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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是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五，内容包括了20世
纪50年代中央访问团收集的资料，全国人大民委、中央民委等组织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以及民族识别等
工作所搜集到的资料，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各省、自治区陆续分别出版，全套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
共有84种145本。
这些资料集中记录了我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基本情况，是民族研究和民族工作中的重要参考资料，
受到了各方面的欢迎和好评。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问世以来，民族自治地方社会和文化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
，各方面情况有了不少变化，为了进一步发挥这些历史调查资料的作用，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
，共同繁荣发展”，国家民委决定修订、再版《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并将其列为
国家民委重点科研项目。
    本次修订再版，在尊重史实，基本保持原貌，统一体例、版式的总原则下，主要是订正错误，并以
修订注释的形式增补新的人口数据和地方行政隶属的变化情况。
另外，原书中统计数据存在的问题较多，但因无资料可查核，部分只能保持原貌，仅供参考。
《崩龙族社会历史调查》、《新疆牧区社会历史调查》不再单独出版。
新增《吉林省朝鲜族社会历史调查》、、《土家族社会历史调查》、《四川木里藏族自治县藏族纳西
族社会历史调查》、《广东海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4本。
修订本合计为86种147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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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基本情况　　一、自然概况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西北部澜沧江以
西、独龙河以东的地区。
全区包括碧江、福贡、贡山、泸水四个县，北接西藏察隅，南接保山、龙陵，西靠高黎贡山，中与片
马、江心坡相连。
全区依自然地势形成一狭长地带，东西宽仅100公里，南北长约500公里，总面积约有17 000平方公里。
　　该州是世界有名的大纵谷之一，西面的高黎贡山和东面的碧罗雪山由北而南绵延千里，怒江奔腾
于两山峡谷之间，形成“V”字形大纵谷。
在北部地区，怒江与澜沧江相距仅50余公里，形成典型的横断山脉峡谷地带。
两面山势陡峭，石灰岩层绵亘不断。
该区由于受喜马拉雅山脉造山运动的影响，有时发生地震。
　　怒江具寒、温、热三带气候。
沿江酷热，年平均温度达摄氏24度，半山温和，山巅严寒，终年积雪，冬春时期雪封山达4个月之久。
碧江以下地区较湿热，雨量充沛，降雨量在2000毫米以上；福贡县境较干燥，降雨量少。
　　山区有极为丰富的原始森林，尤以杉树为著名，植物种类很多，但由于长期以来刀耕火种的影响
，大片森林被毁。
此外山货药材也不少，有贝母、黄连、秦归、鹿茸、麝香、熊胆及各种兽皮。
地下资源目前已发现的有云母、铁矿等。
　　该区交通极不方便，每年雪封山以后，与外界交通断绝。
全区通向内地的交通线有4条：由贡山的菖蒲桶向东行，越过怒山，跨过澜沧江，经叶枝、康普、岩
瓦等至维西；另一条是由碧江向东，越过碧罗雪山及澜沧江，抵兰坪县；第三条由泸水县向东可抵兰
坪；第四条是沿河谷向南行经六库、曹涧到保山。
由曹涧至保山一线已有公路的毛路，其余三条路线，解放后曾经修整驿道，交通已有初步改善。
　　怒江两岸的主要交通工具是原始的溜索，人畜或物资均可系在溜筒上由溜索溜过江对岸，但危险
性大，经常有索断坠江、死人的事件发生。
　　全区有水田3万亩，多数是解放后新开的，旱地250.213亩（轮歇地21 244亩）。
1955年全区粮食产量约4480万斤，平均每亩产量约160斤，其中水田每亩产量为390斤，旱地每亩产量
为130斤。
按全区人口计算，平均每人约有2.5亩土地，400斤原粮，其中泸水县每人平均有500多斤，碧江300多斤
，福贡400多斤，贡山则只有200多斤。
　　二、各民族人口分布　　全区总人口111 147人，其中傈僳族78 536人，占总人口的70.66％；白族
（勒墨支）10 973人，占9.87％；怒族l0 797人，占9.71％；独龙族2520人，占2.27％；彝族1495人，
占1.35％；藏族594人，占0.53％；汉族5582人，占5.02％；其他650人，占0.59％。
　　傈僳族大都居住在半山地区，较为分散，最大的村落也只有百来户人家，一般都是十多户的小村
寨。
碧江的白族（勒墨支）除有自己聚居的村落外，也与傈僳族群众杂居。
怒族主要聚居在碧江县及福贡县。
独龙族的聚居区是贡山及其西部的独龙河谷地带。
藏族居住在贡山及福贡东北部靠近德钦及察隅的地区。
　　部分傈僳族曾于数十年前向西及西南迁徙，越过中缅北段未定界进入缅境的密支那、八莫地区居
住。
　　三、历　史　　（一）傈僳族迁徙怒江及反对清朝的斗争　　据古文献记载，傈僳族早期居住在
