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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临沧县委书记 马林

临沧县县长 张丁明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优良的文化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各级人

民政府十分重视修志工作，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修志文化传统。加强对方志工作的领导。

在全国盛世修志的热潮中，临沧县动员了3ab多：人投入收集和整理县志资料活动，集思

广益，众手修志i经专业人员多年伏案笔耕，艰辛努力，精心编纂，使新编《临沧县

志》得以问世，在临沧县历史上首开政府修志并公开出版发行的先例。县志成书出版，给

正在实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临沧，提供了一部信史，为各级领导

科学地总结过去和决策未来，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参考依据。这一文化建设工程的丰硕成

果可喜可贺l
‘

我们受命主持县委、政府工作之际，适逢《临沧县志．》出版，读而可见《临沧县

志》资料丰富、体例规范、文风朴实、记述得当。全志以翔实的史料记述了临沧县设治

以来约560多年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是迄今为止较全面反映临沧县情的官修志书。

《临沧县志》具有社会主义时代特点，有边疆民族特色，编纂风格独具，不落俗套。观全

志，可以从中领略到创业者的足迹和艰辛的历程，感受到成功与失误的经验和教训。古

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振兴临沧；不可不了解临沧县情，不可

不对前人开发和建设临沧的成功和失误进行科学地总结，从中找到规律，记取教训，借

鉴经验。《临沧县志》正是这方面可供资治的“百科全书”。 ．

临沧，既是一块资源丰富的宝地，又是一块有待深层开发的热土，是充满希望与活

力的边陲重镇，有志于为这块土地作出贡献的志士仁人，以志为鉴，一定能把她建设得

更美好。 。，

。

修志是一项浩繁的文化建设工程，新编《临沧县志》从酝酿到编纂出版，历经$个

春秋，县委、政府几届主要领导主修尽职尽责，不致中断；修志人员孜孜不倦，乐于奉

献；社会各方大力支持，积极相助。借此机会，我们代表县委：县人民政府，向省、地

志办和专家学者，向修志工作者和给予大力支持的社会各界人士致以衷心地感谢和崇高

敬意。我们有了这样二个很好的基础，理应认真做好出版发行工作，抓住机遇用志书，发

挥其应有的功能，并从现在起就特别注意积累资料，整理旧志，编好年鉴，继续加强方

志工作，为来日续修临沧县志作好准备。{t地方志这颗中华民族文化瑰宝永放光彩!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于临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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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志》‘副总纂 李景煜

地方志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体。所谓“史志同源而异流”，是因为方志导源于中国最

古老的典籍《尚书》。司马迁说：。《书》以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尚书·禹贡》记

载了夏禹时代中国九州的山川I土壤、物产贡赋，实开地方志的先河。以后的《山海经》、

《周礼》、《吴越春秋》、《越绝书》等也从不同方面丰富了地方志。这些书都属于中国早期

的史书，其内容具有了地方志的某些属性。但是，在西汉司马迁继承了《春秋》、《左

传》的史学传统，编修出《史记》，奠定了中国史学体例典范的同时，自汉代起，为了便

于理财征徭，也由朝廷令郡国编制图经计簿上报中央成为制度。图经是有地图有简单文

字说明的地方资料载体；．计簿是各地向中央汇报的财政收支报告，二者实为地方志的滥

觞。可见中国史志的分道扬镳是在西汉开端的。由于史书从周代起有皇家专设的史官司

其职，被尊为国史，从汉代起在中国形成了新朝修旧史的传统，使中国在两千多年中史

不绝书，积累成在人类文明史上独放异彩的《二十五史》的史学体例；而志书虽在周代

就已设置过许多职官——外史、小史、职方、训方、形方、诵训、山师、川师、原师、行

人、间胥、司会等来专门管理地情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但在汉代以后，则仅以其致用

于国计民生而演变为图经计簿。作为完整的地方志，几乎得不到发展。晋代虞挚修的

《畿辅经》，为地方志的纂修开了个头。经过南北朝隋唐几百年的发展，直到宋代才因文

人的参与提倡而崭露头角，自成体系。地方志因受到正统史学的影响而在编纂体例上吸

收了许多史学的编纂方法。如大事记效法本纪，正文取法书、志，传记则全仿史书，。故

谓。史志同源而异流”或“志从史出”、“志乃史体”都是无可非议的。
’

