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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

云南省楚雄州彝族文化研究所所长刘尧汉
《南华县志》编纂委员会顾问

序 一j 1

我是南华县马街乡的彝族，县志编者要我写序，甚感亲切。本世纪30"-40年代之间，

我从交通闭塞的马街、兔街山乡赴县城念小学和楚雄念中学，需四、五天才能抵达。1983

年夏初，我从北京回到楚雄，．从南华县城赴家乡作民族调查，乘车半天便抵达。这与早先

交通相比，不可同日而语。由这一山乡巨变也反映了全县社会经济和历史文化的空前革新，

在此状况下，编写出来的县志，必然展现出新时期的风貌。

综观全书，这是一部弘扬中华文化，阐发全县两个文明建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

循马列主义观点编纂而成的社会主义南华新志。况且，这是一部为南华人所撰、由云南人

民出版社出版的志书(在此之前，南华曾纂修过4部县志，然有3部是请外籍人撰写，有

一部是我的外祖父郭燮熙撰写的，因各种原因，惜未能出版)，因此更感到高兴。

志书布局得宜。卷首有《纪事》，览此古今之事若置诸掌；卷一《地理》、卷二《经

济》、卷三《政治》、卷四《文化》，将自然和社会分f-J另,J类，专章缕述，刻画出建国40年

来的崭新图景；卷五《民族》(其中包括五街乡、河洞村、雨露村、五顶山乡调查)，则是

乡镇所属自然村的典型调查，这是点(自然村)、面(乡镇)结合的正确表达；卷一中的

《区(镇)》，专述滇缅公路经县城所在地的龙川镇和沙桥镇及其它10个乡(全县2镇10

乡)的状况，为发展全县乡镇企业及其文化提供了具体情况；《人物》将南华近现代优秀人

物荟萃于一卷，可增强爱乡爱国之心。

南华是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所辖10县(市)之一。少数民族有彝、白、回3族，以

彝族人口最多。县志乃选择山乡彝族众多者之一与沙桥镇和天申堂西南邻的五街乡风俗作

重点调查，体现了楚雄彝州以彝族为主体的本旨。

我于1989年10月～1990年6月，相继访问了五街乡普兆云、天申堂乡周应昌、沙桥

镇王文义3位彝巫，他们都把晚唐至宋初的大思想家、大道士陈抟(871-"-989)尊奉为打

开宇宙混沌局面的神仙。陈抟在《宋史·隐逸传》里有传，普、周、王3彝巫不识字，不

知陈抟是何时人，这需从当地和中国历史文化背景究明。

县志记载：沙桥镇公所1987年出土一件六角形的石花盆，其六侧面中的一个侧面雕刻

有道家“老子骑牛图”，四个侧面的每一个侧面分别刻有道教八仙中的二仙。1990年6月23

、日，我由楚雄市前往沙桥镇观看这八仙，他们是明代才固定下来的李铁拐、汉钟离、张果

老、何仙姑、蓝采和、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等人。道教是秦、汉方士和神仙思想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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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东汉中期顺帝时(126～144)，张道陵创立道教，于汉安元年(142)正式塑先秦道家

