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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丽县 民政府

文 件

瑞政发(1 9’8 7)第9号

、 《关于颁发“瑞丽县地名志”的通知》．

各乡，镇，县直各部、委、办、局，各企事业单位，瑞丽县国营农场t

地名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地名标准化、规范化是一项关系到四化

建设，国家领土主权，民族团结和国际交往的大事。我县地处边疆，国防前哨，地名的

标准化、规范化尤为重要，编写《瑞丽县地名毒》，已成为历史的必然，建设的迫切需

要：过去，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县出现了不少一地多名、用字不当、一名多译、．音译不

准、含义不好等各种情况，“文革"期间又受地名“一片红”的影响，使地名出现了混

乱状态：遵照国务院国发‘1 9 7 9)8 0 5号文件精神，‘我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经

过几年来的努力，对全县现行的地名，进行了认真的普查核调，经野外实地考察，翻阅有

关历史资料，听取当地群众意见，对我县的地名进行了标准化、规范化的处理，编制出

版了瑞丽县地图。在此基础上，．我们根据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

． 《云南省地名普查工作试行细则》和《云南省县市地名志编纂意见》的要求，犏撰了

《瑞丽县地名志》一书，它是我县首次地名普查工作的结晶和主要成果，是我县地名的

百科全书和供研究地名科学使用的工具书。它是在地名普查的基础上，用地名典籍的形

式、为我们提供比较准确的，完整的地名资料书，可供党政机关和经济建设部门使用，它

是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教育的乡土教材，并可供各地图书馆，档案馆参考和收藏。

本书主要内容有瑞丽县地图、瑞丽县概况等多篇文字资料，反映瑞丽县工农业生产，商

业贸易，边境口岸，市镇建设、自裂，风光，风土民情、名胜古迹的照片若干幅，收集了

经过标准化，规范化处理后的各类地名8 2 5条。全书计十六万字，并附有附录多篇，

内容丰富，具有一定使用价值，现已编撰完稿，经有关部门审批验收合格，内部出版发

行。今后各行各业使用本县地名，均以《地名志》书写的为准，不得随意更改，凡需命

+名更名者，应报请县人民政府地名委员会批准。 、 ’

瑞丽县人民政府

1 9 8 7年8月



●

前． ’言· 1，·

《瑞丽县地名志》另．我县l g 8 l——l 9 8 8年地名普查工作的结晶和主要成

果。是继承和发扬移县悠久历史、灿烂民族文化与地名遗产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以马列、

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国务院(1 9 7 9)8 0 5号通知发布的《关于地名命名、更

名的暂行规定》为原则，《全国地名普查若干规定》和《云南省地名普查工作试行细

则》、《云南省县市地名志编纂意见》为要求而编辑的。为了适应改革和开放的需要，

了解瑞丽，建设瑞丽，促进瑞丽经济腾飞，使本志更富于资料性和科学性，提高使用价
‘

口值，我们采用了词典的形式编辑出版。
、

‘这次地名普查工作，是我县有史以来的第1次，它对结束我县地名混乱现象，维护

国家尊严，增强民族团结，发展我县经济，便幂q内外交往，咖速我县“四化”·建设，开

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都将起到重要的作用。它将为政治、弪济，军事、民

政、外事、交通，邮电、科研，文教，公安、城建、新闻、广播、测绘，出版、旅游，

商标设计等部门，以及人民日常生活交往，提供准确的地名依据。 ，

编制《瑞丽县地名志》，疆一件具有重要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大事。是在县委、

县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在各级地名委员会的指导下，经过深入各区乡村实地核调，

查阅了有关历史资料，做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工作后编辑而成的。在进行地名的确

定、更正、恢复、’更改、调整、重译等一系列工作中，我们采取了领导、群众、专职人员

‘，4’兰结合的方法，解放思想，依靠群众。从实际出发，把可以继续使用的地名确定下来’

’把“文革”期间任意纂改的地名恢复过来，把需要调整变动的地名，通过群众讨论，领

导审批决定下来，把1：5万地形图上错标的地名更正过来。在地名标准化，规范化的
‘

过程中，我们对我县8 0 0多条地名的历史沿革、内容含义，地理概况等方面，在反复

印证，实地核调的基础上，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对中，缅边界附图上记载的地名，除误

