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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共玉溪市委副书记、市长劢·．I别日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优秀文化传统，已有2000多年历史。历代地方志已

成为祖国珍贵历史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人类珍贵历史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新编

地方志是继承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适应新时代的社会需要而逐步开展起来的。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随着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

复和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邓小平首先指出“摸清、摸准我们的国

情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为新方志的编修指明了方向。江泽民总书记

也曾明确指出：“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

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代的千秋大业。”正是在此

大好形势下，《澄江县志》历经十余载辛勤耕耘，即将付梓面世，谨以此序为贺。

澄江，因水而得名。清澈亮丽、碧波万顷的抚仙湖，犹如云贵高原上一颗璀璨的明

珠，镶嵌在风光明媚的澄江坝子南面，与山川日月交相辉映，秀丽迷人。澄江地理位置

优越，气候适宜，土沃物丰，环境优美，风光无限，孕育了一代代勤劳善良、聪明正直

的澄江人民，也哺育出像蜀国名将李恢，清代名士赵士麟、李发甲及著名书法家段琦，

民国著名护国将军罗佩金等儒士名将。明代著名诗人杨升庵曾赋诗赞美澄江：“澄江色

似碧醍醐，万顷烟波际绿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澄江县

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带领澄江人民，一方面从实际

出发，充分发挥澄江地理、资源优势，放手发展工农业生产，以烤烟、黄磷、水电为龙

头，使澄江经济发展实现了飞跃；另一方面着眼于未来，以抚仙湖旅游资源开发为龙

头，全面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筑巢引凤，招商引资，大力发展以旅游业为主的第三产

业。以被国际科学界誉为20世纪“最惊人的发现之一”、代表着寒武纪早期“生命大爆

发”生物进化飞跃的澄江帽天山动物化石群为基础，积极开发一条与云南建设文化旅游

大省相配套的科技旅游线，进一步推动澄江对外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

社会主义新方志要求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资料，新的体例”认真编写，

要为发展地方经济服务，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提供重要资料，为发展旅游事业和

繁荣文艺创作提供重要资料，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乡土教材，为改革开放和促进海内外

交往发挥重要作用。我相信，《澄江县志》的出版，将为后世提供一部优秀的“信史”。

同时，为当地党委、政府认清优势，掌握特点，扬长避短，尊重客观规律，发挥优势，

开拓进取，在新的历史进程中开创新局面提供正确的决策依据，服务当代，惠及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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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全县思想、文化建设的又一丰硕成果，值得庆贺。

“治郡县以志为鉴”。对于一个地方的领导者来说，他必须首先了解并熟悉一方的历

史和现状，这样，才会成为一个头脑清醒的领导者，他所作出的决策也才符合当地的实

际。地方志可以帮助我们全面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

西汉元封五年(前106)，澄江置县。元朝至明清，一直是路、府治所在地，一度

成为滇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1939年中山大学从广州迁移澄江，大大增强

了澄江人文历史的积淀。

澄江历史上贤杰辈出，有李恢、赵士麟、李发甲、段琦、罗佩金等，旧时在禄充村

有“一门双进士，百步两翰林”之称。1985年8月，在菜花坪小山村曾有一户三兄弟

同时考上大学，全村共5人考上大学的盛事。在今后划时代的时间里，必将涌现出更多

杰出人才，造就更加令人神往的新天地。

澄江，是滇中大地上著名的鱼米之乡，距昆明53公里，美丽神奇的风景和富足优

美的田园构成滇中大地上令人拍案叫绝的绚丽画卷。

澄江物华天宝，风光旖旎，气候温和，有“百里湖光小洞庭，天然图画胜西湖”之

说，旅游资源丰富，人文荟萃。帽天山堆陈着世界闻名、距今5．3亿年的“稀世珍

宝”——古生物化石群，展示了“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秘密，对达尔文的生命进化论

提出了新的挑战，是“20世纪最惊人的发现”。还有小关庄的出土文物青铜器、阳宗关

索戏及松园太平花灯，这些充分反映了澄江神奇、奥秘的民族文化，所有这些，无不显

示着历史的深邃力量。

俱往矣!我们脚下的土地，仍是一片待开发的热士，地下涌动着希望。千百万探索

者，苦苦地追寻，期盼着古老的澄江重现昔日的辉煌。改革、开放、团结、奋斗成了今

天澄江各级干部、群众的共同心声和主题。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一定能够带领全

县各族人民，艰苦奋斗，勇于开拓，再造明天的辉煌。

新编《澄江县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依据，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

场、观点和方法，较科学、翔实地记述了全县的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物

等史实，具有时代性和地方特点，基本达到“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体例完善，特点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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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3