创始人老子像，并奉老子为祖师；尔后，尊称为“太上老君”，所祀庙宇名“老君庙”。南

华僻远马街乡建有主宰文运的奎星阁，官上村山巅建有老君庙。县志载：城西约5公里有

灵官桥，桥侧曾有灵官庙祀道教灵官大帝；沙桥镇西约15公里有“天子庙”(据《清朝野

史大观》卷七记载：灵官庙俗称“天子庙”)，今滇缅公路经此庙侧称天子庙坡。志载城北

．1公里有“斗山”，即斗阁山，曾建有斗姆阁(祀奉道教认为众星所拱的北斗星之仙女斗

姆)，城东北20余公里有彝族聚居村云台山，查此云台山是道教名称。

道教创始人张道陵在川东嘉陵江畔苍溪县的修道处，名为云台山。唐代倾慕仙境的

“谪仙”大诗人李白在其《西岳云台歌颂丹丘子》诗中有：“白帝金精运元气，石作莲花云

作台，云台阁道连窍冥，中有不死丹丘生”之句。北宋陈抟隐居西岳华山修道处名云台观。

南华彝村云台山，可能是陈抟云游经此或元、明道士云游至此，为纪念张道陵、陈抟而命

名，故五街、天申堂、沙桥等地彝巫把陈抟尊奉为打开宇宙混沌局面的神仙。·

陈抟精研《易经》和《老子》，创造出“无极图”；到北宋中期经伏羲先天《易》创立

者邵雍《1011,-一1077)略加改进为阴阳八卦“太极图”。解放前，全国汉族和彝族绝大多数

居屋及孔庙、道观的正梁都蒙覆一块绘有“八卦太极图”的红布，以示吉祥，这是中国历

史悠久的传统文化。1922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金并监制第一个原子弹而震动世界的丹麦

物理学家玻尔(1885,--,1962)，他认为中国阴阳哲学是物理学家前进的利器，他把太极图作

成一枚徽章常佩在胸前。北齐时(550"-577)儒家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篇》中说：

“《易》、《老》、《庄》，总谓三玄，，。1989年陈抟辞世(989)一千年，王赣、牛力达、刘兆

玖特为之编著《古易新篇》一书(黄河出版社1988年12月第一版)，．扉页标明“谨以此书

献给杰出易学家陈抟辞世一千周年”，著名史学家周谷城为此书题诗：“《易》以道阴阳，说

已近寻常；易学有新编，大可补智囊”(尧汉案：此诗首句“《易》以道阴阳”，语出《庄

子·天下篇》)。中国道教太极图的影响既深且广，它由陈抟无极图改进制成，而“无极”概

念出自《老子》28章，隐含无边无涯的混沌之意。南华彝巫把陈抟追尊为打开宇宙混沌局

面的神仙，当出于陈抟或元、明以后云游道士的宣教所致。

．、 陈抟创造的阴阳太极图，还可以从南华僻远山区马街乡找到它的原始模型。马街乡摩

哈苴彝村，直到现在还有鲁、李等5户彝家沿袭彝族古传统，采用葫芦作为祖先灵位，即

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等每代男女祖先的灵魂共居于一个葫芦。这个祖灵葫芦就象征了

雌雄或阴阳相互依存为一体。如果是一个弯曲长柄的祖灵葫芦，把它剖析为两瓢，再把此

两瓢的腹(首)、柄(尾)回护，便呈现出一个圆形的阴阳(雌雄)太极图形。闻一多在其

《伏羲考》一文里说：“伏羲是葫芦的化身”。这样，我们就把南华摩哈苴彝村的祖灵葫芦的

历史渊源追溯到中国远古三皇五帝之首的伏羲。闻一多又在其《道教的精神》和《神仙

考》紧密相连的两文中指出：远在东汉以前，近于巫术的原始道教，是出自远古的羌戎。包

括摩哈苴彝族在内和滇、川、黔彝族，都是远古羌戎的遗裔。陕、甘、川羌戎虽曾有祖灵

葫芦，然早已汉化散亡，陈抟创造的阴阳太极图，不致于仅据《易经》、《老子》，当有在甘、

陕民间遗留的羌戎祖灵葫芦，供他参考创太极图。 ，一

道家和道教及其与巫术的相关性，国内外学者均有阐述。世界著名的生物化学家、中

‘国科学技术史家英国李约瑟博士，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台湾译为《中国之科学与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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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一书“总论”里指出：“道家具有一套复杂而微妙的概念，我们以后将特别提到它，