志书是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志书除了供各级官吏了

解地方风俗民情山JII物产外，并为各地保存了不见经传的重要史料。所以章学诚等地方’

志学家说他是“国史之要删”、“一方之全史”。因应中国文化的发展．地方志到明清以迄

民国，无论从体例到内容都已经达到相当完善的程度。在云南省志中的天启《滇志》、道

光《云南通志》、光绪：《续云南通志》、民国《新纂云南通志》和县志中的民国《姚安县

志》等是其代表。

临沧开发较晚，长期为土司治理，汉文化的输入始于明代，盛于清代，发扬光大于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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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在地方志方面，清宣统三年有作为启蒙教科书的《缅宁厅乡土志》一书编成，共

3卷约万余字。进入民国以后，乡贤丘廷和以毕生精力，著成《缅宁县志稿》24卷，首

1卷，约10余万字，彭桂萼著《西南边城缅宁》5章，近10万字。以上各书，因受客观

条件制约，内容较简略，不够完善，却为后世保存了许多珍贵资料，虽片纸只字，在今

日已等同凤毛麟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50年代后期曾倡议过修地方志，由于只是一般号召，各

地自发地修了一些厂史厂志，．终因是。大跃进”的产物，如昙花一现，至今已难见到完

整的作品了。1965年周恩来总理批准在国务院中设立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以领导全国

的修志工作。甫经成立，即遭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横扫，十年动乱之后，在拨

乱反正声中，百废待举之际，地方志工作又被提上议事日程。在中央恢复了原先的领导

机构，改名为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在全国范围内布置了修地方志的任务。，云南在1981

年成立了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1985年后改为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地县两级地方

志也大多在此时成立。但是，就全省而言，真正扎扎实实地开展编纂工作是在1986年8

月全省第二次地方志工作会议以后。临沧地区成立了以李季兴专员为主任委员的编委会，

加强了对全区8县的修志工作的领导。临沧县志办则是先完成地名志的编写，从1988年

起才开始全面转入地方志的编写。 。
．

本次修志，已经10多年了。距全面结束．还需七八年时间，就已出版了的县志看来，

述记志录四体结构的大框架，是本届修志的共同特点，也是我们这个社会主义时代的志

书在充分继承我国旧志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的发展创新。在四体结构的大框架中，内部具

体安排上却又各有千秋。在排列的次序上，绝大多数按述、记、志、录定序，也有按述、

志、记、录定序的。系列上绝大多数将概述、大事记、附录独立于志书正文之外单列；也

有只将概述单列，．而将大事记、附录编入章节系列的；也有除序例外，全部纳入章节序

列的。层次系统上，有按卷(编>章、节、目排列的，有编(卷)章、节、目排列的，有

卷章节目排列，下分各级细目，最后一级才是实写目的，有篇章节目排列的。分类上有

多卷(编)平头立志的，有分为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物六大卷(编)的，

有大编、中编，小编平立的，有不列卷(编)序号平头立志，下分章节目的，有不标卷

篇章节，只按大类标序后再按一级目编序号贯通全书(二级目以下的实写日不标序号只

以字体区分领属)、的条目体。在述体的设置上，有全书设总述，卷(编、篇)设概述，每

章下设无题小序的；有不论卷章节目，视实际需要，宜设则设无题小序，不需要即直叙

正文的。种种处理方法，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但不论用什么形式的排列结构，重

要的在于是否科学合理。究竟孰优孰劣，到纪元2000年全国修志工作结束后，自不免要

作一番全面性的总结评比。随着时间的流逝，．后人会给这一学案作出公正的评价。

由于本次修志是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统一领导下在全国(除西藏、台湾外)范围

内开展的一次旷古绝今的盛举，无论从动员面之广或参与修志人员之多，都可谓史无前
●

一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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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也许以后的续修不可能再现今日的盛况了)；又由于本次修志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历史阶段，是中国古老社会经过天翻地覆的巨变之后迈向一个崭新时代的开端，

因而志书的特点是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同时有更大的创新。新志书的内容、形式、体例、规

