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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沧地区傣族社会历史调查》

前言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包括《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
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
丛刊》，记录了中国55个少数民族从起源至21世纪初的历史发展进程，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等方方面面的内容，荟萃了大量原始的、鲜活的、极其珍贵的资料，是一部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大型
综合性丛书，是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重大项目和重大出版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
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展开。为了摸清少数民族的社
会历史状况，抢救行将消失的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料，1953年，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和中央民族事务委
员会组织进行全国性的民族识别调查，1956年又开始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在三次
大规模的系统调查的基础上，中央民委从1958年开始组织编写《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中国少数民
族语言简．志》、《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三种丛书。“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民委机构撤
销，此项工作被迫中断。1978年国家恢复民族工作机构，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改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
会。1979年，国家民委决定继续组织编写以上三种丛书，并增加编写《中国少数民族》和《中国少数
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两种丛书，定名为《民族问题五种丛书》。《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编
辑出版列入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的重点科研项目。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共计402本
，一亿多字，该项目自1958年启动至1991年基本完成，历时30多年，涉及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及
中央有关单位400多个编写组，1760多人参与，分别由全国30多家出版社出版。纵观历史，像这样全面
系统地调查研究、编辑出版介绍各个少数民族的丛书在中国前所未有；横看世界，像这样由政府部门
组织为国内各少数民族著书立说实属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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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沧地区傣族社会历史调查》

内容概要

《临沧地区傣族社会历史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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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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沧地区傣族社会历史调查》

书籍目录

耿马地区傣族社会历史调查　一、一般情况　二、历史发展过程　三、元明以来的政治设施及土司制
度的形成　四、经济、文化成就及其对缔造祖国的贡献　五、与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的关系　六、反
对英、日、美帝国主义的斗争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耿马傣族的社会性质和阶级关系　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耿马土司的政治、军事概况　九、物质生活和习俗耿马县孟定区傣族社会历史
调查　前言　一、一般概况　二、古代历史源流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社会概况耿马县耿宣
区罕（巷）允寨社会历史调查　一、一般情况　二、历史沿革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社会概
况耿马县耿宣区允楞寨傣族社会调查  一、一般情况  二、建寨传说和经济情况耿马县耿宣区勐简寨社
会经济调查  一、历史情况与政治制度  二、土地情况  三、租佃关系  四、副业与商业情况  五、债务情
况  六、雇工情况  七、对领主及国民党的负担耿马县勐撒区勐撒城子社会经济调查　一、一般情况　
二、政治制度和阶级分化情况　三、土地关系　四、剥削形式　五、宗教情况　六、对土司、头人和
国民党的负担　七、生产水平与口粮耿马县勐撒区炳令寨社会经济调查　一、一般情况　二、政治情
况　三、土地的性质和种类　四、阶级分化情况耿马县孟定区贺海寨傣族社会历史调查　一、一般情
况　二、土地情况　三、土地的种类和性质　四、阶级分化及生产资料占有情况　五、土地租佃情况
　六、牛租　七、雇工耿马县孟定区芒撒寨社会经济调查  一、山傣的历史传说及其来源  二、政治情
况  三、土地占有的种类及其性质孟定傣族来源的传说耿马罕氏土司世系筒谱耿马古代九勐十三圈的
门户钱和婚丧礼节习俗调查耿马县孟定区“傣德”社会习俗调查  一、概况  二、衣、食、住、行  三、
婚姻和家庭  四、文化与宗教耿马傣族的命名方式沧源县勐董乡傣族社会调查  一、民族历史和一般传
说  二、土司制度及其演变  三、对坝区傣族及山区民族的统治系统  四、各级头人的特权  五、封建领
主的各种剥削  六、宗教情况  七、婚姻情况  八、风俗习惯沧源县勐董乡曼骂寨社会经济调查  一、一
般情况  二、土地情况沧源县勐角区勐董乡十个傣族寨社会历史调查  一、政治情况  二、经济情况  三
、阶级分化情况  四、傣族与佤族的经济联系沧源县勐角区勐角乡社会经济调查  一、社会历史情况  二
、经济情况  三、生产情况沧源县勐角乡七个寨经济情况调查  一、勐角城子社会经济情况  二、阶级分
化  三、剥削关系  四、勐角乡土锅、云那、罗恩等寨的经济情况沧源县勐角区勐董乡费达、戛里、完
弄、婉娥四寨经济情况调查后记修订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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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沧地区傣族社会历史调查》