标外，则保持原状不动。在标准化过程中，我们只对使用广泛的山、河、村等通名进

行统一规范。对少数民族语地名中一名多译，译音不准、用字不妥、含义不好等问题，

作了适当的处理。
·

‘

‘

《瑞丽县地名志》一书，共汇集了经核调后的地名8 2 5条。其中行政区划及居民 。

点地名8 2 1条，淦事业单位(含农场、林场、道班)1 0 8条，名胜古迹，、人工建筑

类1 0 7条，自然地理实体类2 8 9条。共收录文字概况3 2份，地图1幅，照片8 2

张，附录1 2件。在地名资料中，除按规定收集的内容外，我们又在目然村项内增收了

， 耕地，出产、来历含义和居民点企事业单位名称，县城中、小学，部分近年新建单位的

．一些资料。 ·

’

。

在地名普查阶段的外业工作中，我们得到各区，镇办公室，民政助理员，乡文书和

’驻地干部，群众的大力支持，为我们反映情况，协助收集地名资料等方面做了大量工
‘

。

作。在内业资料整理上，萤焕荚，陈江，王国珍，板帅，冯开智，李洪泽，高俊杰，赵 ．



·子义j唐勒锐、线有文等同志，抽核了全部地名资料，整理填写了表卡，完成了图，

t文、表、卡四项普查成果的上报。后期还得到刀安年、刀承英、庄和贵等同志的支持o

’在编纂《瑞丽县地名志》的过程中，由陈江担任主编，负责全部文字概况、历史沿革，

地名历史资料和行政区划居民点、自然地理实体，名胜古迹、主要附录等条目的撰稿。

r王国珍担负企事业单位，农场，林场、道班以及人工建筑部分地名条目的撰稿。管有

成、王瑞霞、王莉、陈茂云参加部分附录的编写。李洪泽、冯开智担负瑞丽行政区划图

的绘制。在民族语地名译写和规范化方面，承王焕道、金明，龚肃政、管有成、童荣云

，的协助。阳举文等同志提供了照片0还得到省地名办李子盛、州地名办蒋兆洪、陈茂云

韵具体指导，以及县有关部门的支援，特在此表示谢意。．

本志所录，尚有不尽完善之处，还待提高。由于我们人力不足，缺乏经验，错漏在

所难免，敬请指正l ，
．

。

t
：。

瑞丽县地名办公室 矗
疆

l 9 8 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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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

l、本志共收录各类地名8 2 5条，属于内部资料，在所编条目中，凡有争议的人工7

建筑物，自然地翟实体，如山，河、水塘、沟渠、电站之类．不论编入哪一个行政区划

． 内，均不作所有权依据。 ．． ．‘

2、本志资料截止时间，按上级有关规定为1 9 8 5年底。在本志编写时，农村体 。

制改革工作已基本结束，故在编写时将原公社、大队的行政区划名称改为区、镇、乡的

． 建制。在本志编完时，撤区建乡，又将区改乡情况表附于志末附录之中。近年来新增了·

部分企事业单位，亦择要者录入本志。 ·

。 3，．地名用字按规范化的简体字为准。地名资料的。编排顺序按地图纬经度从北到
‘

南、从西到东排列。其方位距离，以直线距离计算j ．。

．
． 4、原五万分之一的图上所标注过的部分居民点的自然村名，因居民后来搬迁而成为

废村，但仍有其地名意义，这次编志中仍择要收入。有的则作地片名保留，作为小地域
。

名存在。 ，

’ ‘

～ ●

j 、，5、’在编绘《瑞丽县地图》时，中缅尚未进行界务联检，故在标注瑞丽江中的巷腮
’

