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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

导和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

族傣族自治县民族志》公开出版问世了，这是全县各族

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喜事．

誓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民族志》是在

全国大规模修志活动的推动下，在县委、政府的直接领

导下．经过两届县民委精心组织实施的成果。编写过程

中，得到县志办和许多专家学者的帮助指导，是集体智
慧的结晶。

自治县是民族文化资料的宝库。民国时期彭桂萼等

一部分文化人为搜集整理双江县民族文化资料做了开

创性的工作．他们的著作，是一笔十分宝贵的财富。县

人民政府成立后，曾对县内民族情况进行过多次大规模

的调查，加上政府部门的档案资料，原始素材的数量极

其宏富。但是，大部未经系统整理。近年来各级科研、教

育部门甚至国外的专家学者多次到县进行调查，足见学

术界对我县民族文化十分重视。本书将我县现有的民族

文化资料作了一番较为系统的整理，力图在有限的篇幅

中展现各民族历史和现状的全貌，达到资料性、思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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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科学性的统一。本书坚持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各民族

一律平等的一贯主张，充分记述了全县各民族人民共同

开发、建设双江这块热土，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革命与建设的历史功绩，体现了汉族与少数民族谁也离

不开谁的客观事实。希望这本书能成为进行民族政策教

育的辅助读物，成为全县和各地各界人士了解双江的一

个窗口，为促进双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编写自治县《民族志》，在我们还是第一次。因经验

缺乏，水平有限，疏漏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诚望读者批

评指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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璺江芸蔷萎：萎自治县民专主任鲍忠元
1995年2月5日



序二：

‘‘双江羹善姜墨姜自治县民族志'，在中共双江县委、政府、人
大、政协、民委领导的重视和县志办的帮助下。经过编写同志

两年多的努力，特别是主编刘茁生同志的艰苦奋斗；终于写成

20多万字的书稿。这个书稿又经1994年6月评稿会上许多专

家学者和各民族的知情人参与认真讨论，做了纠谬正讹、删繁

补缺的工作，经主编再修改后定稿．

本志按述、记、志、录四大件的体例构成大框架，符合本

届修志的要求，也集中体现了我们这一时代志书的共同特点。志

书正文分设10章，除有关全局的重大事件、宗教、人物、民族

工作等各设专章外，按拉祜、佤、布朗、傣、彝、汉等6个主

要民族各设一章记述．既有合而为共性的展示，也有分而为个

性的记述．其中。重大事件”一章，对延续几十年的民族抗暴

斗争的记述，特点尤为突出．整个记述中严格遵循了“述而不

作，叙而不议”的要求，条理清晰，层次分明，眉目清楚，叙

述准确·，领属合理，逻辑性强，是主编深谙志裁、匠心独运之

处．此外，各级标题简洁准确l；各章节资料的布局安排合理；全

书内容的相对平衡而避免了志书常见的畸轻畸重通病l文从字

顺，言简意赅}摒弃半文半白文体，全书通贯用规范化的语体

文表述，效字年代的书写规范遵循了国家颁布的‘关于出版物

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要求I图表的设计配置也较科学合理。



总之，这是一本写得较为成功的县一级的民族资料著述．

云南是人类的发祥地之j．远古民族的构成与分布情况，文

献无征，有待于更多的地下发掘实物来得出科学的结论．就迄

今所有的中国古籍资料记载，都只能说明在周秦之际。云南为

百越集团的一支——滇越和百濮集团的一支——滇濮(濮人)错

杂而居．在北方部族西迁的同时，原住在甘青高原的氐羌集团

逐渐向南迁徙，进入川滇黔广大地区．滇越为今壮傣语支的傣

族先民．傣族至今仍在西起保山、德宏，沿临沧、思茅、西双

版纳、红河到文山这样一个新月形的地带上与缅，老、越三国

跨界居住着I内地则远达川藏交界的金沙江河谷也有分布t濮

人的后裔佤族、布朗族、德昂族等南亚语系的民族，至今也在

西起保山、德宏．东至临沧、思茅一线上与傣族呈立体分布错

杂而居，也多跨国界居住．氐羌集团的后裔——彝族、白族、纳

西、景颇、拉祜、傈僳、基诺等大都聚居滇东、滇中到滇西北

各地。在氐羌集团各支系民族中．除景颇、傈僳的一部分较早

沿江心坡诸水南下进入缅甸外，拉枯则于清代才有部分迁入缅

甸，其他彝语支的主要族系均未越过傣族居住地区外迁，这一

点有力地说明氐羌集团诸民族晚于百越、百濮进入云南．至于

其他如回、蒙古、苗、瑶、满等族则在元明清时期逐步迁入云

南是斑斑可考的．以上这个云南少数民族迁徙分布沿革的大格

局，决定了云南各县少效民族的具体历史．所以．我们不论写

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特别是各个县在写县志时涉及到本县内

居住的民族历史时，不能离开这个大客观．各个民族都有自己

古老的传说．但传说只能作为历史的影子供人们去打开研究的

思路，而不能当做真实的历史入志．云南的127个县市，都是

作为一个整体的一部分而存在．民族的迁徙必然是一步一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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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脚走的．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也受到总的客观

