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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胜县志》正式出版了，作为关心和支持过此项有意义工作的同志来

讲，感到由衷的高兴．

《永胜县志》的编纂开始于1962年，其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

被迫中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各方面的支持下，才又形成了众手修

志的盛况． 。盛世修志”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路线的又一表现。

永胜县是滇西北历史悠久．物产丰富，风光秀丽的好地方，是我曾在此

生活了整整15年的第二故乡．永胜的各族人民培养我，抚育了我，我深深地

热爱着那里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了建设永胜，必

须全面地了解永胜，热爱永胜，从永胜的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发挥优势，

使全县人民尽快地富裕起来．《永胜县志》的出版，必将为开发永胜，变当

地丰富的自然优势为现实的商品优势，经济优势提供可贵的资料和依据；也

必将为对广大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一份珍贵的乡土教材．

愿《永胜县志》的出版，使更多的同志了解永胜，热爱永胜，把永胜的

建设搞得更好．

云南省副省长金人庆
一九八七年九月十六日



序 二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远在明朝时期，永胜已修成《北胜州

志》和《澜沧卫志》等书，以后历代地方官和地方文人均编修过永胜地方

志．古人编修地方志的目的，是为了存史．资治和教育之用，而我们处此社

会主义时代，除了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继续上述三用外，还要为经济建

设，科学研究提供参考。

新编《永胜县志》，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

指引下，全国实现了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和欣欣向荣的经济建设

的大好形势下出版的．党中央教导我们： “坚持在推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

时，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

必须切实抓好精神文明建设，继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

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以推动物质文明的发展，并保证它的正确

方向．”根据胡乔木同志。要用新的观点、新的材料、新的方法编写地方

志”的号召，新编《永胜县志》，基本上反映了永胜这一地区社会历史发展

的概况，这也是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为本县社会主义建设

事业提供了有益的依据。

无数事实证明，只有历史经验与现实情况相结合，主观愿望与客观实际

相结合，各项工作才会产生实际的效果；否则便会事倍功半或事与愿违．

中共永胜县委书记 马立起

一九八七年九月



序 三

永胜地方志的编纂工作，开始于明朝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时称为

《北胜州志》； 至清代，先后续修乾隆《永北府志》和光绪《永北直隶厅

志》．民国年间，国民党政府多次议修，终未果行。1962年，在国务院地方

志领导小组的号召下，永胜县开始收集资料，至1966年，共汇辑油印资料八

十万字， 。文化大革命。时期被迫中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县又

恢复了修志工作；在机构不全，人力单薄的情况下，县志办的同志克服重重

困难，本着向历史负责，向全县人民负责的态度，努力工作；至1983年完成

了《永胜县志稿》(初稿)．1985年，中共永胜县委，永胜县人民政府遵照

国务院和云南省人民政府的指示精神，将新编《永胜县志》列入议事日程，

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加强修志力量，组织各部门参加地方志工作。据统计，

先后共搜集到有关永胜地方志古今资料800多万字．至1987年全县共有240多

人参加编写和审定，形成。众手修志”的热潮．

新编《永胜县志》，坚持。详今略古”和。古为今用”的原则，注意时

代的特点，地方的特点和民族的特点，实事求是地叙述本县各条战线上建设

成就，一切有水份的资料，不翔实的事件均未入志．

新编《永胜县志》分为八大类，即综合类，地理类，经济类、政治类、

军事类、文化类，人物类和社会类．根据永胜的特点，参考本省和外省地方

志体例篇目，或详或略，或分或合，条块结合．

新编《永胜县志》的作用在于存史，资治，促进教育和科学研究，使本

县的社会发展状况得以保存，如各种性质的斗争，各项事业的建设成就，各

种经验教训等，以此提供各级领导施政时参考借鉴；使全县各族人民更加深

刻地认识家乡，从而更加热爱家乡，更加热情地建设家乡；同时，为自然科

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佐证和基础资料。

新编《永胜县志》不是旧志的续修，而是社会主义时代的新县志。因

此，从内容到形式都在摸索探讨之中，难免有许多不足之

士予以补正．

永胜县县长
一九八七年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志遵照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讨论通过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1985