岛时，未标出该岛在我方一侧的部分，现在此说明。 ．- -

6，地名的来历含义中，只解释圭地名，不解释派生的地名。在少数民族语地名的

+语别和来历含义上争论较大的地名，则两说并收，．以待研究。

·7、本志资料来源除主要来自普查成果卟，还参考了《新纂云南通志》，省档案馆
， 《更改县名卷》-、《中国地名大辞典》、《外国语言地名词典》，《中国历史地图集》

‘(云南地区)、《民国勐卯地志资料》、《百夷传校注》、《蛮书》、《傣族史》等图书，

’以及云南省档案馆，省图书馆，省历史研究所、保山行署档案馆、腾冲县图书馆的部分有

关资料。
+

：8、本志索引，分地名首字笔画和音序索引两类，均以地名第一字的笔画和首字汉

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地名首字笔划相同或首字拼音字母音节、声调相同的地名，按地

名字数多少排列。《地名首字笔画索引》左边为地名，右边为索检页码。《地名首字音序 。

索引》左边为地名汉语拼音，中间为地名，右边为索检页码。 。·

’
一

’
、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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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丽县概况 。．’

瑞丽县，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地处云南省两部，德宏州西南。总面积8 6 0
’’ ’霹

平方公里。它东连畹町、潞西，北接陇川；西北、西南、东南三而与缅甸毗邻。山水相 ．．

连，村寨相望，田地犬牙交错，民族跨境而后，有史以来，就彼此串亲访友，通婚互 ；

· 市。瑞丽江和南碗河由北向南从中缅两国田坝和村寨间流过，江上有大小2 8处渡口，边 7：
民共同放舟。在长达1 4 1．2公里的国境线上，有大、中型界碑5 4座，其中附碑1 9 i

座。这里是我国西南边境上的一个门户和窗口，也是我省对东南亚地区经济文化交流．÷ {

侨民会亲访友的一个口岸。 ’·’一’‘， 焉

在这块土地上，居住着傣，景颇、德昂、汉、傈俘等民族，1 3 8 9 5户，6 6 7 4 ”《

1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8 B，7 4 0人，占总人口数的6 0％。国营农场人口8 2 9
。理

．4户，1 1，0 0 0人，占总人口数的2 0％左右。农村行政区划分为五区一镇二十哩 !
乡，二街道办事处，一百九十九个行政村，二百七十个自然村。瑞丽农场下辖六个分场 《

七十一个队。县城位于县境东南部。县人民政府驻勐卯镇境内，距省会。昆明8 9 6公
’

l
里。 ．

··
‘． ：《

县名由瑞丽江名派生而来，据省档案馆民国《关于更改县名及设始局土名译音努卷 ’．

j蔫

载。 “令催备属查存前令拟议更改士名译音名称，并查有无更改之必要，以凭核办”的 j

训令，瑞丽原名勐卵，为傣语译音，当在改之列。又载：“瑞丽勐卯与英缅甸系瑞丽江
、 分界，取此名称，乃保存历史，永垂不朽之意。‘”因之在蔓9 8 2年，’改勐卯设治局名 ，i

为瑞丽设治局。瑞丽作为行政区划名开始出现。1 9 5 2年绎国务院批准设瑞丽县。其‘· ：

原意为“金水"，后渐演变，雅化为吉祥、秀丽之意。 ． ．墨

全县地处横断￡D脉高黎贡ffl余脉的．向南延伸部分，地形平面呈半岛状纺锤形，为两江。 ，!

，(瑞丽江、南碗河)夹一山(勐秀户育梁子)一坝(瑞丽坝)。总的地势是西北高，东- +， 兹

南低，山脉由北向南走。全县平均海拔1‘，8 8 1米，最高点为户永山，海拔2，’0 1
．一 5i

9．．7米，其次是营盘山，海拔■：8 2 6米，198．o年2月16日，国家天文台曾在此设 {
．日全食观测点。全县最低点为榕棒旺，海拔743．2米，位于瑞丽江和南碗河交汇处，地处 I
祖国西南边境最前沿。主要河流瑞丽皿，吉称麓川江，上游为龙川江，发源于高黎贡山西 盘
侧，是伊洛瓦底江的重要支流之一。其次是南碗河，上游在陇川县境内，在榕棒旺附近 i
汇入瑞丽江。．从地貌看，全县由高黎贡L【j余脉及山间盆地两部分组成，山坝各半，其结 耆