时空的制约，不可能超越时空举族从天外飞来．如果离开了总

体上的客观历史而独创臆说，就难以占得住脚，甚至贻笑方家．

着重说明这一点，是希望我们在撰写民族志时，对族源要持十

分慎重的态度．不能以孤证创说，更不能以传说为据．志书要

传之后世，供后人研究称引，只能尊重事实，舍此无第二选择．

我们在为双江这个全国自治民族最多的县民族志庆贺顺利出版

之际，顺便提出这个问题供写民族志的同仁参考，能有一得之

功，即不负人民之所托．

志痴李景煜于昆明不悔斋

．1995年元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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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民族志>

(以下简称本志)，是记述自治县民族情况和民族工作的

部门志。

二、本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实事求

是地反映自治县各世居民族的历史和现状．

三、本志上限尽量追溯至有文字记载的年代，下限

为公元1990年。

四、本志资料，主要依据档案、前人的著述和今人

的研究成果．也适当选用了一些口碑资料，以弥补文字

记载之不足。

五、本志对县内6个世居民族．分章记述，对与各

民族都有关系的重大历史事件，设‘重大史事>章，作

集中的介绍；另设《民族宗教》章，对有多种民族共同

信仰的宗教，作集中的叙述；<民族工作)章，是从宏观

的，广义的民族工作的角度，对与自治县各民族有关的

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作全方位的概括叙述．不

限于一般民族事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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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志用公历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纪年

用当时的纪年加注公历纪年。 ‘

七、本志用语体文。引用文言史料．大都译为白话，

浅近文言文则照录。对史料中带有侮辱性的人名、族称、

地名的书写．一律改用现行通用的汉字。

八、少数民族词语的译音，一般用汉字注直音，或

加汉语拼音。个别用汉语拼音仍不能准确表达者，用国

际音标注音，并加括号注明。

九、对个别有不同说法的史事，本志用脚注加以记

录，俾诸说并存．保存史料。

十、计量单位用国家标准计量单位，个别习惯计量

单位．用括号注标国家标准计量单位。 ．

十一、本志所称20---,90年代，均指20世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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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双江拉枯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是全国唯一的由4个自

治民族组成的自治县，位于云南省西南部，地跨东经99035’11。

至100090’33”、北纬23。11’58”至23048’50”之间．县城勐勐距昆

明755公里j距临沧104公里，紧靠北回归线北侧．全县总面

积2165．03平方公里I东西最大横距57．9公里．南北最大纵距

64．2公里．地处云贵高原的西南边缘，横断山脉南部帚形地带

的扩展部位。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山脉属怒山山系邦马山脉．

东部马鞍山，有海拔1600米以上的山峰20座I西部四排山．有

海拔1500米以上的山峰14座．两山之间是勐勐、勐库两个坝

子．面积81．4l平方公里．西北境极边的大雪山，海拔3233米，

是全县最高点·东南境的双江渡口，海拔670米；是全县最低

点．两处相对高差2563米，山区面积2083．62平方公里，占总

面积的96．24％．境内河流属澜沧江水系，全县共有106条河

溪．气候属低纬度亚热带山地季风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

干湿季分明，雨量适中．由于境内地貌复杂。山高谷深，海拔

高差悬殊大，因而形成。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立体气

候．

县内资源丰富．有土地325万亩，人均8．5亩．森林覆盖

率为38．46％．1990年有耕地24万亩，人均1．6亩．北回归线

横穿县境中部。有丰富的气候资源．可以发展多种亚热带作物、

水果和药材．巳控水量6046．5万立方米，装机利用4884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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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控水量还有3300多万立方米，待开发水能12260千瓦．有一

定储量的矿产资源，尤以煤、铁储量较为丰富，巳探明湾河铁

矿储量33万吨．
。

自治县有悠久的历史．县内发现新石器时代的遗址10余处

及多种遗物，发现了石斧、铜斧、石范及大量古陶片．“忙糯

型”石斧形制独特，是“忙怀型”石斧与“石佛洞型”石斧之

间的过渡型制．陶片多为红色粗陶．还发现大量平底、高腰、细

颈，坦口的花瓶式陶罐．这些遗物，虽然还不能明确地指出它

们与自治县现代各民族的直接渊源关系，但却可以证明，在

2500"-'3000年之前，就有人在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并且已经

创造了相当高度水平的文化．

西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设益州郡，县境为益州郡徼

外地l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设永昌郡，县境为所届．此

后，历代直至清朝初年，绝大多数时期都隶属于永昌(今保山

地区)． ，
．

元末明初，云南西部傣族向东发展．县境为傣族封建领主

所统治．明朝万历二十七年(1599)，傣族封建领主正式受明朝

中央册封为土司，成为中央政府管辖下的一级行政单位．清朝

乾隆二十九年(1764)，勐勐土司改隶顺宁府．嘉庆十八年

(1813)．勐勐土司所属的倮黑山划归缅宁厅，更其地名上改心．

光绪年间，上改心划归镇边厅，属普洱道l四排山划归缅宁厅．

仍属顺宁．民国16年(1927)．普洱道决定将四排山、上改心、

勐勐合并设立新县，以澜沧江、小黑江汇合于县境而取名双江

县．民国18年(1929)，双江县建置成立．设4乡。2镇．60保，

549甲．隶属保山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

?：一 ．

1950年县人民政府成立时，仍隶属保山专区．1952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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