范都较旧方志有巨大的差异。也正因为创新多于因袭和其他种种原因——其中主要是修

志人员的文化素质修养，使得我们在大战十年之后，检视初步战果，从主流上看，可谓

成绩斐然；细致推敲起来，实在不容乐观。在省内外已经出版的各级志书中，综合质量

上乘者不多，存在问题，约有以下几个方面：， ，

首先；是体例不严谨，结构欠缜密，内容不平衡。《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中有

。结构合理、层次分明”的明确要求。那些把概述、．大事记、附录都列入志书篇章序列的

做法；显系不讲体例，虽自诩或被志瞽捧为创新佳作，甚至荣获什么什么奖，实属不伦

不类，须知一书之中，述记志录四体写法要求不同，任务作用各有分工。经过10年的探

讨、比较、优化、商榷以来，大体上形成了四体在志书的地位、任务和特定要求。。概

述”。体，要求站在全局高度，高屋建瓴地对一地(一业)的大势大略、兴衰起伏，得

失利弊作高度概括的论述，使人读后对一地(一业)的情况有一个宏观上的概念。概述

可夹叙夹议，要在“概”字上下功夫，切忌敷陈细事。概述虽为策论体，但要掌握论的

分寸，不能长篇空论，只能言之有物，论有余韵，足资借鉴。“大事记”为纲目体，以朝

代为纲，年月日为目，以编年体为主，纪事本末体为辅。只记对本地区起到重大影响的

大事，文字要求像《春秋》，经文样的筒洁，切忌详记事件经过而与正文内容重复。大事

记是一志之经，要使人读后胸有全局发展脉络。“正文”是全志之纬，按类横排纵写，内

容基本平衡；标题简洁准确，层层涵盖；要严守“述而不作，叙而不议”传统；通典不

录，越界不书；直书其事，惜墨如金；不得杜撰夸张，摒弃穿靴戴帽语言(人物是正文

的组成部分，一切要求相同，。不能单独成体)。正文是大事记的拓展与注脚，二者相辅相

成，浑为一体，不能南辕北辙，自造纰漏矛盾，“附录”或“杂录”都只能照录成文典章，

以保存资料，原文有误，只能加注，不得擅改；不得将本次述作羼入。由上所述，可见

述记志录四体，章法各有具体要求，岂可菽麦不辨，牛马同槛。或有孤享孤节，或数百

字立一章，数十字立一节，-看篇日则应有尽有，天衣无缝；阅内容则有名无实，空空如

也。-须知章节的设置是以内容决定形式，既无内容，何须免强。为了处理志书内容的重

复交文，有人主张可仿效《史记》、的互见法。《史记》互见法，前人多有讥议，实为有利

有弊，使用得好，自无不可。但有些志书，“创新”到设虚章虚节虚目，在章、节、目之

下只有“见x x x”几个字，这能叫“科学合理”?地方志是资料著述，既已在某处恰当

地安排了某项资料，就不必用虚章虚节来欺骗读者。何况章节下都可设简述或无题小序，

那些要虚设的章节不是都可在此交待一句就行了吗?志书不是词典，不能自乱体例。

其次，文风不端正，词语不筒洁，文字不朴实。志书应做到“其文质，其事核”，要

求“一律用规范的语体文，文风应严谨，柚实，筒洁。”而检视已出的新志，真正做到上

述要求者不多。有的使用夸张渲染手法，把志书写成小说、报道文学；有的在记述中加

上些穿靴戴帽的评语或口号，以示立场坚定；有的在字里行问，充满个人感情色彩；有

的句式呆板，俨然写年终总结报告，大段大段地抄公文，摘法令，做官样文章。更有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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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本人于文言文本无多少研究，却偏要装腔作势，生造语言，乱用之乎也者等文言专