合部多丘陵台地，平坝上多沼泽、湖塘，由东北向西南延伸，由于古瑞丽江改道，留下． 蛰
． 的低洼地形成星罗棋布的湖塘较多，有弄莫等大小不一的十余个湖塘。从气侯看，由于’ ·· 叠

地处低纬度带，境内受印度洋和孟加拉湾季风的影响，多西南风，最大风力可达九级左’ l
右。气候特点是冬暖夏热，雨季较长，’旱季多雾，基本无霜，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全年‘ 2

，平均气温为2 0。C。年积温为7，2 6 0。C，．劳冷月为一月，均温为1 S·4。C，． ． ：霭
最热月为五月，均温为2 4．8。C，平均降水量为l，8 8 9毫米。山区降雨量比坝 ’《

4‘ ．．∥ ’． ，： ’．-疆4 ． 。疆

j ，
、

‘
’

．

，．

．。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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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偏多。 ’．

由于地处亚热带，气温高，日照长．雨量多，土壤肥．，不少作物冬春都可播种。种

类繁多的热带经济作物成长良好。胶树成林。翠竹成荫，甘蔗成片，盛产稻米以及砂

仁，胡椒、草果、菠萝、烟草、紫胶、油桐、茶叶，花生等经济作物。柚子、芒果，芭

蕉、波萝蜜，番木瓜、西瓜、香瓜、桔子等亚热带瓜果。山里有豹、熊、．鹿、麂、猴、。

孔雀、犀鸟，蟒蛇等珍禽异兽，煤、铁，硫磺等矿藏，南兰，南碗、南约、南管、扎朵

‘等河流，有灌溉发电之利。山区天然牧场水清草旺，可发展畜牧业。乳，役两用高峰贽
牛是我县特产。野生药物种类不少。三大山是自然保护区．森林茂密。由于得天独厚的‘

自然条件，亚热带的风光，各民族人民的辛勤劳动，使它变成为令人神往的绿色宝地，

被人们誉为“金色的翠鸟；孔雀的故乡，，。

可是，解放前深受封建领主，国民党、帝国主义的；重压迫，生产发展缓慢，商业

集市萧条，人民生活痛苦，是个“要到夷方坝。先把老婆嫁，，的烟瘴之区。民国《勐卯地

志资料》载：“勐卯僻居边微，士广人稀，生活程度较低，凡饮食衣服亦极担劣，在中下、

层社会之人民，大致以务农经商为主，极贫之人，．每年耕种山地，秋后无论男女，相率

往英缅佣工，至来春方归，又复理农作，以谋低贱之生活，，。解放后，农业不断发展，

生尹：突飞猛进。执行了“在粮食稳定增长的基础上，粮、蔗、胶并举，农、林，牧并

重，长、中、短结合，农、工，商综合经营，积极发展商品生产”的方针，．促进了经济
’’

发展，全县总耕地而积达1 2 9，5 2 5亩，其中水田9 6，1 4 2亩，旱地3 2，3 5 5

亩。1 9 8 5年全县粮食总产达5，9 5‘8万斤。曾出现过广双这样的全国农业先进单位一

经济作物方面，以甘蔗和橡胶为主。I 9 8 5年种甘蔗4 8，1 0 4亩，总产达
1 2 8，8 5 9吨；比1 9§0年有大幅度的增加。橡胶干胶片产量，1 9 8 5年达

2 7，‘7 7 2担。其它经济作物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解放前，林，牧，副、渔各业发

展缓慢，“土广人稀，山场尤丰，不事林牧业。刀如今建立了州贺允林科所，勐秀林场

和林管所，区有护林员，．森林得到一定保护，造林面积有所增加．o县和区还建立了畜 一

，·．牧；养殖、·养猪、．养鸡等场。1 9 8 5年大牲畜存栏梦达2 0，4 0 0头，生猪存栏数

达8 5，8 2 6头，为瑞丽历史上最高水平。近年来，社员家庭的养殖业、种殖业都得、

到相应的发展。．
、

。农田水利汐施，解放前仅靠天然江河水塘和小沟渠灌溉。现巳建成姐勒，勐卯两水

库，团结，南兰，弄岛三大沟，使有效灌溉面积达7 8，0 0 0亩，占总水田面积的

7 4．8％。
’