年4月19日)为准则，参考省内外各地方志体例篇目，根据本县实际情况编成．

二，本志不是旧志的续修，而是新志的创举，根据胡乔木同志“要用新的观点，新

的资料，新的方法编写地方志一的倡导，详今略古，古为今用。

三、断限问题，上限年代根据实际需要而定，下限一般截止1985年，个别必须叙述

的事件，可延长时间。

四、本志立地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人物等类，从中又分为专志三

十篇。各篇按时代顺序叙述，寓观点于叙事之中。 氍轴
五，本志所立“概述黟，仅供读者简要地了解本县概貌和主要事物。

六、以编年体形式写大事记，内容是全县有影响的事迹。

七，“人物志"，按中国史志通例，不为生人立传。本志所立传记，根据边疆多民

族地区的特点和文化教育的实际，取自历代有影响的人物。题名人员大多载入各专志

中。县属各部、委、办、局、区，科级负责人和省属各部门表彰奖励的先进个人共1000多

人次，本书因篇幅有限，由各专志，组织史、部门志，中加反映。

八，根据体例篇目情况，志与志之间，有时出现重复交叉的问题。例如水电局的水

电，分别载入水利志和工业志中，各都门的科技资料，有时载入科技志。但在叙述中，

既注意专业性，又注意整体性，安排上则有强弱之分。

九、本志以事实成果为主，对设想的和计划性的资料，不予列入。

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根据本县实际情况，按照“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叙述。

十一，各专志安排均有主次之分，如交通运输志，公路、运输工具是主体工程，汽

车修理，公路管理、汽车监理是配套工程。

十二，本志行文中，要求朴实、简明，不加形容词和评论语言，如有必要，画龙点

睛而已。

十三，文中“建国前后，，，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 “文革”即“文化大革

命产的简称。民国记年，或写民国某年，或写公元，但写民国时，注明公元年代。

十四、行文中主要数据，由本县统计部门负责人核定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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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糕点，糖果，

酱莱⋯．．．⋯⋯⋯(269)

第十章其他手工业⋯⋯⋯⋯(269)

第一节服装业⋯⋯⋯⋯⋯(269)

第二节纺织业⋯⋯⋯⋯⋯(270)

第三节烟草业⋯⋯⋯⋯⋯(271)

第四节 五金业⋯⋯⋯⋯⋯(271)

卷十交通邮电志⋯⋯⋯⋯⋯⋯(273)

第一章交通⋯⋯⋯⋯⋯⋯⋯(273)

第一节驿铺⋯⋯⋯⋯⋯⋯(273)

第二节道路⋯⋯⋯⋯⋯⋯(276)

第三节渡口⋯⋯⋯⋯⋯⋯(277)

第四节桥梁⋯⋯⋯．．．⋯⋯(279)

第五节公路⋯⋯⋯⋯⋯⋯(285)

第二章运输⋯⋯⋯⋯⋯⋯⋯(292)

第·节货运⋯⋯⋯⋯⋯⋯(293)

第二节客运⋯⋯⋯⋯⋯⋯(294)

第三节运输企业分述⋯⋯(295)

第四节 交通运输管理⋯⋯(296)

第三章邮电⋯⋯⋯⋯⋯⋯⋯(297)

第一节 邮政⋯⋯⋯⋯⋯⋯(297)

第二节 电信⋯⋯⋯⋯⋯⋯(298)

卷十一城乡建设志⋯⋯⋯⋯⋯(300)

第一章机构沿革⋯⋯⋯⋯⋯(300)

第二章土地管理⋯⋯⋯⋯⋯(303)

第一节县城⋯⋯⋯⋯⋯⋯(303)

第二节农村⋯⋯⋯⋯⋯⋯(304)

第三章县城建设⋯⋯⋯⋯⋯(305)

第一节城区建设⋯⋯⋯⋯(305)

第二节 公用设施⋯⋯⋯⋯(308)

笫三节建设规划⋯⋯⋯⋯(310)

第四章乡村建设⋯⋯⋯⋯⋯(311)

