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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近现代民族发展史纲要》

内容概要

《云南近现代民族发展史纲要》内容简介：严格意义上对云南民族史的系统研究和自觉的学科建设，
始于1954年。当时，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到云南大学视察，指示云南大学历史系的教学与科研要注意地
方特点，重视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对这一指示，方国瑜教授积极响应，开出了《云南民族史》课程
；其后尤中教授也参加讲授这门课，并写出了《云南民族史》讲义。从此对云南民族史的研究进入了
快速发展时期，学术成果不断涌现，学术队伍日益壮大，以云南民族史为核心的西南民族史研究成了
云南学术界的一个优势学科，在全国处于绝对领先地位。
但美中不足之处是，云南民族史的研究深度和广度以及所取得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古代，研究人员的学
术旨趣、研究内容、学术成果几乎都是古代的，而对近现代民族史的关注十分不够，迄今为止，对云
南近现代民族史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具体来说是研究人员少、研究成果少、许多领域还是空白。
对此，我们认为经过几代学者五十多年的研究，在继承老一辈学者对云南古代民族史研究的良好学术
传统基础上，研究云南近现代民族史的时机已经成熟，有必要投入更多人力进行云南近现代民族史的
研究，将云南民族史的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使云南民族史研究成为贯通古今的严格意义上的云南民
族通史研究。尽管可供参考的成果不多，尽管许多文献资料还需要去发掘整理，但这是必须要做的工
作，因为其中已经包含着时代需要的创新。
云南近现代民族史研究应从社会经济发展上把握一个基本特征，从帝国主义入侵、世界形势发生重大
变化的角度认识两大基本矛盾，从民族关系复杂多样的角度抓住三条发展线索，从云南各民族整体发
展的角度重点研究四大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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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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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定直隶州的民族二十、元江直隶州的民族二十一、镇沅直隶厅的民族第三节 咸同至光宣年间的云
南民族关系一、云南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二、英法入侵及云南各族人民与外国侵略者之间的关系三、
边疆危机中的云南民族关系四、本时期云南民族关系的特点第四节 咸同至光宣年间的云南民族文化变
迁一、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格局更趋明显二、基督教的传播与少数民族文化变迁第三章 中华民国
时期的云南民族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云南一、民国时期云南政治经济发展概况二、民国时期在云南的政
区设置三、民国时期尚未改流的土司第二节 中华民国时期的云南民族一、汉族二、对民国时期云南少
数民族的认识三、民国时期云南的少数民族及其分布四、民国时期云南的少数民族人口第三节 中华民
国时期的云南民族关系一、彝族统治集团的崛起二、中央及地方政府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三、
边疆少数民族对国家政权深入的回应四、云南各族人民与外国侵略者的关系五、云南各族人民之间的
关系六、本时期云南民族关系的特点第四节 中华民国时期的云南民族文化变迁一、民国前后云南文化
交流途径的发展、变化与局限性二、民国时期的边政建设与文化变迁三、民国时期的工业化进程与文
化变迁第四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云南民族第一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云南历史发展概况一
、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二、以民族团结、共同进步为中心的民族工作三、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政
区设置第二节 汉族第三节 新中国云南的民族识别工作一、云南民族识别工作概说二、汉藏语系藏缅
语族各民族的民族识别三、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各民族的民族识别四、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族和瑶族的
民族识别五、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佤族、布朗族、德昂族的民族识别六、从北方进入云南的蒙古族、
满族、回族的民族识别七、“克木人”及其支系“莽人”的识别问题第四节 21世纪初云南民族的人口
与分布一、昆明市民族的人口与分布二、曲靖市民族的人口与分布三、玉溪市民族的人口与分布四、
昭通市民族的人口与分布五、楚雄彝族自治州民族的人口与分布六、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民族的人
口与分布七、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民族的人口与分布八、普洱市民族的人口与分布九、西双版纳傣族
自治州民族的人口与分布十、大理白族自治州民族的人口与分布十一、保山市民族的人口与分布十二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民族的人口与分布十三、丽江民族的人口与分布十四、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民
族的人口与分布十五、迪庆藏族自治州民族的人口与分布十六、临沧市民族的人口与分布第五节 中华
人民共和国时期的云南民族关系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1950～1976年)云南的民族关系⋯⋯附
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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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云南各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人侵和掠夺的正义斗争还包括反“洋教”运动在内。总结云南“教案
”的直接原因，有的是洋传教士蔑视中国国家主权，有的是欺压中国民众，霸占田地财产，或教会中
的人为非作歹，仗势欺人，从而引发教案。特别要说明的是，云南绝大多数“教案”都发生在少数民
族地区，现略举几例如下：　　光绪九年（1883年）二月十九日，浪穹（今洱源县）农民吴大发的女
儿被教会司铎张若望侮辱霸占，吴大发便集合亲友傅小八等人前去向张若望索要女儿。沙凤村200多位
白族群众群起响应，手持木棍、铁锄围攻教堂，打死张若望及男女教徒14人，并将教堂捣毁。　　除
浪穹教案外，给帝国主义巨大打击的还有同治二年（1863年）的昭通教案；光绪九年（1883年）的蒙
化（今巍山县）教案；光绪十年（1884年）的永北（今永胜县）教案；同治元年（1862年）的阿墩子
（今德钦县）教案；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的白汉洛教案；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永善教案；光
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维西教案和德钦教案；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的宾川教案。　　上述云南
各民族人民反洋教侵略的斗争，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表明云南各民族人民已经有了比
较明确的共同目标和意愿，在对待帝国主义的问题上，开始淡化地域、民族、阶层的差异，强化了中
华民族的政治纽带和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　　第二条线索是1949年以前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人民
与封建统治阶级及其代表中央政府的关系线索，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特征。鸦片战争以后，云南民族关
系增加了新的内容，但省内的民族矛盾并未减弱，封建统治阶级不仅残酷剥削和压迫各族贫困农民，
而且还实行反动的民族政策，利用民族矛盾，离间民族关系，引起民族仇杀，转移各民族人民反抗斗
争的方向。1856年的杜文秀起义和李文学起义就是在此背景下爆发的。这两个起义喊出了“遥奉太平
天国南京之号召，革命满清”、“彝汉庶民，共襄义举”、“铲尽满清赃官，杀尽汉家庄主”的政治
口号，实行“不分回汉，一体保护”、“不别彝汉，彝汉同利”的民族政策，起义队伍由多民族成分
构成并且彼此之间互相援助，起义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它反映出云南各族人民在政治上开始觉醒，逐
步摆脱了狭隘的民族复仇思想，在共同的反封建斗争中形成了团结战斗的民族关系，增强了中华民族
的整体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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