●

农业机械从无到有，现拥在’大中型拖拉机2 4 4台，手扶拖拉机6 l 7台，汽车

2 9部，全瀑农用动力达2 1。，3 0、8匹马力。
’

．

工业，解放前夕“产物不多，虽有少数的手工业工人，系小本经营，·然工作异常拙

劣，金属特产、大宗工艺品均无"。现兴建了日榨1，5 0 0吨甘蔗的大糖厂一座，以

及造纸、皮革、农机、农具、制胶，制砖、发电、陶瓷、建筑、民族服装、家具、副食

品、果品加工、煤厂等一批工矿企业。1 9 8 5年，工业总产值达1，7 1 8万元。

交通运输，从前“途极险峻，虽屡经修理，而屡被掩没，驮兽船舶轿兜脚夫均·

．'无，，。近三十年来，相继修了畹(町)一瑞(丽)、‘瑞(丽)—r陇(川)，戛(中)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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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瑞(丽)、双(卯)一臂(允)、南(京里)——勐(秀)、瑞(丽)一户t育) 鬣

等公路干线。到昆明、保山，下关、楚雄、腾冲、芒市均有直达班车。全县五区·镇都有

公路相通。江上渡口每日有木船、竹筏摆渡于中、缅两国之间乞 、 。

‘

．商业贸易，过去“无街场市面，故商务极形萧条。"如今相继建立了一批商业网点，

县城有民族商店、边境贸易中心和商号、商场。有县城、姐勒、姐相、姐东，弄岛，小
。

9

．街等集市，内外客商云集，商业贸易繁荣。农村供销网点遍布各区乡，购销两旺。 !

文教卫生事业也得到迅速发展。昔日“民尽夷族文字，不通语言⋯⋯因地瘠民贫，
辫 尚未兴学。”直到1．9 5 0年，全县仅有一所省立勐卯小学，学生很少。现在全县有小 j

学7 8所，中学3所，幼儿园1所，还建了民族小学1所：小学在校学生8 6 0 9人， ，
．1

其中，当地少数民族学生6 2 1 1人，中学在校学生1 6 8 8人，其中当地少数民族学
。

生6 2 8人。有小学教职工5 0 0人，中学教职工1 5 5人，少数民族教师比例也不断

增加。文化事业，先后建了县民族文工队，广播站、电视差转站、文化馆、图书馆，电

影院。少数民族能歌善舞，农村文娱、体育活跃，有“歌舞之乡，，称誉。

． ’过去的烟瘴之地，随着卫生事业的加强，已变成幸福的鱼米之乡，蔗糖之乡。改变了 。

缺医少药、有病求神祭鬼的落后状况，现已有三所医院，各区都有卫生所。全县医务人员

1 9 8人，平均每千人有医务人员4人，每千人有病床2．4张。经过多次爱国卫生运动，

防鼠防疟，几种主要传染病得到基本控制，提高了人民健康水平。近年来，计划生育工，

作取得新的成绩，人口自然增长率有所下降。

在文物古迹中，以姐勒金塔最有名，现巳修复一新。弄安佛塔经修茸，又换新容。
。

大等喊、喊沙等别具民族特色的奘房换了新颜，吸引着国内外游客。近年在文物考古

上，也有新的发现，南姑坝古人类牙齿化石的发现，芒约雷奘相新石器遗址的考察，平
· ，麓古城址的研究，都有新的收获。

’’

在市镇建设上，经过规划及三十多年建设，巳初具规模，成为祖国西南边境线上的
“

一座新城。开始改变了道路不平、电灯不明的状况，完成了县城主要街道沥青路面的工

程，新建了一批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高层建筑。自来水的整修?电视差转台的建成，输电
7

’