第一节小集镇建设⋯⋯⋯(311)

第二节 农村住宅建设⋯⋯(314)

第五章建筑队伍⋯⋯⋯⋯⋯(314)

第一节 城镇建筑队⋯⋯⋯(314)

第二节 农村建筑队⋯⋯⋯(315)

卷十=商业志⋯⋯⋯⋯⋯⋯⋯(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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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机构⋯⋯⋯⋯⋯⋯⋯(317)

第二章商品购进⋯⋯⋯⋯⋯(318’)

第一节 农副产品收购⋯⋯(318)

第二节 扶持发展农村商

品生产⋯⋯⋯⋯(／323)

第三节地方工业品收购

第三章商品供销⋯⋯⋯⋯⋯

第一节 生产资料供应⋯⋯

第二节 生活资料销售⋯⋯

第四章集市贸易⋯⋯⋯⋯．．．

第一节集市贸易⋯⋯⋯⋯

第二节主要集市⋯⋯⋯⋯

第三节 骡马物资交流会
●⋯⋯●●⋯●⋯⋯●●

附服务行业⋯⋯⋯⋯⋯⋯

第五章对外贸易⋯⋯⋯⋯⋯

附土特产品⋯⋯⋯⋯⋯⋯

第六章工商管理⋯⋯⋯⋯⋯

第一节物价管理⋯⋯⋯⋯

第二节企业登记⋯⋯⋯⋯

第三节 合同鉴证及商标

注册⋯⋯⋯⋯⋯

卷十三粮油志⋯⋯⋯⋯⋯⋯⋯

第一章机构⋯⋯⋯⋯⋯⋯⋯

第二章征购⋯⋯⋯⋯⋯⋯⋯

第一节公粮征收⋯⋯⋯⋯

第二节粮食收购⋯⋯⋯⋯

第三节油料收购⋯⋯⋯⋯

第四节议价收购⋯⋯⋯⋯

第三章供销⋯⋯⋯⋯⋯⋯⋯

第一节 城镇粮油供应⋯⋯

第二节 农村粮食销售⋯⋯

第三节粮油议销⋯⋯⋯⋯

第四章储运、加工⋯⋯⋯⋯

第一节 储存⋯⋯⋯⋯⋯⋯

第二节调运⋯⋯⋯⋯⋯⋯

第三节加工⋯⋯⋯⋯⋯⋯

(325)

(326)

(327)

(330)

(334)

(334)

(336)

(337)

(337)

(338)

(339)

(340)

(340)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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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粮油商业经济核算⋯

卷十四财政志⋯⋯⋯⋯⋯⋯⋯

第一章机构⋯⋯⋯⋯⋯⋯⋯

第二章财政收入⋯⋯⋯⋯⋯

第一节农业税⋯⋯⋯⋯⋯

第二节 工商各税⋯⋯⋯⋯

第三节企业收入⋯⋯⋯⋯

第三章财政支出⋯⋯⋯⋯⋯

第一节 总支出⋯⋯⋯⋯⋯

一第二节 主要项目支出⋯⋯

第四章税政⋯⋯⋯⋯⋯⋯⋯

第一节。税制、税种⋯⋯⋯

第二节税率⋯⋯⋯⋯⋯⋯

第三节减免税⋯⋯⋯⋯⋯

第四节～征收管理⋯⋯⋯⋯

卷十五金融志⋯⋯⋯⋯⋯⋯⋯

第一章货币⋯⋯⋯⋯⋯⋯⋯

第一节 货币⋯⋯⋯⋯⋯⋯

第二节管理⋯⋯⋯⋯⋯⋯

第三节 投放与回笼⋯⋯⋯

第二章贷款⋯⋯⋯⋯⋯⋯⋯

第一节 工商信贷⋯⋯⋯⋯

第二节农业贷款⋯⋯⋯⋯

第三节 基本建设投资⋯⋯

第三章存款⋯⋯⋯⋯⋯⋯⋯

第一节 储蓄⋯⋯⋯⋯⋯⋯

第二节 单位存款⋯⋯⋯⋯

第三节信用社存款．．．⋯⋯

第四章现金⋯⋯⋯⋯⋯⋯⋯

第一节 中国人民银行永

胜支行历年现

金总收支情况

●●●⋯■●●●●●●●●●●●●●●

第二节现金出纳⋯⋯⋯⋯

第三节 黄金，白银的管

理与经营⋯⋯⋯

第五章保险业务⋯⋯⋯⋯⋯

第一节保险支公司⋯⋯⋯

(358)

