、发展邮电通

讯等等事业。1955--1956年，针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分别以。直接过渡”、“和平协商”、

“缓冲区土改”3种方式在边疆民族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1956年，开始推行农

业互助合作运动，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1958--1959年，由于“一平二调”、“共产风”、“大跃

进”取代了“慎重、稳进”的方针，严重影响边疆民族地区的安定，致使一部分边民外迁。内地民族

地区，群众生活也极为困难。1961年，纠正了“左”的错误，重申民族地区的工作要重视民族特点，

采取特殊的政策、措施，边疆民族地区的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发展。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

使各族人民又遭受了一次空前的浩劫，民族工作再次受到严重干扰。粉碎“四人帮”特别是中国共产

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族工作重新受到重视，得以正常开展。建立了地、县两级民族事务工作机

构，认真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继1955年建立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1964年建立沧源佤族自治县之

后，1985年又建立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各县又建立了民族乡。3个自治县和22个民族

乡是全区民族工作的重点。

提供了有利条件。

临沧地区的民族经济、文化事业虽然取

大的差距。全区各族人民遵循江泽民同志“

开发的机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为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迸步，为巩固

现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繁荣而继续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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