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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盏量巽去姜鑫霍罗增车江川县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

序 一

江J JI，堪称“滇中碧玉”．历史悠久，地灵人杰，湖山秀美，物阜人熙，素有“高原

水乡”，。鱼米之乡’，。云烟之乡”、。烟花爆竹之乡”的声誉。李家山古墓群发掘出的战国西

汉时期的文物，是古滇文化的杰出代表。大自然造就了江川奇特的风光，境内有星云

湖，有抚仙湖三分之一的水面．神奇般的。两湖相交，鱼不往来”的界鱼石，“巍然形胜冠

南州”的孤山，是云南独具特色的名胜。江川是云南白药创始人曲焕章，。滇军完人”唐淮

源上将的故乡。 ’。

江川，历史上几经修志，有的已散失，有的仅存手稿，至今尚无刻本志书问世，是

一大憾事。盛世修志，势在必行，1984年，在中共江川县委、江川县人民政府的领导

下，组织修志班子，历经八年。孜孜不倦，数易其稿，于1992年终于完成，实为幸

事。

《江川县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广征博采，求真存实，既

反映历史，又昭示未来，上百万言，宏篇巨幅，纵述古今，横陈百业，为我们展示了江

川的山川形胜，典章文物，政治沿革。社会变迁，经济发展，人物风情，虽有不尽完善

之处，但实属难得，是江川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传世县志，它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是我

县之。百科全书”．

古人言：。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要建设江川，振兴江川，须

了解江川、认识江川．当改革开放的大潮在神州大地上再度掀起的时候，《江川县志》

出版问世，这是时代的新篇，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是全县人民的迫切愿

望。它无疑会给江川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翔实的县情，肯定能为从实际出发、实

事求是地进行科学的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还将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爱祖国、爱家乡

和优良传统教育，提供生动的乡土教材，为我们认识过去，指导现在，预示未来，为我

们教育这一代．下一代，后一代，激励全县人民热爱家乡，建设江川，发挥其“存史，

资治、教化”的作用。

我并非江川人，在江川工作的时间也不长，但我热爱江川。江川是个美丽的地方，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下。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

百年不动摇，江川会发展得越来越好，江川有着光明灿烂的未来。江川是大有希望的．

《江川县志》付梓问世，遵嘱作序，聊志痴衷，难尽所怀． j

1992年12月30日



序 二

差，『：坚量盒量磊霎矗差李绍誓江川县史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
。

‘。

序 二

盛世修志，载述古今，由来已久．新的《江川县志》经过八年多的辛勤笔耕，现已

问世，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远在康熙年问，江川就编修过县志，嘉

庆、光绪年间又续修、编修，民国也倡修县志．但因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因素，未留

刻本志书于世．新的《江川县志》是在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兴盛

时代编纂的。《江川县志》赖各方人士，广泛调查研究，访今寻古，集大量资料编纂而

成。《江川县志》实事求是，寓褒贬于事实之中，观点正确，内容丰富，体例完善，地

方特色鲜明，时代风貌突出，是往昔志书无一能相比的。

江川历史悠久，资源丰富，自然条件优越，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族人民用

勤劳和智慧改造这块古老的土地，创造了灿烂的历史文化．新中国成立以来，江川县

委、县人民政府领导全县人民，战胜困难，改造自然，发展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江川县志》全面系统和翔实地反映县内的自然资源、历史发展、民族风貌、行政区

划、政权建设、社会变革、经济文化：人文地理等情况，再现历史和现状，记述社会主义

建设时期的丰功伟绩和基本经验．《江川县志》是江川文化史上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

又一重要篇章；是帮助人们借史鉴今，了解认识江川县情的一部综合教科书；它为广大

人民群众和各级领导干部提供了工作和决策的重要参考资料。认真阅读，能增强我们走

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激发我们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热情。我希望全县广大干

部群众和江川籍的所有人士，尤其是青少年一代，认真阅读《江川县志》，要从中受到

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热爱江川，建设江川，为谱写江川未

来的光辉历史而努力奋斗。 、

我对《江川县志》的编写出版表示热烈祝贺!江川，作为云贵高原的一颗明珠，云

南的一块宝地，我们应该珍惜她、建设她；应当振奋精神，群策群力，把她装点得更美

丽，使她繁荣昌盛，璀璨夺目!
，

1993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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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 例

凡 例

一、《江川县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

事求是地记述江川的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上限尽量追溯历史渊源。下限断至1989年．少量专志下延，部分记事可