(360)

(361)

(363)

(364)

(366)

(373)

(374)

(374)

(376)

(377)

(378)

(381)

(384)

(385)

(387)

(388)

(388)

(391)

(392)

(393)

(393)

(395)

(396)

(396)

(397)

(398)

(398)

(399)

(399)

(399)

(400)

(400)

(400)

第二节 保险业务⋯⋯⋯⋯(401)

第六章汇兑及国家委托

业务⋯⋯．．．⋯⋯⋯(401)

第一节汇兑⋯⋯⋯⋯⋯一(401)

第二节建立金库，代理

地方财政收支

⋯⋯⋯⋯⋯⋯⋯(402)

第三节 代理发行公债、

国库券⋯⋯⋯⋯⋯(402)

第四节农业拨款及监督

工作⋯⋯⋯⋯⋯(402)

第三编政 治

卷十六政党社团志⋯⋯⋯⋯⋯(4070

第一章中国共产党⋯⋯⋯⋯(407)

第一节‘组织机构⋯⋯⋯⋯(408)

第二节 党代表大会⋯⋯⋯(412)

第三节 党员千部状况⋯⋯(417)

第四节纪律检查⋯⋯⋯⋯(419)

第五节党校教育⋯⋯⋯⋯(420)

第二章团体⋯⋯⋯⋯⋯⋯⋯(421)

第一节群众团体⋯⋯⋯⋯(421)

第二节 教科文卫团体⋯⋯(424)

第三节 工商团体⋯⋯⋯⋯(425)

第四节老年人体育协会

⋯⋯⋯⋯“⋯·⋯(425)

附’民国时期党派社团⋯⋯(426)

卷十七政务志⋯一⋯⋯⋯⋯⋯(427)

第一章人民代表大会⋯⋯⋯(427)

第一节‘各界人民代表会

⋯⋯⋯·“⋯⋯⋯(427)

第二节 人民代表大会⋯⋯(428)

历届县人民代表大会简况

⋯⋯j．．_⋯⋯⋯····⋯“⋯．．．．(429)

第二章人民政府⋯⋯⋯⋯⋯(432)

第三章人民政协⋯⋯⋯⋯⋯(437)

历届县政协会议简况⋯⋯⋯(438)

第四章民国政权机构⋯⋯⋯(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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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r第一节 县政府建制⋯⋯⋯(440)

第二节 民国议会与自治

··!··········⋯·····(441)

附 明清时期文职官吏名

录⋯⋯⋯⋯⋯⋯⋯⋯(443)

卷十八政法志⋯⋯⋯⋯⋯⋯⋯(449)

第一章公安⋯⋯⋯⋯⋯⋯⋯(450)

第一节机构⋯⋯⋯⋯⋯⋯(450)

笫二节惩治罪犯⋯⋯⋯⋯(452)

第三节 治安管理⋯⋯⋯⋯(454)

第二章检察⋯⋯⋯⋯⋯⋯⋯(455)

第一节机构⋯⋯⋯⋯⋯⋯(456)

第二节 刑事检察⋯⋯⋯⋯(456)

第三节 经济检察⋯⋯⋯⋯(458)

第四节 法纪检察⋯⋯⋯“·(458)

第五节 监所检察⋯⋯⋯⋯(459)

第六节 控告申诉检察⋯⋯(460)

第三章法院⋯⋯⋯⋯⋯⋯⋯(461)

第一节机构⋯⋯⋯⋯⋯⋯(461)

第二节 审判制度及荆事

审判⋯⋯⋯⋯⋯(462)

第三节 民事审判及调解

委员会⋯⋯⋯⋯(465)

第四节 经济审判⋯⋯⋯⋯(466)

