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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序一

中共峨山县委书记 葛 平

《峨山彝族志》是峨山有史以来编纂的第一部彝族志。因此，

该书的编纂出版，实现了峨山彝族同胞多年来的愿望，是全县各族

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峨山，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地方。千百年来，占全县总人口二分

之一以上的彝族人民与其他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相互学习，紧密

团结，共同开发了峨山这块宝地，为推动峨山的文明进步作出了卓

越贡献。但是，在历代封建统治时期，峨山彝族及其他少数民族饱

受经济上的剥削和政治上的压迫，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经济文化

十分落后，人民生活极端贫困，旧志中记载的“无不鸠形鹄面，男

女身无完衣，比户囊空，家无斗粟”，民间流传的“冷总果，热化

念，饿死丁皎赶蚂蚁”，就是对峨山历史上各族人民困苦生活的真

实写照。新中国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峨山实行了民族

区域自治，各族人民结束了千百年的苦难史，进入了民族平等、民

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的新时代。经过50年的艰苦奋斗，

峨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发展，文化、科技进步，社会稳

定，民族团结，人民安居乐业，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和飞跃。

峨山彝族勤劳、勇敢、智慧、纯朴，在滇中地区素有“能歌善

舞，热情好客，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美誉。他们用自己的勤劳和

智慧，不仅创造了光辉灿烂、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而且谱写了一

曲曲可歌可泣的奋斗史和创业史。《峨山彝族志》运用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通过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记载了峨山



序一

彝族地区自然、社会的历史和现状。这部志书，具有突出的时代特

征，芳香的地方醇味，浓厚的民族情趣，观点鲜明，史料翔实，结

构严谨，内容丰富，文字简洁流畅。衷心感谢为此书付出辛勤劳动

的编纂者和通力合作与关心、支持的人们。

盛世修志，惠及子孙。《峨山彝族志》的出版，对了解峨山、

宣传峨山、深化县情认识颇有裨益。愿《峨山彝族志》充分发挥存

史、资治、教化的功能，服务于峨山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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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山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县长 莽成柱

当人类跨人新千年之际，峨山将迎来自治县成立50周年，为

向自治县50周年华诞献礼，县委、县人民政府决定编纂出版《峨

山彝族志》。经过编写人员孜孜不倦，伏案笔耕，《峨山彝族志》现

已公开出版。

彝族是峨山县的主体民族，遍布全县各乡镇，主要聚居在山

区、半山区。1999年末，全县彝族人口77 540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53．2％，彝族地区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70％以上。彝族是最早居住

在峨山这块沃土上的世居民族。千百年来，在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

长河中，勤劳、勇敢、智慧、纯朴的彝族人民不仅发展了政治、经

济，而且创造了本民族璀璨的传统文化。

峨山彝族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明清至民国时期，曾多次

单独举行或参与反压迫反剥削斗争，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峨山作

为滇中地区地下革命和滇中革命武装斗争的根据地，广大彝族青年

纷纷加入到中共地下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和武装斗争的行列，为峨山

县乃至滇中地区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谱写了峨山历史的新

篇章。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峨山县的实际，经政务院批准，1951

年5月12日成立了峨山民族自治县(1954年改称峨山县彝族自治

区，1956年定名为峨山彝族自治县)。从此，峨山彝族人民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光辉照耀下，全面进行社会

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在“改革开放”方针政策指引下，峨山彝族人民发扬艰苦奋斗、勇

／J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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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于创新、开拓进取的精神，加快发展农村经济，不断改变贫穷落后

的面貌，推动了彝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各项事业

的全面进步。

《峨山彝族志》是一部反映峨山彝族历史和现状的专志。它以

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坚持“详今略古”“实事求

是”的原则，集史实和资料为一体，以丰富翔实的资料，全面系统

地记述了峨山彝族历史和现状，特别是记述了自治县成立以来，峨

山彝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民族平等、团结、互助、

共同繁荣进步”的民族政策指引下，彝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

社会各项事业所取得的成就。 ．

盛世修志、存史资政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峨山彝族志》

的编纂是峨山彝族人民的一件大喜事，也是峨山全县各族人民的一

件大喜事。这部书的出版问世，将对全县各族干部进一步加深对峨

山彝族和彝族地区的认识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可以全面宣传峨

山彝族，让外界认识峨山，提高峨山和峨山彝族地区的知名度，对

加快峨山彝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峨山彝族志》的编纂出版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编写人员经过

广征博采，精益求精，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编纂出版任务，填补了

峨山彝族无系统史志记载的空白。在此，谨向编纂《峨山彝族志》

付出辛勤劳动的工作人员，以及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的各级领导、

各界人士一并为之表示衷心感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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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 例

一、《峨山彝族志》是详细记载峨山彝族历史和现状的一部专

志。它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中国共

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全面地、客

观地、实事求是地记述峨山彝族各个历史时期各方面发展变化的真

实情况，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坚持“详今略古”的原则，充分反映自治县成立以

来，峨山彝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贯彻“民族平等、团

结、互助、共同繁荣进步”的党的民族政策所取得的政治、经济、

文化和社会各项事业的成就，旨在提高民族自立、自信、自强的精

神，促进各民族间的学习和交流，为增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推

动全县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三、本志采用章节体，前设概述、大事记，正文以志为主，共

分13章52节。图表、照片穿插志中，尾缀附录。

四、本志上限根据峨山彝族发展历史及古籍资料为基础，上溯

远古，下限至1999年。纪年书写、行文方法、数字和标点符号书

写以及货币、度、量、衡单位，一律按国家统一规定记述。

五、本志“人物”章，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人志人物只

收录峨山彝族人物。记述时只记事迹，不作评述，以卒年为序排

列。在世人物采用“人物简介”和“名录”。

六、本志对于有进步意义的民族习俗、风俗礼仪等，力求真实

记述其内容，对民族的陈规陋习，或已消失已取缔的不写，需写的

略写，不作评述。

七、本志以记述为主，以事实表明，文中引用的历史文献，重



凡例

要史料，以及古代行政区划设置，职务名称等，均系原文并注明资

料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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