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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历史悠久，土沃物茂，地灵人杰。在祖国南疆的这片热土上，

民族世世代代开拓繁衍。各民族团结和睦，开发资源，建设家乡，反对剥削压

击外敌侵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涌现出楚图南、柯仲平、李杏锦、李国定

等一批革命先驱。无数革命先烈为了祖国的尊严和繁荣，为了文山人民的解放和幸福，

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给后人树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丰碑!

文山州的历史是一部光辉灿烂的民族发展史。清代编纂的‘广南府志>、<开化府

志>以及民国时期所修的一些县志，记载了文山州的历史发展进程，给我们留下了许多

珍贵的史料。但这些旧志重人文轻经济，并有一些封建糟粕。在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的今天，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不能中断编修地方志这项优良文化传统。社会主义

新方志要以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进行编纂，以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

代，有益后世。这是各级政府的责任，也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盛世修志。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是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需要，

是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文山州委、州人民政府贯彻国家有关修志工作的

要求，于1982年底设置编纂机构，组织修志队伍，部署编修第一届社会主义新方志。

全州各级各部门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持，专家指导，众手成书”的修志原则，以马

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经过广大修志工作者十余年的艰苦奋

斗，辛勤笔耕，认真核实，精心修改，终使州县部门志、专业志，县志，州志纷纷付梓

成书．成为文化瑰宝，确实得之不易!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志>(以下简称<文山州志>)近四百万字，共分六卷，陆续

出版问世。这是文山州有史以来的一部宏篇巨著，是艰巨、浩繁的一项文化系统工程，

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丰硕成果。<文山州志>遵循辩证唯物史观，

为民立言，为党立言，实事求是地记述了境内的历史与地理，民族与人口，政治与经

济，社会与人物，文化与风貌等，突出了边疆特色、民族特点和时代特征，内容丰富，

资料翔实，融科学性、思想性、资料性为一体，是总揽全貌的综合性著述，是一方之信

史。对科研、科考、科普，以及投资、开发、经商等均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可信、可

用、可读，具有资治、教化、存史的功用。对进一步了解州情，以史为鉴，总结历史经

验教训，解放思想，拓宽思路，发挥优势，为科学决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是各级领导

干部的案头必读之书。<文山州志>同时又是一部很好的爱国主义教材，集地方史、民

族史、战争史、人物史为一炉，对广大干部群众、知识分子、青少年和海外侨胞认识和

了解文山，从而对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建设文山大有裨益。

<文山州志>的编纂出版发行，得到各级党政军领导的关心重视，社会各界的大力

z了



2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志·第一卷

支持。广大修志工作者特别是参与修志的离退休老同志协力同心，艰苦努力，完成了这

项浩繁的文化系统工程，给子孙后代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食粮。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以此为序。

中共文山州委书记张田欣

文山州人民政府州长王永奎

1999年12月



}

凡 例

志定名<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志>，是文山州首部综合性志书，列入中华人

方志丛书。

志编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

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

准绳；立足当代，详今略古，求实存真；全面记述州内自然、政治、经济、

、社会发展的历史、现状及有影响的人物，尽力突出边疆特色、民族特点、

力求达到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的统一。

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并用，以志为主，按事以类从，横

则，各分志设篇、章、节、目、子目，其他不设章节。

四、本志上限尽量追溯事物起始，下限至1995年。涉及历史上的重大区域变化，

在大事记、建置沿革中记述，其余一般不涉及。

五、本志分六卷出版。按部类编排，第一卷为综合卷，第二、三两卷为经济卷，第

四卷为政治卷，第五卷为文化卷，第六卷为社会卷。各卷相对独立，以卷自排页码。第

一卷(综合卷)列行政区划图、署名、序言、凡例，其余各卷仅列行政区划图、署名、

凡例。为增强全志整体性，并便于读者了解本志的总体框架，各卷护封列总篇目。

六、本志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设传略、事略、表、录四个层次。收录全

州有影响的已故人物和在世人物事迹。传略以正面、本籍人物为主，也收录个别劣迹昭

著者以戒后世，排列以生年为序。事略收录事迹逊于传略的已故人物和有突出贡献的在

世人物亦按生年为序。表列党政军界县团级正职(实职)以上职官表、科技界副高职以

上职称人员等表。录列各烈士英名等录。

七、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及简化汉字。清代前的历史纪年用汉字数字，中华民国

年代用阿拉伯数字表述，均加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使用公元纪年。政治运

动、机构名称、政治术语、科技术语等，各卷首次出现用全称，以后用简称。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建国前、建国后。

八、本志使用地名，一律以州辖8县出版的<地名志>标准地名为准(个别例外)。

必须使用旧地名时加注标准地名。

九、本志计量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颁布前仍沿用旧制书写，颁

布后按法定计量单位书写。各种旧币(含旧人民币)均不折算。数据使用以文山州统计

局数字为准。未列人统计范围的数据，使用各部门提供的数据。

十、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州属单位部门志、专业志，8县县志，省州档案馆档案，

各种文献、旧地方志，<云南郡县两千年>、<中国历史地图集>、<云南地方史讲义>、

<云南民族史>，省州县党史资料、省州县政协文史资料，及经筛选核实的1：3碑资料等，

文中均不一一注明出处。

乙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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