第四章司法行政⋯⋯⋯⋯．．·(467)

第一节机构⋯⋯⋯⋯⋯⋯(467)

第二节公证工作⋯⋯⋯⋯(467)

第三节律师工作⋯⋯⋯⋯(468)

第四节 人民调解⋯⋯⋯⋯(469)

第五节 法制宣传教育⋯⋯(470)

卷十九劳动人事志⋯⋯⋯⋯⋯(471)

第一章机构⋯⋯⋯⋯⋯⋯⋯(471)

第二章人事⋯⋯⋯⋯⋯⋯⋯(472)

第一节 干部状况⋯⋯．．．⋯(472)

第二节 千部管理⋯⋯⋯⋯(472)

第三章劳动⋯⋯⋯⋯⋯⋯⋯(474)

第一节 职工管理⋯⋯⋯⋯(474)

第二节劳保⋯⋯⋯⋯⋯⋯(476)

‘

第三节奖惩⋯⋯⋯⋯⋯⋯(476>

第四章工资⋯⋯⋯⋯⋯⋯⋯(477)

第一节 工资制度⋯⋯⋯⋯(477)

第二节 工资调整⋯⋯⋯⋯(477)

卷二十!军事志⋯⋯⋯⋯⋯⋯⋯(483)

第一章驻军⋯⋯⋯⋯⋯⋯⋯(483)

第一节 明清镇戍⋯⋯⋯⋯(483)

第二节 民国驻军⋯⋯⋯⋯(485)

第三节坤国人民解放军

和游击队⋯⋯⋯

第二章地方武装⋯⋯⋯⋯⋯

第一节乡兵土练⋯⋯⋯⋯

第二节 氏团⋯⋯⋯⋯⋯⋯

第三节人民武装组建

沿革⋯⋯⋯⋯⋯

第三章训练⋯⋯⋯⋯⋯⋯⋯

第四章兵役⋯⋯⋯⋯⋯⋯⋯

第五章兵民支前⋯⋯⋯⋯⋯

第六章战事记要⋯⋯⋯⋯⋯

(488)

(490)

(491)

(492)

(494)

第一节 清末至民国时期

⋯⋯⋯⋯⋯⋯⋯(494)

第二节建国前后革命武

装斗争记略⋯⋯(510)

附 明清武职人员名

录⋯⋯⋯⋯⋯⋯⋯⋯(514)