因为它是中国后来产生的一切科学的基础。”又指出：“巫术是原始科学。婵中国史家李亚农

在其文集里指出：“老子是中国哲学史上最初出现的一位唯物论者，同时还是最早的、杰出

的、辩证的思想家。老子的思想对中国后世的封建制的影响决不在儒家之下，甚至超过儒

家之上。现在各省各县祭祀老子的道观，比文庙还要多，不是没有理由的。”南华也不例外，

且有浓郁的道家和道教气氛，前列有关事象，便是明证。

这里还须指出，国内外历来研究道家和道教的学者们，并不了解道家和道教渊源于远

古羌戎遗裔彝族；例如《老子》尊左尚黑，今彝族尚存此远古传统；道教陈抟阴阳太极图，

南华摩哈苴村彝族雌雄共居的祖灵葫芦为其原型。而保留原始科学的彝巫，也不知其巫术

中的宇宙观、医药、按摩术、星占术、天文学，后来发展成为道家哲学、道教炼丹术、医

药、天文等早期科学技术。这不是三言两语可究明，我将指导彝族青年撰写《中华创世葫

芦——彝族壶破成亲、魂入壶天》和《彝巫列传——彝巫与道教》两书，阐述其事理。

另外，离南华县城30公里的白族雨露乡阿甲腊村有表达彝族10月太阳历法的彝族

“向天坟”。它所在山岗系南北向，观察者可据此山岗，于傍晚观察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以确

定寒暑，即观察斗柄正下指(南)时为大寒，正上指北时为大暑；此大寒、大暑两个重要

季节确定之后，便可据之推算其22个季节。南华有此观察彝族10月太阳历的向天坟，由

之可推断南华彝乡在明代汉人大量进入云南之前，民间很可能行用过彝族10月太阳历。

县志编者须统摄全局，不可能对彝族众多的某一乡、某一事的特点，多费笔墨。然而，

为弘扬中华彝族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乃就南华彝巫文化和道教文化，特为之补轶。其中

必有糟粕，但随着今后南华教育发展，彝族文化素质提高，旧社会所遗糟粕，必趋消亡。

一九九O年七月一日



新的《南华县志》问世了，这是南华21万各族人民精神文明建设中值得庆贺的一件大

事。

清代前，镇南历无端志。清康熙年间，知州陈元(浙江余姚人)撰写第一部《镇南州

志》；150多年后，镇南州第二部志书咸丰《镇南州志》印行}光绪年间又编修了第三部 ．

《镇南州志》。这3部志书，，对于我们考察和了解南华的历史，无疑有一定的价值和作用。但

旧志重人文、轻经济，重封建纲常伦理而很少记载(或歪曲地记载)劳动人民，所以其作

用和价值有限。

民国年间，镇南县曾设立县志局，并聘请镇南县的著名文人郭燮熙(举人)进行编修

县志的工作。志书大部分成稿，由于历史原因，最终未能出版。其手稿遗落民间40多年，

于1984年由沙桥乡田心办事处高家村的蔡长祜老人献交县人民政府，但已是十存六七，残

缺不全。

1982年，南华县志编纂委员会成立，县长赵凯同志担任主任，相继成立县志办公室；后

又于1984年12月成立县志编纂委员会常委会，开始着手编写县志的工作。历三任县长、四

届政府，经八年艰苦努力，一部新的《南华县志》终于问世。这是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加强

领导的结果，是编写人员辛勤纂修的结果，是各部门和有关专家、学者及各方各界人士大

力支持的结果。在此谨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南华县是龙川江的发源地，居滇西与滇中之要冲，古有“九府通衢”之称，有着光荣

的革命斗争历史。1853年，杞彩顺揭竿而起，为1855年李文学彝族农民起义拉开了序幕；

193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长征路过镇南，播下了革命火种；不久，中共云南地

下党派人到镇南师范发展党的组织，进行革命活动；1949年农历2月，滇西人民自卫团

(后改编为滇桂黔边区纵队第八支队)的第一支民族武装——二大队在镇南组建，为解放滇

西作出了贡献。 ．

。

新中国诞生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南华县各族人民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在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一个“男走夷方，妇多居孀，生还发疟，死

弃道旁；死者虽多，然往者尚众，盖地瘠使然耳”的有名的“穷镇南州”已经≮去不返，各

族人民的物质生活不断提高，精神面貌和文化素养也有了巨大变化。

新编《南华县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按照实事求是和详今略

古的原则．详细记载了自清末以来，特别是1949年以来南华县自然、经济、政治、文化、

人物、民族的状况和重大事件，客观地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与教训。其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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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南华县志

翔实，体例得当，结构严谨，文图并茂。这部志书不仅为南华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参考资料，也是全县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

材。 ?

