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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在党和政府领导下，举国上下致力于兴修拉会主义方志，

《新乎彝族傣族自治县民族志》与广大读者见面丁。它是新乎有

支以来第一部为每一个民族树碑立传的支籍。这确实是一件令

人欢政鼓舞的事。

新乎是玉溪地区民族最多，地，域最广，人口也较多的由区

民族自治县。各民族文化，房支漂远流长，练基一部反映各民族

历支与现状的支书是关孟子补后代的大事。房支土，各个时期

的统治者歧视少数民族，实行民族压迫政策，使各民族政治上

不平等，经济文化，发展缓慢，生活极端贫困。新宁国建立后，中

国共产党提倡各民族相互依存、乎等团结、共同进步、共同繁

荣，使新乎各族人民从封建社会的民族歧视和压迫剥削中解放

丁出来，进入 7 一个各民族平等团结，友爱合作，共同开发遣

返美踊家园的新时期。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新乎的彝山傣多发生丁巨大的变化，处处呈现出繁荣昌盛，

政欣向荣的景象。这部志书就是在这样好的#会环境条件下皇岛

事或劫。

闰读着这部资料翔实，内容丰富，国文并茂，雅俗共赏的

志书，可以看出，新平县民族事务委员会的辑摹人员，在练撰

过程中，对每种民族进行?深入调查，并从不同民族的实际出

发，不仅记述丁每个民族的习俗、服饰、礼仪、宗教信押芋，品

且记述丁各民族的传统文化、语言文字、教育卫生、体育事业

的发展，以及不同房支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从而全面地、



辩证地、历史地反映丁新乎各民族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

等方面的历支与现状，确实为新平各虱族树 j ..碑"，立 7

"传 "0 <<新子彝族傣族自治县民族志》的出版，对宣传新平，建

设新乎，增强新乎各族人武的自信心，弘扬民族使秀传统丈化，

振奋民族精神，进一步做好党的民族工作，进行改革开放等，都

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从事民族研究和民族工作的科研人莫品

言，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玉溪地区民委副主任 才开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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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修志，乃中华文化之传统。新平历史自萌朝以来，历

代县志略有记载，黑品，在各代县志中记述本县少数民族之支

者，却甚少，即使偶有触及，也多为"夷践"、"猿猿"等之类

的4骂之言。历代封建统治者把毒古生息于这块土地上的各族

人民主豆蔑为蜜拳之类，充满着对少数民族均吱挠和侮莓，这是

各族人民珩不能接受的。

"中华民族"的成长壮大，是中华各族人民在千百年来的人

类历支长耳中彼此促进、相互影响、支汇融合品形成的，悠久

椅中华历史和尤挥璀澡的中华文化是中华各民族关再剖适的 g

新平各族人瓦，用自乙的勤劳和智慧剖适?您久的历史文化，它

宛如一滴水、一朵浪花，是中华房支长河、文化艺;辛玛干个组

成部分。

今天，盛世修志，其目的就是把先辈们烙留于这块土地上

均辛辛足印收费整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分别记述下来，使各族人民更加清楚地 7 挥自己的过去，以

古为鉴，展望未来，增强自尊、自爱、自强的民族自信心。同

时，也帮助人们全面地、历支池，认识和 7 解新乎的每一个民族，

这对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铺.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菜，加强民

族团结，进行改革开放，克疑具有重要意义。

为此，本志在提摹中坚持求实存真的革慰，以丰富的内容、

翔实的资料、对各武族传统的经济、生活、民俗、宗教、文化、

教育以及新中国建立后的重大变化和民族工作的经验教训等进

行?记述. ro 均在于为当今的行政领导提供资洁的参考和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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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JL孙进行教育。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王跃

地方志编摹委员会副主任

1991 年 12 月

-4 一



吕 录

凡倒... ... ..…………. ... •.• ..……. ... •.. . .. .. . . .……·………(1) 

大事记... •.• ..• ... •.• ...………....... ...……...... ...……………(1) 