第四编文 化

卷二十一教育体育志⋯⋯⋯⋯(521

第一章教育⋯⋯⋯⋯⋯⋯⋯(523

第一节机构⋯⋯⋯⋯⋯⋯(523

第二节教师⋯⋯⋯⋯⋯⋯(524

第三节经费⋯⋯⋯⋯⋯⋯(526

第四节 学校教育⋯⋯⋯⋯(527

第五节第一中学倚史⋯⋯(534

第二章体育⋯⋯⋯⋯⋯⋯⋯(544

第一节学校体育⋯⋯⋯⋯(544

第二节机关厂矿，企业

体育⋯⋯⋯⋯⋯(544



第三节农村体育⋯⋯⋯⋯

第四节运动员训练⋯⋯⋯

卷：十二文化广播电视志⋯⋯

第一章文化艺术⋯⋯⋯⋯⋯

第一节群众文化⋯⋯⋯⋯

附文艺人名录⋯⋯⋯⋯⋯

第二节 图书馆(室)⋯⋯

附 金江小学蒲张胡图书

纪念室始末⋯⋯⋯⋯

第三节图书发行⋯⋯⋯⋯

笫四节 电影⋯⋯⋯⋯⋯⋯

第五节 戏曲⋯⋯⋯⋯⋯⋯

第二章名胜古迹文物⋯⋯⋯

第一节名胜古迹⋯⋯⋯⋯

第二节 烈士陵园⋯⋯⋯⋯

第三节文物⋯⋯⋯⋯⋯⋯

第四节寺观⋯⋯⋯⋯⋯⋯

第三章广播电视⋯⋯⋯⋯⋯

卷二十三医药卫生志⋯⋯⋯⋯

第一章卫生医药⋯⋯⋯⋯⋯

第一节 机构⋯⋯⋯⋯⋯⋯

第二节医药⋯⋯⋯⋯⋯⋯

第三节 医疗设备⋯⋯⋯⋯

第四节 医疗活动⋯⋯⋯⋯

第五节 医学教育⋯⋯⋯⋯

第二章县医院简况⋯⋯⋯⋯

第三章爱国卫生运动⋯⋯⋯

笫四章卫生防疫⋯⋯⋯⋯⋯

第五章妇幼保健⋯⋯⋯⋯⋯

第六章地方病防治⋯⋯⋯⋯

第一节血吸虫病防治⋯⋯

第二节疟疾防治⋯⋯⋯⋯

第三节地方性甲状腺肿

防治⋯⋯⋯⋯⋯

第四节克山病防治⋯⋯⋯

笫五节麻风病防治⋯⋯⋯

笫七章计划生育⋯⋯⋯⋯⋯

(544)

(545)

(549)

(549)

(549)

(551)

(552)

(566)

(566)

(572)

(573)

(57'5)

(582)

(584)

(586)

(588)

(588)

(591)

(592)

(594)

(596)

(596)

(600)

第一节机构⋯⋯⋯⋯⋯⋯(603)

第二节 人口发展概况⋯⋯(603)

第三节 几项重要措施⋯⋯(604)

第四节成果⋯⋯⋯⋯⋯⋯(605)

卷=十四科技志⋯⋯⋯⋯⋯⋯(609)

第一章机构⋯⋯⋯⋯⋯⋯⋯(609)

第二章科技概况⋯⋯⋯⋯⋯(610)

第一节农业科技⋯⋯⋯⋯(610)

第二节林业科技⋯⋯⋯⋯(611)

第三节水电科技⋯⋯⋯⋯(612)

第四节 畜牧兽医科技⋯⋯(612)

第五节农业区划⋯⋯⋯⋯(613)

第六节 卫生医药科技⋯⋯(614)

第三章科技队伍⋯⋯⋯⋯⋯(614)

第四章科研成果⋯⋯⋯⋯⋯(616)

第五章科技普及⋯⋯⋯⋯⋯(616)

第一节科技宣传⋯⋯⋯⋯(616)

第二节科普文章⋯⋯⋯⋯(617)

第五编社 会

卷=十五民政社会志⋯⋯⋯⋯

第一章优抚救济⋯⋯⋯⋯⋯

第一节拥军优属⋯⋯⋯⋯

第二节复员安置⋯⋯⋯⋯

第三节双扶工作⋯⋯⋯⋯

第四节救济⋯⋯⋯⋯⋯⋯

第五节社会福利⋯⋯⋯⋯

(621)

(621)

(621)

62

62

62

62

第二章信访工作和城镇知

识青年插队安置

···············，········(626)

第一节信访工作⋯⋯⋯⋯(626)

第二节 城镇知识青年插

队安置⋯⋯⋯⋯(628)

第三章宗教⋯⋯⋯⋯⋯⋯⋯(628)

第一节佛教⋯⋯⋯⋯⋯⋯(629)

第二节道教⋯⋯⋯⋯⋯⋯(629)

第三节 天主教⋯⋯⋯⋯⋯(630)

第四节 基督教⋯⋯⋯⋯⋯(630)

第五节伊斯兰教⋯⋯⋯．．．(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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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地方多神教⋯⋯⋯(631)

附 清邑天主教案⋯⋯⋯⋯(631)

第四章帮会道门⋯⋯⋯⋯⋯(632)

第一节帮会⋯⋯⋯⋯⋯⋯(632)

第二节一贯道⋯⋯⋯⋯⋯(633)

第五章族籍姓氏⋯⋯⋯⋯⋯(633)

卷=十六民族人口志⋯⋯⋯⋯(635)

第一章民族分布⋯⋯⋯⋯⋯(637)

第二章彝族支系归类识别

⋯⋯⋯⋯⋯⋯⋯⋯(637)

第一节按族别称谓划分

⋯⋯⋯⋯⋯⋯⋯(637)