迄于志书成稿前．

三、本志体例。本志以事业分类，突出特点，平头立志。采用述，记、志、传、

图、表、录等体裁，志下结构形式为章，节、目．

四、全志首列概述，总领全书。设大事记，记述全县大事、要事。下设35个分

志，分别记述江川的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人物等方面的内容，展现本县历

史和现实面貌，最后以。编纂始末”结尾。 。。

五，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均用原纪年，t夹注公历纪年．

六、本志政区名，地名．以1988年《江川县地名志》为准，1988年以前沿用历史

名称。

， ’七、本志度量衡．除保留部分当时名称外。均采用现行法定计量单位。货币，1950

年前为当时使用的名称，后均为人民币，旧人民币则加夹注．

八、本志数据。以统计部门公布的数字为准，统计部门没有的数字则以各主管单位

统计的数字为准．文中统计数字均用阿拉伯数字．5位以上(包括5位)的阿拉伯数

字，一般加。万”、“亿’作单位简化数字，小数点后保留两位小数。

九、本志文体。除引文外，一律用语体文记述。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兼用记事本

末体。

十，立传人物。本志不为生人立传，志中立传人物以正面为主；少数反面人物也附

其传略，以作反面教材。人物传，革命烈士英名录排列以卒年为序．县党、政领导人在

各有关分志专志中收录；省级以上授予的劳模、先进人物在《人物志》中设表记入。‘

十一，称谓。各分志中第一次出现的称谓使用全称，再次出现时一律使用简称，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为“新中国成立前后”．

十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分散在各有关分志中记述。

十三、本志资料来源。·主要来自各单位编纂的专业志，部门志和档案、正史、旧

志、报刊，专著、家谱、回忆录，以及口碑资料等，经考证后载入．文内一般不注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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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一l

迤南咽喉。

江川，领域形如海棠叶，总面积850平方公里。地貌似山水盆景：周围群山环绕，

山川河流纵横交错，水库坝塘星罗棋布，星云湖像玉镜镶嵌中央，管领抚仙湖l／3水

面，隔河如一条玉带，把星云湖和抚仙湖连在一起。坝区海拔一般约1740米i

江川为珠江流域南盘江水系。星云湖面积34．71平方公里，平均水深约7米，总容

量1．84亿立方米，为营养性湖泊。；有。天然养鱼场”之称。湖畔有温泉，多沙滩。抚仙

湖为江川、澄江，华宁三县共有，江川辖68．94平方公里。湖中有孤山岛l座，位于江

川水域，湖最大水深150余米，平均水深80多米，：为我国第二深水湖。湖水属一级清

洁水体。 ： 一

江川属中亚热带半干燥高原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13．4～16．5℃之间，最高气温为

6～7月，月平均20．5℃，最低是1月，月平均8．4"C。最高极温33℃，最低极温一5℃

(极少出现)。“寒冬日出则夏，四时遇雨成冬”。年无霜期约253天。年平均降水量

879．1毫米，平均降雨日101天，极少降雪。年平均日照时数2240小时，占可照时数

51％。年平均相对湿度74％。主要风向西南风，年平均风速2．2米／．秒，最大风速33

米／秒。自然灾害主要为旱涝、霜冻、冰雹。 二
·

据文物考证，早在百万年之前，江川就有原始人类繁衍生息，是人类发源地之一。
“

江川，汉为俞元县中心，唐初置绛县。元宪宗六年(1256)改江川千户所(有说此为

县名之始)，至元十三年(1276)设江川州，领双龙县。至元二十年(1283)降州为

县，废双龙入江川，此后历代袭称江川县。1958年和玉溪县合并，称玉溪县，1961年

分开，仍称江川县。

江川县治，初设碌云异城(今龙街)，明崇祯七年(1634)因滨湖水患迁至江川驿

(今江城)，1950年11月初由江城迁大街。大街镇为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之中心，

1988年被国家工商局命名为。全国文明集市”，。被省委j省政府命名为“文明村镇”。

江川县辖大街、江城两镇和翠峰、龙街、前卫、安化、后卫、九溪、大庄、伏家

营、雄关、路居十乡，其中安化，雄关为山区乡，7安化是彝族乡。全县12个乡镇下辖

72个村公所(办事处)、345个自然村。1989年末总人口为220996人，非农业人口

13128人．境内有汉、

，平方公里260人。

彝两个民族聚居，彝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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