捷连…...... ...………· 

第一章彝族….. . .. . . ... ... . ... .. ..... ... .. .. .... ... . ...….. •.. ..... .….. (33) 

第一节生活习俗. .. .. .... .. ..…… 

、居住…………….... .. •.. .. . .... .. .. .………·……… (3日

一、饮食…………….........…………………… (37)

一、服悔….... .. ..... .. .…·….. ... .. . .. .. ..…·………………门的

四、家庭与家族……………..... ..• ...o…………… (4 1) 

五、人生仪礼. .. ...o ...……·….o.. ... ...…………… (43) 

(一〉生育…....... .... •.. •.• ... .... ..... .•. •.• ..... ..... ( 43) 

礼
嬉
葬

年
…
成
婚
丧

二
三
四
扭

(44) 

(44) 

(47) 

(52) ....1.. 
J、、

七、持搓写俗"…………·……………………… (54)

八
节

l
第

民风………………………H……·………… (5日

宗教·祭祀·禁忌…….... •.• .…….. (57) 

、宗教………………………………………… (57)

(一〉原始宗教... .•. •.• .... .•. •.. ••. •.. .... .•. ... .... (57) 

(二〉人为宗教... .. •. . ... ... . . ... . ..……. .. . . ... ...…·刊的

一、祭捏……... .... ...…………………………… (59) 
'EE 



祭龙……………叠………………..… σ幻

祭保... . . ,. .. ..…………………………·刊的

条谱…………………………………币的

(-) 

(二)

(二~)

(四)

一、巫术

四、禁忌

察谷搏….. ... . .. ,. .. •• .. ,.. ••• • •• .. •• • •• • • • • •• ..…. (60) 

. ••. .... .•. •.. .•. (61) 

(61) 
"t

•
-J 

芋
ι
·
·

→··
1
1

」L
Z
J

A才

毕孽. . . . .. . 

经济…·

(63) 

(64) 

自然环境…………………... .... ..…………. (6.1) 

一、 社会形态

经济结构

(今农

(:)栋

. •.. ... •.. ..• (64) 

(66) 

业………………………………… (66)

\1主………………………………… (69)

(二)畜牧业……………..

付吁)子王业…·

(tL) t苟

(7 1) 

(72) 

(/, )窃、

4立………………………………… (73)

￥It ..………………………………. (74) 

〈七)交通…………………………......... (7日

第冈 i7 文化·教育. P. 生.
、语言文字.. . . . . . . . 

〈寸彝沽... . . . . .. . . 

( ..-~ )彝文……

(二三) 占辛苦文献……

一、
文学艺术.... .. ... .. ..…· 

(76) 

(76) 

(76) 

(80) 

(80) 

(82) 

(-)民 IhJ 文学………………………………体引

(丁创作文学……………………………… (83)

2 



一、

〈 DJt乐舞蹈………………………......... (83) 

([叫) L己 nfjL 乙……………………......... ... (85) 

天文弱法……….. .... ...... .. ..………….. .... .. .. .. .. ....…. (86) 

四、竞技潺戏……….... .. .. .... ....……………………. (86) 

五、文化设施…………………….. .. .. .. .... ....………. (87) 

J、、 医药卫生……….. (88) 

(- . )民 IÌlJ I生Jt5 …….. .. .. .. .... ....…….. .... .. .. .. .. .. ..……. (88) 

( _..~)医咛 I! IJ二………………….... .. .. .. .. .. ..……. (89) 

七、教育

傣族第二章

第 -17

(89) 

(92) 

,t: 11亏习俗……….. .... .. .... ...... .. .... .. .... ...... ...... .. ..…. (93) 

居住…………….... .. .. .... ....……….. ...... .. .... .. ..……. (93) 

一、
饮食.. .. .. .. .... .. .. .. .... .. .. ..….. ...... .. .... .. .. ..…….. .. .. .. .... ....……. (93) 

服饰….... .. .. .. .. .. .... .. .. .. .. ..….. ...... .. "" ....………………. (95) 