第二节按语言文字系属

划分⋯⋯⋯⋯⋯(638)

第三节按社会形态划分

⋯⋯⋯⋯⋯⋯⋯(638)

第三章民族解放斗争⋯⋯⋯(639)

第四章习俗⋯⋯⋯⋯⋯⋯⋯(640)

第一节 彝族⋯⋯⋯⋯⋯⋯(640)

第二节傈僳族⋯⋯⋯⋯⋯(641)

第三节 纳西族⋯⋯⋯⋯⋯(642)

第四节傣族、白族⋯⋯⋯(642)

第五节 回族⋯⋯⋯⋯⋯⋯(642)

第六节 普米族⋯⋯⋯⋯⋯(643)

第七节苗族⋯⋯⋯⋯⋯⋯(644)

第八节 藏族⋯⋯⋯⋯⋯⋯(644)

第九节壮族⋯⋯⋯⋯⋯⋯(644)

第五章人口⋯⋯⋯⋯⋯⋯⋯(645)

第一节 秦汉至民国时期

⋯⋯⋯⋯⋯⋯⋯(645)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后⋯⋯⋯⋯(647)

卷=十七±司志⋯⋯⋯⋯⋯⋯(662)

第一章永胜土司源流⋯⋯⋯(662)

第一节 土司来历与职官

⋯⋯⋯⋯⋯⋯⋯(662)

第二节袭职⋯⋯⋯⋯⋯⋯(664)

第三节 民不聊生和搿改

8

土设流”·：⋯⋯·(665)

笫四节 土司之间的姻亲

关系⋯⋯⋯⋯⋯(666)

第五节 宗教信仰与文化

教育⋯⋯⋯⋯⋯(666)

笫六节 结束语⋯⋯⋯⋯⋯(667)

第二章北胜土知州高氏⋯⋯(667)

第三章顺州土州同子氏⋯⋯(678)

第四章北胜州副同知章氏

⋯⋯⋯⋯⋯⋯⋯⋯(683)

第五章羊坪土千总李氏⋯⋯(687>

附明清时代土司统治领

地简表⋯⋯⋯⋯⋯⋯⋯(690>

卷=十八方言志⋯⋯⋯⋯⋯⋯(691)

第一章音系⋯⋯⋯⋯⋯⋯⋯(691)

第二章词汇⋯⋯⋯⋯⋯⋯⋯(694)

第一节 亲属称谓⋯⋯⋯⋯(694)

第二节 动物及植物名称

⋯⋯⋯⋯⋯⋯⋯(695)

第三节 日常生活用语⋯⋯(696)

第四节其它常用词汇⋯⋯(698)

第三章语法⋯⋯⋯⋯⋯⋯⋯(70l>

第一节 单音名词的重叠

⋯⋯⋯⋯⋯⋯⋯(701>

第二节 动词短语的结构

形式⋯⋯⋯⋯⋯(701>

第三节形容词短语的基

本结构形式⋯⋯(702>

第四节疑问句的特殊语

序⋯⋯．．．⋯⋯⋯(703>

第五节特殊的前加成分

⋯⋯⋯⋯⋯⋯⋯(703>

第六节 特殊的后加成分

⋯⋯⋯”?⋯⋯⋯(704)

． 第七节 特殊的副词以一

下"⋯⋯⋯⋯⋯(705)

第八节特殊的副词搿有’’

⋯⋯⋯⋯·!⋯··：·(705)



第四章谣谚举例⋯⋯⋯⋯⋯

第一节 歌谣⋯⋯⋯⋯⋯⋯

第二节儿歌⋯⋯⋯⋯⋯⋯

笫三节谜语⋯⋯⋯⋯⋯⋯

第四节谚语⋯⋯⋯⋯⋯⋯

第五节歇后语⋯⋯⋯⋯⋯

第五章汉语和少数民族语

常用词语言对比⋯

卷=十九人物志⋯⋯⋯⋯⋯⋯

人物传记和传略⋯⋯⋯⋯⋯⋯

革命烈士英名录⋯⋯⋯⋯⋯⋯

题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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