章节摘录

　　二、历史发展过程　　（一）民族源流及区域沿革　　现在的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包括过去的
耿马和孟定两个土司的区域。在这两个区域里，关于傣族迁入的传说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也有些差异
。现就两个区域里的传说分别整理归纳如下：　　（二）孟定区域　　孟定的第一代土司名召武定，
他的母亲原来居住在勐卯，是一个傣族王子的娘娘，怀孕时，被一大鸟衔了飞到孟定坝的罕洪地方。
一个佛爷吓飞了大鸟，从树上把召武定的母亲救下来，后来生了召武定，在孟定做了土司。孟定之称
，就是由召武定的名字而来。　　又据蛮海佛寺长老谈：孟定土司是从姐兰土司分支来的，从姐兰一
共分出三支，大的是木邦土司，第二是孟连土司，孟定土司是第三个。永乐帝派兵征服边疆，领兵者
是“王帅”，在这次战争中，孟定土司先降，木邦土司随着也投降，但姐兰土司蛇若蛇暗则不降而逃
缅，王帅无法，将中国土地送给缅甸，将蛇若蛇暗换回。孟定土司即与王帅将蛇若蛇暗解往京城，永
乐帝以为有功，即封为孟定土知府。在人民中，多数都说他们的祖先是在明初从勐卯迁来的，来的时
候人数很多，走起来可转九个弯弯，站住则可站满三棵大青树阴。他们来时，当地居住的是佤族。傣
族的土司姓罕，他的文武贰臣，一姓金，一姓刀，帮助罕家和佤族打仗，所以称为“刀金保罕”。耿
马土司和孟定土司是一起从勐卯迁来的，到了滚弄江边才分道，耿马土司向勐角、勐董去了，孟定土
司则先到四方井（今孟定北），然后再南下至景允，再至罕洪，最后才迁到今孟定镇住下来。　　另
外，还有一部分居住在孟定，被称为“傣耿”的傣泐，系19世纪初叶从西双版纳迁入孟定的，口耳相
传，事实还大致可考。据西双版纳文献著录，清嘉庆十一年（即公元1806年），暹罗王子戈罗侵入西
双版纳，当地傣族四散逃避，其一支即来到耿马一带（包括孟定）。在孟定方面已完全证实，这部分
人即是傣耿。现在孟定有些寨子还是傣耿聚居，如下洞井寨、曼国寨等。有傣耿杂居的寨子更多，如
上洞井、贺林、布光、鹿滚、蚌拿、罕罗、龙养、曼赫作、曼丈、曼龙、遮哈等都是。据说他们是从
西双版纳勐耿搬来的，当时暹罗国的戈罗来进攻西双版纳，发生战争，双方都用象来作战，暹军先把
钉子插在地上，致西双版纳的象队进退两难。战争结果，我军失败，傣泐一时逃散，其中约有千余家
搬来孟定一带，就是后来的傣耿，所说基本是符合史实的。　　（三）耿马区域　　耿马的傣族原住
在勐卯。贵族姓罕，曾管到保山、腾冲一带，迁来这里的罕家，原在那里分住在一个寨子里，因那边
人口过多，缅甸和中国争此块土地而打仗。明朝洪武年间，一部分傣族因此即迁来耿马。傣族迁入耿
马是从勐卯南下，经木邦等地，过滚弄江，然后先到勐角建都的，“角”就是建立的意思。勐角地方
太小，不能容纳更多的人马，因而分出找地方，到勐省，看到地方很好，于是，要留着住，不让别的
人知道，“省”就是骗人的意思。同时也到了勐董、勐岛等地，这些地方都是小坝子，复顺福音山南
下，至今大寨地，再从大寨至允讽的盖杰地方，在盖杰地方住了下来。有的住在河边，有的住在山上
。罕、南、宋三家本无姓，其时，领袖带有金印二枚，傣语称金印为罕，其他族问起名姓来，就说是
罕，意思是掌印的官。其他两家，一家扎营于河边，傣语称水为南，便以此为姓，另一家扎营住于村
落的高楼上，傣语称高楼为宋，也以此为姓。傣族迁来耿马时，当地住着佤族和拉祜族，互相发生战
争，帮助罕家和佤族打仗的是南、宋两家的文武贰臣，所以叫“南宋保罕”。　　傣族定居在盖杰等
地之初，还受佤族领袖的统治，其领袖即今大寨佤族马绍武的祖先。罕家为了夺取领导权，便与佤族
的领袖通婚，得其公主为妻，后假称公主有病，要吃洗印水才能好，佤族领袖将印给罕家后，即为罕
家夺取。傣族土司得了金印，即可调兵遣将和征派粮米，开始用武力打勐撒。勐撒为佤族聚居区，双