过去，南华县各族人民在这块土地上辛勤耕耘，千秋繁衍，特别是建国以来，在社会

主义建设中谱写了光辉的一页。今天，在党的十三届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的精神指引下，

南华各族人民一定能够同心同德，振奋精神，艰苦奋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征途上，

创造出更加灿烂的业绩，南华县的面貌会更加日新月异。

一九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资料性三者统一，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二、采用述、记、志、传、录5种体裁。以“志”为主体，“图”、“表”辅之；“传”以

委曲叙事；“记”则包举大端；“述”呈一地一业之总情；“录”纳一方文献和典籍。

三、卷首设《概述》、《纪事》。《概述》呈析全县之总情；《纪事》纂辑南华县自清末

(某些事件适当上溯)----1989年以来100多年间、特别是以中共南华县委、县人民政府40

多年来的重要活动及制订的重要文件为主线，兼及自然、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

的历史事件，将一县之事宏纤略具于一卷，从而展现南华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曲折发展过程，使“古今之事如置诸掌”，以便

从“纵”的方面了解县情。．

卷一至卷四为《地理》、《经济》、《政治》、《文化》，分30个部类记述南华各项事业和

各类事物的兴衰起伏，以便从“横”的方面了解县情。

卷五为《民族》，记述南华县汉、彝、白、回4个世居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和风俗

习惯，以便深入了解各民族的情况和特点，也是南华县县情的微观反映，有助于从“点”的

角度了解县情。

卷一《地理》中设《区(镇)》，记述南华所属12个区、镇．(五街区入民族卷)概貌，

以便从“面”的角度了解县情。
。

《人物》集南华县近、现代人物于一卷，以增强全县人民的爱国爱乡之心。

卷末为《附录》，辑南华县重要的历史文献和典籍，以备查考。

全志力图组成一“纵”、“横”结合，“点”、“线”、“面”兼具，宏观与微观略备的结构，

以使县情灿然备载于一册，充分发挥其“资治、存史、教化”的功用。 ．．

四、《纪事》上限原则上起自1853年，下限截止于1989年；各专章的上限原则上起自

1949年，下限至1985年。部分事件适当上溯或下延。为便于了解各个时期的历史面貌，将

《纪事》分为“清代以前”、“民国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每一时期前均有简述，

以便了解各个时期的概貌。
’

、

五、从社会分工出发，‘按事物属性立目，横排纵述。分类上既参照学科体系，又兼顾

实际情况。每一条目的编写，力求上溯发端，中记沿革，下陈现状。记述中i坚持详今略

古，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各项事业的发展变化。

各卷、章间不求字数均衡；卷、章间有相对的独立性，有明确的记述对象，也有相互

’旬的关联性；记述时以允许交叉、力避重复为原则，方法上以详略互见、参映互补处理。



2～南华县志

大部分专章首设述略，简述该事类的大势；一部分章、节、目中设“附记”，将一些有

入志价值但又不好归类的资料，依相近关系记述之。立传人物以卒年为序，其余以生年或

任职及授予时间的先后为序。设“名人”条目专记有突出贡献并在全国乃至世界上闻名而

又在世的知识分子。

大部分专章设管理节，综记各事类管理之发展变化，以供研究其利弊得失。

六、文风力求朴实简洁，除“概述”、“述略”有适当论述外，皆坚持述而不论的原则，

寓褒贬于记事之中。

行文规范，按照《云南省志行文要则》的规定进行。计量单位，民国以前仍从旧制，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按国家关于法定计量单位的规定进行。