四、家庭…….. .. .. .. .. .. ....…….. .. .. .. ...... ....…….. .. .. .. ...... .. ..…. (97) 

五、人生礼仪……….... .. .. .... .. ..…….. .... .. .. .. .. .. .. ..……… (]0 1) 

.辛『

/、、

七、

第二 77
、

一、

一、

四、

(寸生育

(丁二) 婿~

( :.)丧纬

(1 0 1) 

… (10 1) 

….. (l 04) 

节B………………………...... .... .. ....…………. (106) 

民风…………….... .. .... .. .. ..….. ...... .... .. .... ..…………(1 08) 

宗教信仰.. .... ...... ....….. ...... ...... ..….. .. .... .. .... .. ..….. (10的

原始自然崇拜及第祀.... .. .. .. .. .. .... .. .. .. ....…. ••• ••• ••• (1 09 ) 

祖先崇拜………….... .. .... .. .. .. .. .. .. 

基督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11) 

禁忌………...... ...... ..…………………………. (12) 

3 



第二苦经济………....... ........….. ...... ...... ..... . ... .. .. .. ....…. (14) 

自然环境..........……·…………..... .... .....……(1 14) 

社会形态……………….... ..... ...……………(1 1 心

一、
经济结构….... ...... .. . .. ... (117) 

(一)手11擅业… .•. ..... .... ...... ... ... .... ..………. (l 18) 

(二)养殖业…….................…………. (1 23) 

c二)子工业………………………………( 121) 

<D可)商业.. . .. . .. ... .. .. .. .... ...……………………. 02日

(Ji) 交通………………... ..... ..…. ... ... ... (1 27) 

第四 77 文化·教育 .E1: ……... .... ..…..川的
、语言文字…….. ... . . .. .. . . . .... . .... .. .. .. ... . .. .. . .. .……… (128) 

C' )傣文…….. .. .. ... . .. 

( ." )傣话………………………………… (128)

一、
文学艺术……...... ..... .. 

(1 31) 

(1 30 

( .)民IìjJ 文学…………………………… (3 1)

(二〉 ff 乐舞蹈..................................... (133) 

〈立民!可[艺……. . .. . .• ..….. .. . .... . . .……. (1 35) 

一、 历法……

囚
五

文化设施……….

体育竞技……..... .... ...... .. 
.主-
1、、 教育……………

七、 E生……...... ..... .. 

(1 36) 

(1 37) 

(138) 

(J40) 

( 143) 

(斗民间 i芙药. . . ... .. .. .... .. . .. ..... .. . . •. . ..………. (1 43) 

(二)现代医疗….. .. .. ... . .….................... (144) 

第三章 汉族……... . .. ... . . 

4
τ
·
·
·
·
·

一

第 生活习俗... . . .. . .. ... ..... .... . 
(] 45) 

(].17)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一、

一、

四
五

-且
J 、、

七
非F一

一
第

君住……

坟食……. •. 

服饰…………….

家庭…….... .... ...... .. 

人生礼仪…. ..…… 

(1 47) 

(1 48) 

(48) 

(1 49) 

(1 50) 

〈一〉生育….... ...... ....…….. ...... .... ....…………. (50) 

(工)婚娼…….... .. .. .... .. ..…….. ...... .... .. ....………. (51) 

〈三)丧葬........................................ (153) 

节E…………… 
集会...... .. ..….. ...... ...... .. .... .... .. ...... ...... .... .. ....…·………… (56) 

(1 54) 

宗教·祭起·禁忌………'" .•••.. (57) 

、宗教信仰….... .. .. .... .... .. ...... ...... .... .. .. .... .. ..……·……… (57) 

一、

一、

第三节

第四节

(一)道教…………............ ......…............... (157) 

〈二〉佛教…

〈三〉基督教…

祭祀……·

禁忌……………

经济…….... ...... 

文化教育…….... .... .. 