线路的架设，市场的修建，市容的整顿，道旁绿化等基本建设的相继竣工。使边城瑞丽 ．

．j焕然一新，孔雀之乡更加美丽。 ．

．



瑞丽县‘历‘史沿革

瑞丽是一块历史悠久，山清水秀，风光绮丽的地方。它和云南各地_样，早就有古

·人类的活动了。1 9 8 2年在我县芒约雷奘相发现新石器，1 9 8 4年在南姑坝发现古
一 人类牙齿化石j l 9 8 5年1 0月，在芒海出土双层陶土罐、陶轴瓶，初步证明先民早

就在这里劳动生息。 、

。 ·

， 秦、汉前属古哀牢地，西汉时属隽唐、不韦两县范围；东汉时属永昌郡；三国称 ．

“南涪刀，’又称“南里”，为蜀汉置，晋因。南北朝时，约在公元5 6 8年，相传天神

之子根仑，根兰扶黄金之梯下降于瑞丽江谷道，分封七子于太公，勐养，勐拱等地，根

兰则以瑞丽江为中心，在七世纪建立了“勐卯国"。唐代名“乐城名，属南诏永昌节度

管，宋朝名“布茫甸"，隶大理国腾冲府辖。公元1‘1 5 4年，勐卯土司先祖方罕统一，

了勐卯各部落。公元1 2 S 3年(元宪宗三年)元军入云南取缔大理割据，设金齿宣抚’ ：。

t 司及六路总管府，在德宏及其附近地设金齿安抚司，今瑞丽在所辖境内；公元1 2 5 7

．． 年，元朝将方罕统治下的勐卯建为麓川路，设麓川宣慰司，置军民总管府，委原任勐卯，

的百夷酋长为世袭总管。后又降为勐卯安抚司。
、

据傣文《思氏谱谍》载。傣历五百一十八年，芳罕为勐卯大长，在位三十七年卒，

子罕好袭职，罕好筑城于云南以居。傣历五百九十年，子罕静法袭职，在位十二年卒。

因无子，文武大头目四人管理地方，四头目求其主，寻得曾擒获虎的牧牛人刹远，任勐

。’ 卯大长，称擒虎王(为思可法)，建城于蛮海，四年后，筑城于姐兰以居。思可法六十

六岁之年，迁居猛巧p西北达本城，享年八十五岁卒。傣历六百四十四年，子思炳法立，

在位十九年卒。傣历六百七十三年，予思洪法立，迁居每色弄，在位十七年卒。傣历六

百九十年，子思的法立，在位十一年卒。傣历七百十八年，子思户暖立，迁回姐兰城，

在位二十二年卒。傣历七百四十年，子思行法立，．迁居景冷，在位十三年卒。傣历七百

六十年，子思任法立，迂居范者，在位三十年卒。：傣历七百八十一年，其弟思机法立， 。

又从范者迁居姐兰。 ，． ．

这一时期，它的势力不断壮大，占有今德宏全境，还渡过怒’江，侵扰内地。公元

1 8 4 2年至1 3 4 7年，元帝三次命讨思可法。公元1 3 5 5年，思可法降，派子到

北京朝贡称臣，被授麓川平缅宣慰使司职。明朝初，于公元1 3 8 4年，思仑法遣使贡

方物，并缴呈元朝授给的宣慰印信，请仍兼领麓川、平缅两宣慰使司职。仍任命思仑法．

为宣慰使。公元1 3 8 8年，麓川兵三十万侵楚雄，和明军发生定边之战，思仑法败，

遣使入朝谢罪，朱元璋派通政司经历杨大用出使麓川抚谕。思仑法献主谋叛乱刀司郎等 ．。

1 3 7人，并贡象，‘马、自金等方物。公元1 3 9 4年，朱元璋派京卫千户郭均美至麓 ：

川，赐麓川王恩仑法公服、幞头、金带、象笏等物。公元1 3 9 6年(洪武!十九年)

又派钱古训，李思聪出使缅甸和百夷，被麓川王奉为上宾，回南京后，著有《百夷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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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为今日研究德宏傣族历史的一部珍贵文献。从公元1 4 8 9年至1 4 4 8年将近