一j
aI

i

；i

●



序一

序二

凡例

目 录

概述⋯⋯⋯⋯⋯⋯⋯⋯⋯⋯⋯⋯⋯q)

纪事⋯⋯⋯⋯⋯⋯⋯⋯⋯⋯⋯⋯⋯(7)

卷一地理⋯⋯⋯⋯⋯j⋯⋯”(121)

第一章自然环境⋯⋯⋯⋯⋯⋯(123)

第一节．地质⋯⋯⋯⋯⋯⋯(123)

第二节地貌⋯⋯一⋯⋯⋯(127)

第三节山脉⋯⋯⋯⋯⋯⋯(128)

第四节气候⋯⋯⋯⋯⋯⋯(129)

第五节水文⋯“⋯⋯⋯⋯·(138)

第六节土壤⋯⋯⋯⋯⋯⋯(139)

第七节自然灾害⋯⋯⋯⋯⋯(146)

第二章自然资源⋯⋯⋯⋯⋯⋯(150)

第一节植物⋯⋯⋯’～⋯⋯(150)

第二节动物⋯⋯⋯⋯⋯⋯(152)

第三节矿物⋯⋯⋯⋯⋯⋯(152)

第四节土地⋯⋯⋯⋯⋯⋯(157)

第三章人口⋯⋯⋯⋯⋯⋯⋯(162)

第一节人口构成⋯⋯⋯⋯⋯(162)

第二节人口变动⋯⋯⋯⋯⋯(166)

第三节计划生育⋯⋯⋯⋯⋯(171)

第四章建置·区镇⋯⋯⋯⋯⋯(175)

第一节建置⋯⋯⋯⋯⋯⋯(175)

第二节区镇⋯⋯⋯⋯⋯：“(182)

目 录一1

卷二经济⋯⋯⋯⋯⋯⋯⋯⋯

第一章农牧业⋯⋯⋯⋯⋯⋯⋯

第一节体制⋯⋯⋯．．．⋯⋯·

第二节种植业⋯⋯⋯⋯⋯⋯

第三节养殖业⋯⋯⋯⋯⋯⋯

第二章林业⋯⋯⋯⋯⋯⋯⋯

第一节机构沿革⋯o⋯⋯⋯

’第二节山林权属⋯⋯⋯⋯⋯

第三节植树造林⋯⋯⋯⋯⋯

第四节护林⋯⋯⋯⋯⋯⋯

第五节森工生产．．．⋯⋯⋯⋯·

第三章水利⋯⋯⋯⋯⋯⋯⋯

第一节水利工程⋯⋯⋯⋯⋯

第二节管理⋯⋯⋯⋯⋯⋯

第三节水土流失与治理⋯⋯

第四章工业·乡镇企业⋯⋯⋯

第一节工业⋯⋯⋯⋯⋯⋯

第二节乡镇企业⋯⋯⋯⋯⋯

第五章交通⋯⋯⋯⋯⋯⋯⋯

第一节道路⋯⋯⋯⋯⋯⋯

第二节运输⋯⋯⋯⋯⋯⋯

第三节管理⋯⋯⋯⋯⋯⋯

第六章邮电⋯⋯⋯⋯⋯⋯⋯

第一节邮政⋯⋯⋯⋯⋯⋯

第二节电信⋯⋯⋯⋯⋯⋯

第三节管理⋯⋯⋯⋯⋯⋯

第七章城乡建设⋯⋯⋯⋯⋯⋯

第一节城镇建设⋯⋯⋯⋯⋯

第二节乡村建设⋯⋯⋯⋯⋯

第三节建筑业⋯⋯⋯⋯⋯⋯

第四节管理⋯⋯⋯⋯⋯⋯

(344)

(344)

(345)

(346)

(347)

■■■-P-l-r，r。。，r

))))))))))))))))))))))