(158) 

(58) 

(59) 

(1 60) 

(1 60) 

(1 62) 

、文化…………………………………………(162)

一、

(一〉新平汉语方言……...... ...... ...... .... .... ....…. (1 62) 

教育………………

(二〉文学艺术.. .... .... .. ......……….... .. ...... .. ....…… (64) 

(1 66) 

第四章哈尼族...... .... ...... .... .... ...... ...... ....…·……......... (1 68) 

第一节生活习俗..
、居住…….... .... ....…….. ...... .... ..……………. (69) 

5 一



一、 饮食……

服饰……..... . 

E 、家庭与家族…. . 

(1 70) 

( 172) 

五、人生礼仪.............................................. (179) 

-'-
J 、、

七、

j飞. • 

<‘) II~ 11 
〈二)精制

(二)运作

节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守猎习俗….. .... .. .... ...... .. .. .. 

民风……. . 

( 179) 

( 180) 

( 18 I ) 

( 189) 

( 193) 

(195) 

写1:;7 址:宇生{川自J '" • (196) 

一、

四、

骂: .11 

一、

原始宗教信仰.. .... .. .... .. ..…………….. oo.. . . .. .. ...…. (1%) 

( .) !'I P:友:;二 n 
( ',) I可!陪乙iU: Y.

( :.)拉 l Jt ':j~ F Fo 

基督教…….. .... ...... .... .. 

(\96) 

( 1 ~)6) 

( ! (7) 

( 197 ) 

摩串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8) 

禁忌.... .. .. .. .. .. ... .. . .. ..... ..... .... .. ... .. (199) 

乡去济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 

自然环境. .. .. .... .. ...... ..... .. ...………..................... (201) 

社会影态…….. .. .. .. .. .. .. (202) 

建E前的生产力水平和建国后的发展…… C!03)

tf~ VIf yí 文化·教育 • V.' I:. ……..... ......二…. (208) 

语言文字…………..... .... .. .. ..……·…………… (208) 

一、

一、

6 

民间文学……..

音乐舞黯……….... . .. .. .. 

(21 1 ) 

( 210 



国、竞技游戏.. .. 10 • '" '" ..…· 

五、罢闰工艺………….. . .. .. '" . .……………·…… (21 7) 

.主"
J 、、

七、

历法……. .. . .. . . . 

重药……...…..

(21 法)

(218) 

八、教育…. . . . 

第五章拉枯族….................................~........ (221) 

第 -i7 生活习俗………. . 

、居住……………. . '" '" .. . .. .... . . .……………… (222) 

一、
饮食……'" .. . . (223) 

157778 
7
μ
?
u
q
μ
9
-
q

】

9
u

q
i】

Q
Y〕
斗

y
u
9
-
q
4
9

年

…
棘
的rι
i
m
报

与
礼
，
γ
#
L

柿
庭
生
少

1
·
J

掘
{
级
人
〈
(
〈

四
五

J 、、

七
件F

UZZ 
M牙

节目… (229) 

民风………………………………………… (230)

宗教{剖可J .., ••• .…..........."".............. (231) 

、自然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23 1) 

祖先崇拜……鑫…................................ (232) 

一、

四、

五、

第二 i7

第祀…

占←…'" '" • • • '" • .……· 
禁忌……. .. ..... .. 
乡υ文
;01: 01 

(232) 

(233) 

(233) 

(235) 

自然环境. '". ... '". .. . '" . . .. ..…'" '" '" '" .... . '" . '" '" ..……… (235) 

社会形态…'". '" ... .. .. '"….. .... ...... ....……·…... ..- ... (235) 

7 



三、经济结构……….... .... .... ..…·………......... (236) 

(一〉农业………………………………… (236)

〈二〉畜牧业……………………………… (238)

(三)副业及商品交易... ... ...…………… (239) 

〈四)交通"…….. .... .... .... ... ....…………… (240) 

第四节文化·教育·卫生…………….. (24 1) 

一、语言文字……….... ..• ....……….... ••. .....…… (24 1) 

一、文学艺术………..... ...……………………… (245) 

(一〉民间文学…………………………… (245)

(二)音乐舞蹈…………………………… (246)

(三〉民间工艺.... .... ...….... ... ..…. ... ... •.. (247) 