出，文风端正”的要求。

“记史不忘兴衰事，修志常思奉献人。”《澄江县志》的编写，从组织机构到最后定

稿，经历17年的岁月。17年时间在历史长河中，如白驹过隙，但17年成就一番事业，

毕竟需要的是毅力和执着。全县的修志工作者，追求崇高，追求完美，追求博大精深，

以如椽之笔，雕凿传世之作，大笔勾勒澄江风貌。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洋洋百万言的壮

丽，透过薄薄的书页，是一个个奋斗者奉献的身影。没有耕耘，哪有收获。全县的全体

修志工作者，以心作犁，血为种，播下的是希望，收获的是硕果。

新编《澄江县志》为各级领导、干部治理澄江起资政作用；为各界人士了解澄江，

建设澄江提供真实可靠的资料；为教育子孙后代提供乡土教材。编写卷帙浩繁的县志，

非众力难以成书。从撰写分志到成书，始终都得到县委、政府、人大、政协及县里各有

关部门的关怀，史志编纂委员会成员严格审稿，省、市志办公室领导暨有关专家、学者

严格把关，史志办和编写部门志的同志为之倾注心血，各兄弟县(市)修志战线以及关

心澄江的同志和朋友们为之作出贡献。由于大家的努力，使志书有了较高质量，我表示

诚挚的谢意。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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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中共澄江县委书记／参又髟

编修志书，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传统。澄江现存古代志书有康熙《澄江府志》、

道光《澄江府志》、康熙《河阳县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面对百废待兴的国情，经过20多年的艰苦探索，直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行改革开放，

各项事业取得重大的进展，人民生活大大改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质量不

断提高。此正是盛世修志，加之很多历史事件逐渐明朗，便于记述，将一地域的发展用

志书给于记载，无疑对今后的发展将起到较好的借鉴作用。

澄江县自1984年6月组建修志机构——澄江县志办公室，在广大修志工作者的共

同努力下，曾于1992年编修成部分铅字打印稿，其下限至1988年。1992年以后，志办

工作重心转向编纂和出版年鉴工作，同时继续增补县志资料。1998年12月，县委、县

政府再次把修志工作提到议事日程，组织编修人员，重新拟定篇目，补充资料，重新编

修，并把下限延长至1996年。县委、县政府历届领导对编修县志都十分重视，组建机

构，调集人力，制定编修方案，为修志工作顺利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县各部、委、

办、局积极参与这一浩繁的系统工程，认真部署，协助搜集资料；一些离退休的老同

志，以认真严谨，对后世负责的态度，提供各方面的资料。可以说，《澄江县志》是广

大人民群众，全体干部集体智慧的结晶。

《澄江县志》的出版，是我县一项重大精神成果和文化成果。它广征博采，涵盖百

业，主要记述了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社会、人物等，是

我县第一部系统全面地记载自然与社会、历史和现状的资料性著作。它坚持马克思列宁

主义，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依据，具有较强的地方特色，是我县

县情的一种较好载体，是一部大型资料工具书，是研究澄江、建设澄江的致用之书，资

治之书。修志的目的是为了用志，温故而知新，从中汲取规律性的认识。所以，志书出

版以后，要做好宣传发行工作，大力开发利用。用它来借鉴历史，认识澄江，开发澄

江，建设澄江。



凡 例

一、《澄江县志》是澄江县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

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依据，运用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按贯通古今、详今略古、实事求是的原则，记述澄

江县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力求体现改革和创新精神，反映地方特色。

二、本志严格按照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进行编纂，

贯彻存真求实的方针，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以达到“资治、教

化、存史”的目的，为社会主义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三、本志由概述、大事记、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物、附录等部类组

成，各编之首冠以无题小序。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7种体裁，以志为主，分编、章、节、

目4个层次记述。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记事本末体为辅。各编以类系事，横排竖写。

人物生不立传，以本籍为主，兼收客籍，按人物传、烈士英名录记述，以卒年先后为

序。彩色照片列于卷首，表格插于各编章，附录载于书末。

五、本志上限时间为西汉元封五年(前106)，下限至1996年，个别编章的记述有

所伸缩。 ．

六、本志行文称谓用第三人称。

七、历史上澄江作“潋江”，本志规范为“澄江”。

八、本志所有数字来源于县统计局，按1996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出

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书写。以万作单位，小数点后4舍5入，保留两位数。

九、度量衡。一般按历史习惯记述，需换算用括号加注。

十、民国前纪年用汉字记朝代纪年，民国纪年使用阿拉伯数字书写，均括号加注公

历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统一用公历纪年。20年代至90年代均指20世纪各年

代。

十一、行政区名按当时行政区划名称记载；地名按《地名志》所称地名记述，特殊

地名，用括号加注。

十二、全志资料来源于省、地、县档案馆、图书馆、县属各部门编写的志稿，历代

编修的县志、府志和文献史料、调查所获口碑资料，均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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