7

9

O

3

O

7

8

8

1

7

O

2

3

8

2

5

5

1

5

5

0

2

4

4

5

5

7

7

7

7

8

8

9

9

9

O

1

1

1

2

2

2

3

3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3

3

3

3

3

3

3

3

3((((((((((((((((((((((



2一南华县志

第五节环境保护⋯⋯⋯⋯⋯

第八章国营商业⋯⋯⋯⋯⋯⋯

第一节体制⋯⋯⋯⋯⋯⋯

第二节商品流通⋯⋯⋯⋯⋯

第三节企业管理⋯⋯⋯⋯⋯

第四节公司分述⋯⋯⋯⋯⋯

第九章供销合作商业⋯⋯⋯⋯

第一节购销⋯⋯⋯⋯⋯⋯

第二节集市贸易⋯⋯⋯⋯⋯

第三节管理⋯⋯⋯⋯⋯⋯

第十章外贸·物资供应⋯⋯⋯

第一节外贸⋯⋯⋯⋯⋯⋯

第二节物资供应⋯⋯⋯⋯⋯

第十一章粮油商业⋯⋯⋯⋯⋯

第一节粮政⋯·v⋯⋯⋯⋯

第二节油料·油脂⋯⋯⋯⋯

第三节管理⋯⋯⋯⋯⋯⋯

第四节机构沿革⋯⋯⋯⋯⋯

第十二章工商行政管理⋯⋯⋯

第一节市场监督管理⋯⋯⋯

第二节企业登记管理⋯⋯⋯

第十三章财税⋯⋯⋯⋯⋯⋯

第一节体制⋯⋯⋯⋯⋯⋯

第二节财政收支⋯⋯⋯⋯⋯

第三节财务管理与财政监督
●⋯●●●⋯●●●●●⋯●⋯●●⋯

第四节赋税⋯⋯⋯⋯⋯⋯

第十四章金融⋯⋯⋯⋯⋯⋯

第一节货 币⋯⋯⋯⋯⋯⋯

第二节流通管理⋯⋯⋯⋯⋯

第三节存+款⋯⋯⋯⋯⋯⋯

第四节信贷⋯⋯⋯⋯⋯⋯

第五节保险⋯⋯⋯⋯⋯⋯

第六节机构沿革⋯⋯⋯⋯⋯

卷三政治⋯⋯⋯⋯⋯⋯⋯⋯(419)

第一章党派群团⋯⋯⋯⋯⋯⋯(421)

第一节中国共产党⋯⋯⋯⋯(421)

第二节中国国民党及其他

党派⋯⋯⋯⋯⋯⋯⋯(427)

第三节群众团体⋯⋯⋯⋯⋯(430)

第二章政权⋯⋯⋯⋯⋯⋯⋯(444)

第一节人民代表大会⋯⋯⋯(444)

第二节政权机关⋯⋯⋯⋯⋯(452)

第三节人民政协⋯⋯⋯⋯⋯(456)

第三章公安司法⋯⋯⋯⋯⋯⋯(458)

第一节人民公安⋯⋯⋯⋯⋯(458)

第二节人民检察⋯⋯⋯⋯⋯(462)

第三节人民法院⋯⋯⋯⋯⋯(464)

第四节司法行政⋯⋯⋯⋯⋯(466)

第五节政法委员会⋯⋯⋯⋯(469)

第四章军事⋯⋯⋯⋯⋯⋯⋯(472)

第一节武装⋯⋯⋯⋯⋯⋯(47，2)

第二节兵役⋯⋯⋯⋯⋯⋯(474)

第三节民兵⋯⋯⋯⋯⋯⋯(475)

第四节战事⋯⋯⋯⋯⋯⋯(478)

第五章民政⋯⋯⋯⋯⋯⋯⋯(485)

第一节优待抚恤⋯⋯⋯⋯⋯(485)

第二节支前·安置⋯⋯⋯⋯(491)

第三节灾害救济⋯⋯⋯⋯⋯(493)

第四节社会救济⋯⋯⋯⋯⋯(495)

第五节其他业务⋯⋯⋯⋯⋯(498)