十年间，发生了明史上著名的“三征麓川”之战，蒋贵、王骥，富聚等先后率明军征麓

川，经过上江，沙木笼，马安山，姐兰，芒崖山、鬼哭山等大战，麓川王思任法、思机

法率亲信逃离勐卯半畔广贺罕，姐兰王城进入勐养。建立近百年的麓JlI地方政权基本覆

灭。这以后，裁缝川将勐9p属陇川宣抚司领辖。并于公元1 5 8 4年(明万历二十二

年)置勐卯安抚使。公元1 5 9 1年至l 5 9 3年，云南巡抚陈用宾镇守永昌。于公元
1 5各4年在德宏沿边筑八关，在勐卵邦欠山筑天马关，在龚国筑汉龙关，派守备戍

守。．公元1 5 9 6年，又在勐卯的南陶筑平麓城，以圃边防。公元1 6 0 4年，蛮莫安

抚使思忠奔于崖，沐国公收之，‘改名衍忠，安插于勐卯，授安抚使职，是为衙氏土司一

世，下传十八代，直至1 9．5 0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勐卯为止，约3 4 8年历

史。清代，勐卯属腾越厅辖。公元1 6 8 4年，勐卯安抚使衙埴投清，清沿袭明朝土司

制度，仍授安抚使为世袭之职，并给衙氏土司颁发五宝印信，直至辛亥革命发生。

民国初，传至十六世衙国藩，时值政纪肇兴之际，在勐卯添设弹压委员，将遮放划

入勐卯为一区，至民国四年(公元l 9 1 5年)改为行政委员，而把遮放划归龙陵管

一辖，乃改勐卯和陇川为一区，合称勐陇行政委员。旋又于民国五年(公元1 9 1 6年)

裁汰交涉委员，遂将陇川划出，改为勐卯行政委员，并将腊撤划入勐卯同为一区。至民

国十七年(公元1 9 2 8年)，衙国藩之子衙盈丰故，有衍国镇入境争职之乱，干崖土

司刀保图．率兵平乱，衙盈丰之子衙景泰年幼，委刀保图代办土司职务。民国二十一年‘

(公元1 9 3 2年)改为瑞丽设治局，委派局长，总属殖边督办。瑞丽设治局驻弄岛，

与勐卯土司政权并存。l 9 4 1年，目军侵入瑞丽，遭到当地傣族，景颇族人民的抵

抗。1 9 4 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恢复瑞丽设治局。同时建镇，乡、保各级政权，

设勐卯、弄岛两镇，姐勒，姐相，芒艾三乡(也有资料说设立中山，中正、志丹，勐卵
等四乡镇)。1 9 4 6年又征弄贤景颇族地区设了保公所。这段时期，曾发生景顾族、。傣

族人民反设治局的斗争，火烧驻弄岛的瑞丽设治局。1 9 5 0年4月。解放军进驻瑞

丽，成立瑞丽各民族行政委员会，同年1 2月。成立瑞丽各民族民主联合政府，1 9 5

2年．经国务院批准设县。1 9 5 3年7月，德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瑞丽县隶属德宏

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至今。1 9 5 6年，坝区丹始设区、乡；山区建生产文化站，乡。

l 9 6 9年实行公社化，全县建立了勐秀，户育、弄岛，姐相，姐勒、勐卯六个公社，

二十四个大队。1 9 8 4年，在体制改革后，设勐秀，户育、弄岛、姐相、姐勒等五区

和勐卯镇9下设二十四个乡、两个街道办事处，辖1 9 9个行政村。经过解放后三十多年

的建设，瑞丽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纵观瑞丽古今，居住在这里的各族人民，在长

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辛勤耕耘，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和丰富多

．彩的民族文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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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丽县历史沿革筒表

I可■至陲鲤竺里燮
东 汉

l兰竖：翌兰
I南 北 朝

忪元6 9年(永平1 2年)
●

陪垂璺呈竺竺盟

古哀”牢地

盟I稠壶垫!查曼塑2
I缝业堡
j公元9 6 0年一(建隆元年)

l傣历3 2 2年一

l公元1一l 5 8年(绍兴2 8年)

l傣历5 2 0年E二习撩群笋幽叵二玉：皤等量杀丛业

隆

乐碱

茫

勐卯弄、侨赏弥

(果占壁)

