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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剑川第二区全区有人口22801人，4755户，21个行政村，67个自然村。每个行政村有
一所小学校，有的村甚至有三四所小学校。全区有完全小学4所，初级小学40所，教员95位，上级规定
每位教员每月发100斤大米，但是只有44个指标，于是，现在的情况是两位教员平分100斤大米，如果
教员不够用，就请义务教员。 民家和老盘傈僳之问因生活习惯和语言的不同，相互之间不通婚姻。在
历史上，昆明来的镇守史，挑拨离间，使得民家和老盘傈僳之间曾经有过冲突。尽管如此，两个民族
本身并没有仇恨。住在华族山上的二十几家老盘傈僳人和民家有隔阂，按照赵、陈二位的说法，“我
们不敢上去，他们也不敢下来。如果要上去或下来，会许多人一起行动，一两个人绝对不敢”。他们
之间的隔阂主要是因为土地的关系，土地都在民家那里，老盘傈僳因为没有土地耕种，只能到山上去
，山上的日子很不好过，一些人靠“看路口”维生，也就是遇到过路的人打劫一下。山上的老盘傈僳
居住得很分散，但组织得却十分严密，他们在地下挖一个洞，洞里放一个瓦罐，方圆几十里都能相互
通消息。民家与老盘傈僳之间没有租佃关系，老盘傈僳的居住地通常离民家很远，相距二三十里地，
因为害怕民家的关系。他们大半也是从永胜和华坪搬来的。在解放滇西北的战斗中，老盘傈僳组织过
先锋队，非常勇敢，抢过大炮，不怕机枪。 来自四川的汉人大半是佃户，他们的生活比较苦，赵说，
“我们称他们做客家”。他们居住在一个村子里，如果觉得住不下去了，就会把村子烧掉，搬到别处
去。因为生活苦，所以做小偷的特别多。他们最初也是从永胜、华坪来的。滇西北解放战争中，他们
非常积极，还有的人参加了七支队。在战争中，由于各民族都参加了战斗，民族关系好转了许多，过
去“各人自扫门前雪”的现象也有改善。 区政府中全是民家人。羊城村政府里有一个傈僳族、两个客
家族干部。 剑川第一区的民族有回族、客家、纳西族，客家多住在没有水的地方。 剑川第三区的民
族有民家、客家和老盘傈僳族。 剑川第四区的民族有民家、客家、老盘傈僳族。 剑川第五区的民族
有民家和汉族。 经济情况：民家的生活主要靠种稻子，其次是苞谷和荞子。贫农多，其次是中农，地
主、富农很少。妇女很苦，除了种田之外，还要做生意。男子多从事木匠、石匠、漆匠。以外，男女
都要背水。最好的田，每亩产稻50捆，产二石五斗谷子，坏田收不到二石谷子。主食主要是米，不够
的话，才吃面、豆子、养子。牲畜以黄牛为多，其次有水牛、马、羊、猪。一年收下的粮食只够吃八
个月，一半以上的人家粮食不够吃，主要靠出卖劳动力来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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