第六节民政机构⋯⋯⋯⋯⋯(501)

第六章人事劳动⋯⋯⋯⋯⋯⋯(502)

第一节干部⋯⋯⋯⋯⋯⋯(502)

第二节工人⋯⋯⋯⋯⋯⋯(512)

第三节工资·奖金⋯⋯⋯⋯(514)

第四节劳保·福利⋯⋯⋯⋯(516)

第五节劳动就业⋯⋯⋯⋯⋯(519)

第六节乡村企业职工⋯⋯⋯(523)

卷四 文化⋯⋯⋯⋯⋯⋯⋯⋯

第一章教育⋯⋯⋯⋯⋯⋯⋯

第一节学校教育⋯⋯⋯⋯⋯

第二节成人教育⋯⋯⋯⋯⋯

第三节教育管理⋯⋯⋯⋯⋯

(525)

(527)

(527)

(544)

(547)

—曩曩疆圈—■两蔼粗曩11J11●

))))))))))))))))))))))))

9

0

O

2

7

1

4

4

6

8

1

1

6

9

9

3

4

6

7

7

9

3

3

4

4

5

5

5

5

6

6

6

6

6

7

7

7

7

7

8

8

8

8

8

8

9

9

9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

8

O

3

3

4

7

9

5

6

9

O

O

O

O

O

O

1

1

3

4

4

4

4

4

4

4

4(((((((((



‘第二章科技⋯⋯⋯⋯⋯⋯⋯(550)

第一节科技管理与科技机构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550)

各类普查与区划⋯⋯(556)

科学技术团体与科普团体

⋯⋯⋯⋯⋯⋯⋯⋯⋯(561)

科技引进与推广⋯⋯(562)

第三章文化艺术⋯⋯⋯⋯⋯⋯(569)

第一节群众文艺⋯⋯⋯⋯⋯(569)

第二节7专业文艺⋯⋯⋯⋯⋯(574)

第三节文物胜迹⋯⋯⋯⋯⋯(575)

第四节新闻·报刊⋯⋯⋯⋯(577)

第五节广播电视⋯⋯⋯⋯⋯(578)

第六节图书发行阅览⋯⋯⋯(580)

第七节电影发行放映⋯⋯⋯(581)

第八节机构沿革⋯⋯⋯⋯⋯(582)

第九节档案⋯⋯⋯⋯⋯⋯(583)

第四章医药卫生⋯⋯⋯·’⋯⋯”(585)

第一节卫生机构⋯⋯⋯⋯⋯(585)

第二节疾病防治⋯⋯⋯⋯⋯(588)

第三节妇幼保健⋯⋯⋯⋯⋯(590)

第四节公共卫生⋯⋯⋯⋯⋯(593)

第五节医疗⋯⋯⋯⋯⋯⋯(595)

第六节药政⋯⋯⋯⋯⋯⋯(597)

第五章体育⋯⋯⋯⋯⋯⋯⋯(601)

第一节机构和组织⋯⋯⋯⋯(601)

第二节运动场地及设备⋯⋯(602)

第三节现代体育⋯⋯⋯⋯⋯(603)

第四节农村体育⋯⋯⋯⋯⋯(605)

第五节学校体育⋯⋯⋯⋯⋯(607)

第六节职工体育⋯⋯⋯⋯⋯(609)

第七节运动会和竞赛成绩⋯(610)

第六章方言⋯⋯⋯⋯⋯⋯⋯(611)

第一节声母⋯⋯⋯⋯⋯⋯(611)

第二节韵母⋯⋯⋯⋯⋯⋯(613)

第三节声调⋯⋯⋯⋯⋯⋯(616)

第四节方言词汇举例⋯。⋯·(619)

第五节南华方言语法特点⋯(622)

目 录一3

卷五 民族⋯⋯⋯⋯⋯⋯⋯⋯(625)

第一章河洞村(汉族)⋯⋯⋯(627)

第一节地理⋯⋯⋯⋯⋯⋯(627)