方争战很剧烈，胜负难分，死伤甚重，于是，通过和平谈判而使佤族退居四排山一带。傣族把和平谈
判成功的地方取名勐撒以资纪念，“撒”，傣语为和平的意思。同时在勐永与佤族战争取得了胜利，
便把因胜利表扬官兵的地方取名勐永，“永”，傣语为表扬的意思。　　在不断征服佤族而取得对当
地统治权的同时，耿马土司便从盖杰迁都到现在的耿马城来。　　从上述的一些传说可以看出：孟定
、耿马一带在傣族没有迁来之前，居住在当地的是佤族和部分拉祜族。在傣族迁来之初，还是受佤族
领袖统治的，后来经过互婚和战争，最后傣族首领取得了对佤族的统治权。孟定和耿马傣族的绝大部
分是从勐卯迁来的，这不仅他们的统治者罕氏与勐卯土司同姓，而且始祖召武定的传说，今德宏州瑞
丽的说法与孟定的说法完全一致，不过瑞丽说召武定是在瑞丽当第一代土司，而孟定则说是在孟定当
第一代土司。且不论在什么地方当，两地土司的始祖是一个是可以肯定的。除了大部分是从勐卯迁来
而外，在以后，尚陆续有一部分傣族从保山、龙陵、凤庆及泰国、孟畏等地迁来，到孟定坝与先前从
勐卯迁来的居住在一起。　　迁来的路线一般都认为是从勐卯人今缅甸境，然后至滚弄江边分成两部
分，但都同时经过今沧源县境阿佤山区，然后一部分入孟定坝，一部分至耿马。　　迁来的时间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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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在洪武年间，而且与王帅征麓川的事件相联系在一起，这里便产生了问题：　　洪武间并无姓王
的中国将领征麓川事，而王骥三征麓川是在明英宗正统年问。　　孟定之地名既由召武定而得，则在
有孟定一地名时，孟定地方已有傣族居住着了。考《元史》地理志载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设
孟定路军民府，是知在元初孟定地方已经有傣族了。又麓川思氏谱牒里说“思可法（公元1340—1368
年，《元史》本纪中作死可伐）在位四年，迁都者兰，又四年，声名大振，中国、缅甸两路进兵来攻
，不能克，中缅兵各退去”。“是时思可法四十五岁，中、缅攻者兰惨败退去，邻境小国闻之，相率
称臣纳贡者有暹罗、景线、景老、整卖、整东、车里、自古诸国。”按麓川王国都城虽数迁，均在今
德宏州瑞丽县附近的地方，者兰即在今瑞丽县城南十余里处，其势力强盛之时则疆域远超过今德宏州
的范围，不仅麓川思氏谱牒如此记载，汉文中也如此记载。在麓川王国扩张疆域的同时，傣族人口也
随着政治势力所至而流移是很自然的事，至明初洪武年间，孟定已经是被视为麓川重要的一部分傣族
人口较多的地方了。毛奇龄：《蛮司志》卷九中记载。“洪武（中）⋯⋯三将下云南，思伦请降，授
麓川平缅宣慰使司，未几（按：洪武十八年），思伦叛，逐景东知府俄陶，大杀掠，西平侯沐英讨平
之，已而（按：洪武十九年）思伦与生目刀干孟相杀，上命沐春、何福进讨，擒干孟，因分其地设孟
养、木邦、孟定三府属云南，而以潞江、干崖、大侯、湾甸四长官司隶金齿。”被分设府、长官司等
地方很明显是麓川王国的主要区域，傣族人口多的地方，其中孟定府的辖境则远较今耿马全县的范围
大，包括有全’耿马区域。可见，孟定府地有傣族人口居住至少是在元代麓川王国扩张疆域的时候，
如以孟定因召武定而得名则在元初孟定已有傣族人口居住了。不过，土司罕氏率领着另一大部分傣族
人口来到孟定应该是在英宗正统年间王骥三征麓川之时。当时，连年战争迫使麓川王国中心地区——
一勐卯的傣族人口向四周流移是很自然的事，贵族罕氏之一支即从勐卯率领部分傣族人口流移到孟定
来，与原住在这里的傣族人口相汇合。从正统以前孟定知府是姓刀而不是姓罕可以说明这件事。《蛮