用词，弄得语句半通不通，读来令人蹩气，叫你啼笑皆非。给人作序，朋友问通信，甚

至写论文，偶有半文半自的文字，-只要通顺达意，自然可不置论。但作为写当代志书，此

风万不可长，以免谬种流传。

再次，是图表不科学，数字不规范。志书不是资料汇编，不是文丛，不是文集，不

是百科全书，也不是工具书，而是结构严谨的一地之资料著述。图表是志书中重要的组

成部分。囹的直观形象效果好；表的信息容量大，可比性强。所以图表要配置适当。，特

别是表的设计要科学筒明合理，不能缺项。常见的毛病是要素不全；有的有表无题；有

的有拦无项；有的取材不当，资料价值不大；有的统属不清，杂乱无章；有的数字总分

不合，失去效用；还有主词不当、注文不清、不编序号，乱用三线表等等，这些毛病，存

一为患。至于表的排列形式，倒不必拘泥于要求一律横排或直排，宜横则横，宜纵则纵，

只要不折页能排续表即可。此外，‘认真在志书中贯彻各种规范要求，以使这一代志书能

垂典于后世，也至关重要。已出志书中，大多数注意到这些问题但不够认真。一部分志

书则随处可看到自乱体例规范，甚至在一个版面内就可看到同样数字的几种不同书写方

武和同类表格的不同设计方法，许多表格残缺不全，错误百出。
．

《临沧县志》是写得较为成功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体例上有创新突破，全志为述、记、志、载四体结构。．由于“附录”一

体内容有严格限制，而本志在最后一部分资料中，除了。文告、文献”之外，还有

“《临沧县志》新旧地名对照表、临沧县修志大事年表、《临沧县志》编纂名录、修志参

’考书目、《临沧县志》编纂始末”等新内容。这些内容已经远远超过_附录”和“杂录”

的容许界限，易名“附载”，虽一字之差，扩大了收容范围。使向例“录”体不能收容的

具有重要存史价值的“拦入则不伦、弃之则可惜”的新资料有了安置之地。“附载”在性’

质上比“附录”要宽广得多。《晋书》设“载记”一体，未始不是对本志设“附载”的启

迪。“附载”的设置是卓有见地的。

其次；本志在内容安排上注意到基本平衡问题。特别是在节的容量上，没有常见的

大题小作，内容特别单薄而强立章节的情况，更无虚章虚节的设置。这一点是很重要而

又未为大家所注意解决的问题。古今名著，都很重视文章布局，力避畸轻畸重。当然，地

方岩受到资料丰啬和门类大小的限制，难能做到像《文心雕龙》那样的整齐，但至少也

可取法如民国《姚安县志》的平衡布局，避免在一个版面之内出现几个节的畸轻情况。

再次，本志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中国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第十三条提出的要

求，全书自始至终以规范化的语体文来表述。除“概述”外，坚持了“述而不作、叙而

不议”的记述方法。文风朴实，述事传人记物，不夸大也不缩小。不用非志体要求的

“画龙点晴”之笔j不按主观意志去探索发展规律。本志的文字简洁流畅，理通事明’文

从字顺，言简意赅。更不乱用半文半白或文言文杂揉于中，有失本次修志的最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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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特点——规范化的语体文形式。众所周知，中国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的几千