到嚣*笋掣
公元1 3 8 4年(洪武l 7年)

明． 代
傣历7 4 6年

明 泛睡需丢丢46年4年‘正统鼍年’
公壳1 6 4 4年(顺治元年)

清 代
傣历l 0 0 6年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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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丽县城概
．

J

． 瑞丽县城，位于瑞丽县东南部勐卯镇境内。平均海拔7 7 0米。它东至瑞丽糖厂，

南达团结大沟，西到勐卯大桥，北邻芒喊寨边。面积八平方公里。东西长约3．5公里。，
。

南北宽约2．5公里。县人民政府驻人民街。’’ 3一

·城内驻着勐卯镇所辖姐岗街道办事处的姐岗，芒喊新民等村寨。总人口9 0 8 4多

人；其中非农业人口5 8 9 8多人。居住着汉、傣、景颇，白、彝、纳西等二十种民

族。居民分布特点是大分散小聚居，汉族多数集中居住在瑞丽农场场部和直属单位，以．
及新民村、新民巷、新市街等街巷。傣族多集中居住在姐岗、芒喊等村寨。其它少数民

族则散居于各机关、厂矿等企事业单位。

县城名系从瑞丽江名派生而来，原意金水城，今已演变为吉祥美丽之城。它是解放

后发展起来的新兴边城，追溯发展的历史，’1 9 5 0年4月瑞丽解放后，建立了各族行

。政委员会，同年十二月，成立了瑞丽各族民主联合政府，1 9 5 2年经国务院批准设

县，政府办事机构驻勐卯旧城内。1 9 5 5年开始，在旧城东面约半公里的棒姐岗、棒 ．

雷亮，棒宛荒一带的荒丘上另辟新城，修建了县政府以及公司、医院，邮电等一批单位，

的房屋，初步奠定了今日瑞丽城的基础。经过三十多年的建设，。巳初具规模，成为我省

边民互市、侨民会亲访友，对外开放的一个口岸和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科研、交通

。^的中心。 ’． ：r ．·

7 '‘ ^

。 、

’自然环境：县城座落在勐秀山麓的丘陵地带，城内最高点为县公安局驻地丘包，海

．拔7 8 0米，最低点为弄安桥附近，海拔7 7 0米。主要河流有贺南卯、南帕兰，由城

·西北流向城东南，城西南有弄莫湖，湖面宽§，0 0 0余亩。产鱼虾和藕。团结大沟从

城东南流过，属农田灌溉主渠。城北有农场小水库和芒喊水塘。城东北胶林成片b城区

气候特点是雨季较长，旱季多雾，基本无霜。最冷一月，温度l 2．4。C，最热五月，

温度2 4。5。C；年均温为2 0。C雨季集中在五至十月，平均年降水量达1，8 7 0

毫米。七月降水量最大，达3 3 8毫米。多西南风，最大风力可达九级左右，有时亦有
‘

风灾。
．

·

．．
：

街巷市容：城内分为四街，六路，一巷。主千道是南卯街，人民街和瑞宏路。两街一路
、． 成丁字形。’县人民政府，’以及邮局、医院、新华书店，外贸局、防疫站．外事办、工会，

’

银行等单位驻人民街。瑞江饭店，民族商店：边境贸易中心(利民商号)，供销联社(大

众商号)、友谊旅店，西屏旅店，南洋商号，明瑞公司，县侨办、t日杂土产公司、客运

站、县车队，农场总场场部，民族家具厂、民族服装厂、如意食堂等驻南卵街，瑞丽糖

厂、八一拖拉机修理厂、罐头厂、县农机修造厂、国家检疫所、海关，4省稻作站、州热

作所、交通监管站、‘农场中学等驻瑞宏路。勐卯，瑞京，新建，建设、边城等街、路，

正在开辟建设中。一批高层建设开始出现。．昔日简陋的竹楼木屋，已为今日高大的钢筋

混凝±_建l筑群所代替，初步改变了道路不平、电灯不明的状况。完成了人民街、南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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