司志》说孟定．“正统间，知府刀禄孟为麓川所侵，远徙他部，会木邦舍目罕葛以从征功，请远伯王
骥令管食其地”。以后，罕葛之后即为孟定知府。这便与蛮海佛寺长老所谈孟定、木邦、孟连土司都
是从姐兰分支出来，王帅征姐兰，姐兰不降而孟定降基本相同。可见，在元代，已经是有部分傣族人
口居住在孟定（包括耿马全境），他们的首领是刀氏。英宗正统年间，王骥破麓川王国，战争迫使更
多的傣族人口从勐卯迁来孟定与原住在这里的同族人口相汇合，以更大的优势压倒了土著的佤族，而
此时从勐卯分支的罕氏贵族的一支代替了原来傣族在这里的首领刀氏，成为了孟定土府的统治者。　
　以上所说是民族源流情况，现在谈区域沿革。　　在孟定区，一般传说都认为耿马土司原来是孟定
土司分封出去的。就是说，耿马土司的区域在最初是孟定土司所管辖的一部分，孟定初设土知府时，
其疆域范围是“东至篾笆桥（今临沧县第一区①蚂蚁堆出去），西至滚弄江，南至黑呀大蕉山（班洪
以外南腊出去的大水塘），北与今镇康县为邻，西北至炮楼山（在缅境麻栗坝外）”，包括有今耿马
县全境及沧源县、双江县和国外缅甸境内的部分地方。汉文史籍中的记载也确实如此，至元二十六年
（公元1289年）所设孟定路军民总管府，管辖滚弄江东西两岸广大地区。北接今镇康，东包括耿马、
双江县乃至景东、景谷，西北与麓川，西与木邦（古腊戍）相连，东南包括沧源及澜沧大部分，而与
车里相接，南与景栋、八百（景迈）相接，包括整个佤族山区。不过，在元初，盂定路军民府总管是
否是由傣族中的贵族担任是值得研究的。据耿马的传说，傣族初来时，掌金印而统治整个耿马的是佤
族的领袖，则元初孟定路的总管应为佤族。到元末麓川王国势力强时，孟定的统治者是傣族贵族似乎
是没有问题的，至明代孟定府的疆域，诸书所载互有出入，说明是有变化的，而《明史》土司传则记
：“东接孟连，南木邦，西接陇川，北镇康。”其他诸书则说东接云州或威远州，比元代疆域小不了
多少。南部不仅整个阿佤山仍属孟定府，而且在初期，东南部的盂连也是属于孟定的。《明史》地理
志及《续文献通考》谓永乐四年（公元1046年）四月“析孟定地，以木来府省入”。“置孟连长官司
”、“直隶都司”。可见孟连是在永乐四年方从孟定府中析出。同时，在万历年间也析盂定府地置耿
马安抚司，后升宣抚司，但仍属孟定府统辖，故《明史》地理志谓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析孟
定地置耿马安抚司”、“孟定府，领安抚司一，日耿马。”至于此时孟定与耿马内部的疆界，则《明
史》地理志谓“耿马，有喳哩江，与孟定分界，北距府（按指孟定府）百里”。此中所说喳哩江不知
是何江，不过从“北距府百里”的说法可以推测孟定以北百里以外东北部的孟定府地，此时已分给耿
马管理了，不过耿马又要由孟定府来统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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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沧地区傣族社会历史调查》

精彩短评

1、1950年代为民族识别而由国家组织专家对于全国少数民族（族群）进行大规模社会历史调查的工作
在以后任何时代都无法再进行一次，更重要的是，那时的少数民族还保留着较多传统文化和习俗，因
此这批调查资料保留史料的历史功绩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虽然是在特定年代，特殊的意识形态下
进行的，但毕竟瑕不掩瑜。好书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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