年中，文化上是文言文的一统天下，文言文是中国旧文化的时代特点，这一时期所修的

地方志，没有一部不是文言文的。以提倡白话文为重要内容的。五四”运动之后，，白话

文逐步取代了文言文的地位，但是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除了一些新文

学名著外，无论是报刊新闻、公文、书信或宣言、文告，都带有三分“文”气，那半文

半白文体——代表了中华民国时期文风的时代特点，民国时期修成的志书，没有一部是

纯粹白话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在全杜会大力提倡使用白话文，首先在公

文，报刊上消除了半文半白文体。白话文代表了中国走向新时代的时代特点。我们在20

世纪90年代修成的志书，理应抛弃旧时代的包袱，焕发出时代精神。这一点本志做得较

好。
。 第四，本志十分重视书写的规范化问题。规范化是人类社会走向大同之治的门槛。是

各个不同地区的不同文化从分散的各自发展的状态走向共同的统一质量意识的必然步

骤。不接受规范化意味着落后于时代大潮。单是进入关贸总协定，就必须接受世界的各

种统一规范。印以标点符号而言，中国几千年来只用一圈一点解决断句问题，。五四”运

动以后，引入了标点符号，但大多数人在使用中并不认真。数字方面，也是几千年都使

用汉字记数。西方文化的传入，书写和印刷上的横排，迫使数字的使用必须规范化才能

达到科学和方便的要求o．我国在本世纪80年代曾由国家发布过《标点符号用法》，90年

代又发布了《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此外，从50年代起就开始推行汉字

简化方案，先后简化了一大批繁体字。这些工作，对于促进我国的经济文化建设和提高

全民族的文化素质都已经收到很大效益，为与世界的经济文化大潮接轨作好了准备。《临

沧县志》在这方在面做得较好，认真区别了数字中汉字和阿拉伯字的不同应用(特别是

个位数字的使用)和三位分节法的贯彻。还有图表设计的科学规范、筒化汉字的正确使

用，在本志中也显得认真出色。 一

·

第五，本志资料丰富，重复交叉处理适宜。全书以100多万字囊括了从明清到1990

年700多年间全县的自然、物产、政治、军事、经济、文教医卫、党政群团、民族、宗

教、科技、人物等全部资料，信而有征。“附载’’中所收资料，不没前贤贡献，有助后人

参考，补旧志的疏遗，正旧史的讹误，为来日的典型。

第六，指导思想明确，对历史问题求实存真，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长治久安。本

志对记述临沧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历史人物，始终应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辩证唯物主

义方法．客观公正，尊重历史，记清事实，不随俗从流，不妄加评议，不遗人口实，不

渲染政治色彩。旨在使读者从事实中自己分辨贤愚优劣，判别是非正误；或赞成，或反

对，或效法，或自警。．志书要能资治于当道，有教化于后生，端赖史料真实可信，情节

感人肺腑，自可发人深省而自觉白悟，自励白立，使千载而下，怯者勇生，贪者廉立，酷

者返仁，残者归慈，爱国舍生，推己及人，系国家安危于大义。寄社会荣枯于公德，补

法律强制所不及，实为志书功能大用。本志努力做到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综上所述，《临沧县志》在整体质量上是较好的，堪称新县志中的上乘之作。这样说

并非是完美无缺，只是相对而言，优点要多些，缺点要少些。凡事要有比较才能鉴别。

、



序二 ·7·

{1

＼>

L．口}J．L、_．，’

}，2

．L，

】



凡 例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全

面记述临沧县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

二本志断限自公元1430年土司建置时起，至1990年止。

三本志以临沧县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为一整体，按事分类，以卷章节目立体，以

述、记、志、载四体为框架，概述、大事记为经，专项事类分述为纬，图表穿插于章节之中，

全志除卷首卷末外，列13个主体编，计15卷。

四本志文体使用规范化的语体文。引用文言文均予以标点断句，方言予以注解。除序

言、概述、附载外，按述而不作、叙而不论的原则记述。

五本志资料主要取材于国家各级档案馆、图书馆(室)档案文献及国家机关各部门、企

事业单位、社会各界人士提供的专业志、专题资料和口碑资料。

六人物编分传、表两个档次，不为生人立传。对临沧县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已故人物予

以立传，重要人物入表。立传人物排列以其生年先后为序，在世人物在各有关章节以事系人

记述。 ．
．

七本志所用数据为国家统计部门所提供，部分来源于国家机关部门，与史实不符的加

以说明。

八按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原则，记述各项事业的发展兴衰史实，上述发端、中纪沿革、

下呈现状，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年间事迹。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记事本末体为

辅。

九按横分门类不漏项，纵述事理不断线的要求设置篇目。依事物属性归类，避免重复，

允许交叉，多重属性择主而从，主详从略。对影响大、地位重要、具有临沧县优势特色的类

项予以专述详记。全志篇目按先经济基础后上层建筑顺序排列。

十 本志按国家颁布的简化汉字书写，有关数字和计量单位、标点符号按国家颁布的

《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和《标点符号用法》书写。

十一人物、政权、党派均直书其名，不冠尊称、蔑称、辱称等褒贬之词。专用名词首

次出现用全称，注简称于括号内，以后用简称。引文中有侮辱性的历史用字，～律按现行通

用要求书写。凡用古地名，不加括注今名，在附载中专列《新旧地名对照表》。

十二临沧县为临沧地区行政公署驻地，凡地委、行署直属的专项事类，本志略述，不

作详记。

十三方言章节专述汉语方言和其他民族语对汉语方言的影响。

十四本志遵通典不录、越界不录、传说不录、不实不录、宁缺勿滥原则。

十五 《大事记》中的“△”符号，表示在同年或同月、日发生的大事。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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