金沙江两岸及木里、盐源、盐边一带。
元代，他们大部分受制于纳西族的领主，成为木土司的农奴和兵丁，大约在300年前，部分傈僳族才由
金沙江两岸向西迁移到达了澜沧江东岸维西、兰坪一带地区。
19世纪初期（清嘉庆年间），维西的傈僳族以恒乍绷为首曾发动了一次规模巨大的起义，恒乍绷曾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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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了数千名傈僳人民与清朝的官军作战达两年之久（1802年初至1803年底），最后在云贵总督觉罗琅
干的进剿下，起义被镇压下去。
这次傈僳人民的起义事件据觉罗琅干所立的“平夷”碑记载，曾动员全省兵员，派大理、腾越（腾冲
）两个总兵分三路合围才把恒乍绷击溃。
恒乍绷被俘，不屈就义。
起义的傈僳人民被清军“于各处斩枭示众者，不下二千余人”。
　　这次事件后，大批傈僳族被迫渡过澜沧江，越过怒山山脉，迁居到怒江两岸居住，一部分继续往
西迁徙到中缅北段未定界地区。
20世纪初期，部分傈僳族又逐渐向西迁至密支那一带。
另一部傈僳族往南沿高黎贡山山脉迁至腾冲、保山及德宏地区，并继续往南发展，达于耿马、镇康及
阿佤山区。
　　公元1910年（清宣统二年），清朝派袁裕才为怒俅总管（俅族指独龙族），统辖怒江及独龙河地
区，甚至远及于坎底一带，每年征收银钱赋税。
此外，在菖蒲桶也设了一个怒族的俅管名叫“勒扒”，勒扒直至1924年还在迈立开江上游收税，二俅
管家中过去还有清王朝的委任状。
1910年阿敦子（德钦）弹压委员夏瑚曾奉命安抚恩、迈两江上游各少数民族，直抵坎底，并分别重新
加委，赠与牛、羊、衣袍。
1912年，李根源派何泽远管理恩梅开江中段，至渴即盆，换发头人新照。
　　清朝末年，怒江流域分属大理、丽江二府管辖。
泸水为六库、鲁掌、登梗、卯照、老窝五个土司所分治；碧江一区为兔峨土司的领地；贡山为维西的
桥头、叶枝土司所辖；福贡第四区以下为傈僳族聚居地区，不从属任何土司。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一说为1911年）五月问，德国传教士布沦胡拍带着两个黑人，持枪5枝
，从泸水沿江而上，达福贡山腊污寨向傈僳人勒索，傈僳人不堪其扰，便将这几个外国人杀死，并将
枪支、衣物分掉。
消息传到昆明后，引起了国际纠纷。
清皇朝即派腾冲“蒋大人”协同泸水土司，不问青红皂白，残酷屠杀傈僳人，临走时还捉走了5个，
送腾冲外国领事馆审讯，当时便杀死了3人。
　　（二）民国初年“开辟”怒江时期　　1911年辛亥革命后，云南陆军第一师师长李根源在大理发
起“开拓怒俅”计划，成立“怒俅殖边督办公署”于兰坪之营盘街，委任任宗熙（四川成都人）为“
正委员长”，景绍武为“副委员长”，调大理七十六标学员80人做干部，分两路进入怒江。
若真为了开辟边疆，增强内地同边疆的联系，是应该的，但他们一路杀人放火，烧了两个村子，并沿
途活捉了很多傈僳人，强迫他们背人、抬人、背行李，随便拷打，不让休息。
这些人进入不久发生了“里悟底”事件：由于军队的残酷压迫，要米、猪、鸡、蛋、酒等，并到处强
奸傈僳族妇女，且轮奸了一个40多岁的傈僳族寡妇，傈僳族实在不能忍受，遂在里悟底杀死景绍武
等28人。
第一师听到这个消息，立即派兵前往镇压，傈僳人男女老少全部跑到山上去，官兵到了里悟底村，放
火将村子烧了。
　　与此同时，另一个殖边委员又被傈僳人杀于怒江。
　　同年3月，丽江派阿吐滴到怒江做调解委员，声言“和平调解”。
接着，第一师部分官兵到怒江，强迫傈僳人接受了“和平”条件：里悟底村一带的傈僳人每年每户
交5毫钱及5升粮的“投诚费”，并强迫傈僳人将被杀28人的枪支、衣物退还给他们。
　　这一群“开辟”者，不仅以武力征服了傈僳、怒族人，而且强占了他们的田地。
亲身参加“开辟”的七十六标的学员和志辉说，当时“上帕衙门口是一大片坝子田，傈僳人跑了以后
，我们就自己动手种”。
还勒令傈僳、怒族人将弓弩缴署，弩则销毁，刀则折断。
和志辉还说：“‘开辟’以后真是一个‘汉强夷弱’的局面”。
　　之后，第一师派鹤庆杨志远任殖边队长，在上帕盖营房，在知子罗办汉文学校，强迫附近的傈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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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族人来学汉文，教师为崔振声，兰坪富川人，学生30多个。
凡上学的学生都给他们取一个汉人的名字，如墨文彬就是第一班学生。
　　1916年9月殖边公署改为“行政公署”。
知子罗行政委员是董廷芳（鹤庆牛街人），上帕行政委员是杨葆光（鹤庆牛街人）。
并设警备队，队长由委员兼任。
上帕公署编江东西为上、中、下三段，12保，20甲，102排。
知子罗公署则划全区为五段：中段、东南段、西南段、东北段、西北段。
每段设团政（汉人），下辖保董、甲长、排长等，“使其互相管束人民”。
　　同年，行政公署向傈僳人征收公粮，每户2斗，收团费，每户3毫。
董廷芳带来鹤庆汉商刘子明、刘显清二人，官商合资在知子罗开设“天宝号”，卖布、煮酒、卖盐。
本来1升包谷可煮6碗酒，但“天宝号”换给傈僳人只换给1碗，喜欢吃酒的傈僳族人民，每年被“天宝
号”剥削去的包谷，不知有多少万斤。
　　1917年，兰坪三区石登地方傈僳领袖阿孟扒因受不了县佐“旃大老爷”的压迫，率领傈僳、白族
群众杀死“旃大老爷”，并于正月初八日攻入兰坪之拉井，接着打到马登街，被剑川派来的官兵杀死
了3000多人。
阿孟扒退回后，分兵攻兔峨土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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