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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彝族人民酷爱自由，又富有革命传统，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来自民族内外统治阶级的剥削
和压迫。
他们举行了无数次的起义斗争，以反抗黑暗统治。
鸦片战争后，同汉族等其他兄弟民族人民一起，反抗帝国主义的入侵，保卫了祖国西南边疆，维护了
祖国的尊严和领土完整。
太平天国时期，云南哀牢山地区爆发以彝族雇农李文学为首的彝族农民大起义，建立农民政权达20多
年之久，在近现代中国农民革命史上写下了瑰丽的篇章。
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时期，不少彝族仁人志士参加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行列。
1914年安宁河流域“拉库起义”，给予黑暗的奴隶制统治以有力的打击。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标志着中国革命斗争进入新的纪元。
1934年和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和第二方面军两度经过彝族地区，不少彝族先进分子参加
了红军，踏上北上抗日的征途。
在解放战争时期，川、滇、黔、桂彝族地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游
击战争，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南下进军，消灭了潜逃残敌，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的统治。
新中国成立后的彝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相继粉碎了封建制和奴隶制的枷锁，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
。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彝族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空
前提高，经济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彝区面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彝族人民同全国其他各族人民团结战斗在一起，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写下了一个又一个光彩夺目的
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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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彝族的族源和族称　　第四节 彝族与乌蛮、白蛮的关系　　东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战
乱频繁，+中原王朝在南中的统治开始衰落，南中爨、霍、焦、雍、雷、孟、董、毛、李等大姓乘机
崛起。
这些大姓多是秦、汉设立郡县以来，以游宦、驻军，谪徙、商贾等方式来到南中地区以后，随着政治
经济势力的发展，而在南中地区形成发展起来的。
他们到南中以后，不仅与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夷帅”政治经济关系密切，而且还彼此通婚，建立“遑
耶”或“百世遑耶”（即“姻亲”或“世代姻亲”）的关系。
在当时“夷多汉少”、“虽学者半引夷经”的历史条件下，这些大姓久而久之就变为夷化了的汉人，
到后来大多数就融合在少数民族之中。
各个大姓为了争夺南中地区的实际统治权，彼此之间便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和兼并活动。
咸康五年（339年），霍氏失败，从此以后，南中地区进入了长达四百多年的爨氏割据时期。
　　刘宋之后，作为“乡望标于四姓”的爨氏门阀贵族，其子孙世代为宁州太守和“镇蛮校尉”，他
们以南宁州（治所在曲靖）为中心，向四周发展势力，其主要统治区有“东爨”和“西爨”二境，东
爨的居民以“乌蛮”为主，西爨的居民以“白蛮”为主。
唐·樊绰《蛮书》和《新唐书》对活动于南中各地的“乌蛮”和“白蛮”都有比较扼要的叙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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