一、文化设施…….... ....... .... ..……·…………… (247) 

四、教育卫生………..... ... .... ...……. ... .•. .... ••. .... (248) 

〈一〉教育……... ..• ...…………………… (248) 

(二〉军药卫生………... "..………......... (250) 

五、体育竞技…... .... ..…·……….................. (251) 

第六章固族…... ....…... ....…·…..…... .•• ....…….. (253) 

第一节源流·人口·分布.... .... ..... ....….. (253) 

一、漂流………………………………………… (253)

一、人5分布…………………………………… (255)

第二节 回族进入新平后的社会变革… (256)
、明末及清代前中期新平回族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 ..• ...………………......... (256) 

二、清代云富臣民大起义时期霸平望族人民

的反清斗争... .....…·……u …·…………… (258) 

一、民自由期薪平自族社会经济的模军发展… (260)

-8 一



E 、新中E建立后童音平E族社会经济文化的
发展... ... ••. ...………... ..• ...……………… (26 1) 

第三节生活习俗... ...... .…....................... (263) 

一、居住... ...…….......…... ..……·…………… (263) 

二、饮食... ..• .•. •.• •.• .•• ...…... .•. ...…………… (264) 

9
白
白
，
臼

q
A

族
…

…
家
位
与
礼

饰
庭
生

服
家
人

三
匹
五

(一〉生晨、命名……………... •.. ..…·… (266) 

(二)婚娼…………... .•• ...……... ... ...… (266) 

(三)丧葬………... ... ...………………… (267) 

六、节8 ... ... ... ... ... ...…...... ...………......... (269) 

七、禁毒………... •.• ...………....... ..……·…… (270) 

第四节宗教信仰…·………..
一、伊斯兰教的信何与功修…………………… (271)

二、伊斯兰教在新平的发展模况…... ... ...…… (274) 

第七章 白族、苗族及其他民族……... ... ... (276) 

一、自族…... ... ..…. ••. •.• ... ... ... ...... ..………. (276) 

二、苗族……………... •.. ..…·………... ... ..…. (276) 

三、其他民族………... ... ..…. .•. ..• ... ... ... ..…. (279) 

第八章民族工作……... ... ... ... ... ..…·…... ... ... (280) 

第一节 建国前中国共产党的
民族工作…... ...……..……..…….. (280) 

一、深人民族地茧，组织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根

据地，开震武装斗争…........................ (280) 

一、新平各族人民的剿噩&霸斗争... ...... ... ... (282) 

-9 一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民族
工作……... ... .….. .. . ..…·…... ...…… (284) 

一、

、 1950-1956 年的民族工作............... (284) 

1957一-1966 年的民族工作... .•• .•. ... •.• (290) 

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罢族工作一、

(1 966 年 5 窍 1976 年 10 月) ......... (294) 

四、新时期的罢族工作(1978 年一-1989 年)

…………….. .....…………. ... ... ... (295) 

第三节 民族工作机构……... ...…….... ..… (306) 

、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成立... ... . 

一、

一、

霞族事务委员会的任务、想责....... .……. (307) 

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工作... ... ... ..• .....……. (308) 

第九章民族人物…….. ... .... ... ...…............... (311) 

第 A节著名人物简介"
、普蹋... ... ... ... .... ... ... ... ... ... ... ... ...……. (311) 

一、 刀瓮……………………………………… (312)

一、
普应春……... ... . 

四、杨本... ... ... .. 

(312) 

(313) 

(313) 

(313) 

(314) 

五、
...l... 
J、、

七、

杨宗蜀……... ... . 
马化龙………... .. 
方景葫…..

八、普有才'...... ..…·…... ... ..…. ... ... ..…·…… (315) 

九、普承尧………... ... ... ... ... ... ... ...………… (316) 

十、普承运……... ... .….. ... ... ... ... ...………… (316) 

十一、刀成义... ... ... ......…………...... ...…… (317) 

十二、刘奴出... ... ... ...... ...... ...……... ... ..…. (318) 

10 -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