第二节经济⋯⋯⋯⋯⋯⋯(632)

第三节政治⋯⋯⋯⋯⋯⋯(641)

．第四节文化⋯⋯⋯⋯⋯⋯(644)

第五节社会⋯⋯⋯⋯⋯⋯(648)

第二章五街区(彝族)⋯⋯⋯(653)

第一节地理⋯⋯⋯⋯⋯⋯(653)

第二节经济⋯⋯⋯⋯⋯⋯(654)

第三节政治?⋯⋯⋯⋯⋯”(656)

第四节文化⋯⋯⋯⋯⋯⋯(656)

第五节五街彝族的源流、迁徙、

族称、支系、分布和语

言文字⋯⋯⋯⋯⋯⋯(657)

第六节民族风俗⋯⋯⋯⋯⋯(660)

第三章雨露村(白族)⋯⋯⋯(672)

．第一节地理⋯⋯⋯⋯⋯⋯(672)

第二节经济⋯⋯⋯⋯⋯⋯(676)

第三节政治⋯⋯⋯⋯⋯⋯(683)

第四节文化⋯⋯⋯⋯⋯⋯(684)

第五节民族风俗⋯⋯⋯⋯⋯(688)

第四章五顶山区(回族)⋯⋯(693)

第五章南华县部分汉族祖籍⋯(697)

第六章宗教⋯⋯⋯⋯⋯⋯⋯(700)

第一节佛教⋯⋯⋯⋯⋯⋯(700)

第二节道教⋯⋯⋯⋯⋯⋯(701)

第三节基督教⋯⋯⋯⋯⋯⋯(701)

第四节伊斯兰教⋯⋯⋯⋯⋯(702)

人物⋯⋯⋯⋯⋯⋯⋯⋯⋯⋯⋯⋯(703)

事略⋯⋯⋯⋯⋯⋯⋯⋯⋯⋯⋯⋯(710)

名入⋯⋯⋯⋯⋯⋯⋯⋯⋯⋯⋯⋯(713)

民国时期镇南县县长、知事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历任县委

．崦

L■■rrl‘I-I『



4一南华县志

书记表⋯⋯⋯⋯⋯⋯⋯⋯⋯⋯(716)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历任县长

表⋯⋯⋯⋯⋯⋯⋯⋯⋯⋯⋯(716)

县人大主任、县政协主席表⋯(717)

省以上授予的劳模、先进生产者

(工作者)表⋯⋯⋯⋯⋯⋯(717)

革命烈士英名表⋯⋯⋯⋯⋯⋯(719)

附录⋯⋯⋯⋯⋯⋯⋯⋯⋯⋯⋯⋯(729)

著述选录⋯⋯⋯⋯⋯⋯⋯⋯⋯⋯(731)

邑人著述⋯⋯⋯⋯⋯⋯⋯⋯⋯(731)

火炬赋⋯⋯．．⋯⋯⋯⋯⋯⋯·(731)

龙和城考⋯⋯⋯⋯⋯⋯⋯⋯(731)

明三保太监郑和事略考⋯⋯(732)

外籍人关于南华(镇南)的

著述⋯⋯⋯⋯⋯⋯⋯⋯⋯⋯

垂柳篇⋯⋯⋯⋯⋯⋯⋯⋯⋯

镇南州赋⋯⋯⋯⋯⋯⋯⋯⋯

跋刘璞生“学吃亏”横幅后、

镇南杂咏⋯⋯⋯⋯⋯⋯⋯⋯

修志文件选录⋯⋯⋯⋯⋯⋯⋯⋯⋯

《南州胜境图》⋯⋯⋯⋯⋯⋯⋯⋯⋯

《南华县志》编修纪事⋯⋯⋯⋯⋯⋯

跋⋯⋯⋯⋯⋯⋯⋯⋯⋯⋯⋯⋯⋯⋯

(733)

(733)

(733)

(734)

(734)

(739)

(746)

(769)

(783)

●霆J曩固■■—l——■蚕翻{，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