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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舟 一

祥云为滇西大县，历史悠久，因原有“彩云南现”之说，故名云南县，后因省亦名云南而

改称祥云。在建县21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勤劳朴实的祥云各族人民为开发建设自己的

家园，对各种自然灾害及反动统治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

迹，用自己的智慧和血汗谱写了一页页光辉的历史篇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祥云人民彻底摆脱了政治及经济上的压迫和剥削。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团结一心，继往开来，以主人翁的姿态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中。经过

卯多年的辛勤努力，初步改变了干旱、贫穷的苍凉面貌。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了祥云大地，一派蓬勃生机，历史画卷翻开了新的一页。

祥云的发展历程值得研究。新编《祥云县志》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认真总结、记载了祥云的历史和现状。志书具有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她将和祥

云人民的业绩一道永存于世。 ．

二十世纪末的祥云和全国各地一样处于改革开放和振兴经济时期，各项工作取得了

显著成就。但在经济建设，科技发展、社会进步以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都还远远

落后于发达地区。读史使人明智，全县干部和群众都应该读志通史，认识祥云的昨天和今

天，同心协力地投身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现代化的建设中，去探索，去追求，去奋斗，

去竞争，去拼搏，倾心尽力，锐意革新，将这块刀乃平方公里的“吉祥发达地，彩云焕瑞乡”建

设得更加美好。

《祥云县志》即将问世，唯愿全县人民和关心，支持、参与祥云建设的人们喜爱

她，运用她，让她发挥应有的作用。

中共祥云县委书记廖德广

1 995年1月



赢 一
Jt 一

祥云建县于公元前109年，以西南地区设置最早的县份之一而闻名。此后，蜀汉至隋

初的云南郡、唐代的波，匡、镜、宗，掣、五州相继在这方土地设治，开发早于省内大

部分地区。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先人先后创造了清华洞新石器文化，大波那，检村，红

土坡等地的青铜器文化。明至清初，境内先后建立洱海卫和澜沧兵备道，成为滇西的军事

重镇。清代，爆发了以龙道人，安根为首的两次彝民反清斗争。中华民国时期，境内修建

军用飞机场，祥云成为抗日将士的集结地和大后方j民国末期，这方土地上孕育了中共革命

武装“边纵”八支队，诞生了中共滇西工委、滇西行政公署，成为滇西地区的革命摇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祥云各族人民继承光荣革命传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完成

了社会主义改造。继而兴,t嗲-er,-利，战胜干旱?绿化荒山，治理水土?兴业办厂，发展经济?结束

了。小云南，三年两季荒，穷走夷方，饿奔厂”的历史。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祥云迈出了

改革开放的时代步伐，各族人民的聪明才智得到了发挥，一方热土，龙腾虎跃，卯万人民同

心同德建设社会主义新祥云。

祥云素有修志传统，清代留下了康熙，乾隆，道光三部《云南县志》；1921年整理了

《云南县地方志资料调查表》；1947年和建国后的1958年，政府先后两次组织修志，都因

各种原因夭折，致使祥云的历史记载从光绪巧年断线至今100年余时间。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后，政通人和，社会安定，修志之举，盛行全国，祥云县委、政府抓准时机，毅然作出编

修《祥云县志》的决定，继而成立机构，选调人员，广征资料，经过十年辛劳，五易其稿，终告

功成。

新编《祥云县志》收一方之风物，集千年之史实，成一邑之鸿篇，为开发建设祥云提供

了资治借鉴，给全县人民写下了乡土教材，予子孙后代留下了珍贵史料。

回顾历史，不能仅沉缅于过去，更重要的是把握现在，开创未来。有志为祥云作贡

献者，必以祥云历史作借鉴，从正反两方面经验中总结教训，兴利除弊，艰苦创业，励精图

治。

新编《祥云县志》凝结着全体修志工作者的心血，得到全县各部门及各族人民群众

的关心支持，受到省、州方志界及各位专家学者的关注和指导．我代表中共祥云县委、

县人民政府向参与和支持本书编写的有关单位和人员表示诚挚的谢意。

·2。

祥云县长，县志编委主任张永昌

1 995年1月



凡例

凡例

一、新编《祥云县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力求实事求是地全

面{己述祥云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时间上限不作统一，下限断至1990年，个别内容有所延伸。古代部分略写，

中华民国时期稍强，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为记述重点。

三、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人物，附录五部分组成。以志、记，传、图、

表、录为主要表现形式，图照汇集于卷首，少数随文。概述综述县情；大事记纵贯古今，记

述历年大事，要事；全志设27个专泰以类系事，不受行政管理部门限制，以时为序，横排门

类纵述吏实；附录收录专志难以容纳而又有记载必要的史实、地方重要文献，碑刻、诗

文等。

四、本志对当代政治运动不独立设泰本着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将其内容分别记入有
关章节及大事记中。

五、本志文体：概述叙议结合；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以编年体

为主；其余均用记叙文体，只记事实，不作评述，寓观点于材料中。

六、1912年以前纪年，使用历史习惯纪年，并在括号中加公元纪年。1912年以后均

以公元纪年。

七、本志政区及机关名称系当时当地名称。历史地名加注现今地名，其他则用现行

标准地名。

八、度、量、衡器的使用中的记述标准，按时间范围划分，1949年以前以当时当地计

量标准记述，1949年以后基本按1984年国家颁布的《法定计量单位》换算记述。

九，人物分传、录、表三个层次。(1)本着生不立传原则，立传人物以本籍为主，卒年

先后为序；(2)人物表收列明清进士，留学生、师级将领、地市级以上干部、老红军，副

高级以上职称获得者；(3)人物名录收录正县团级干部、革命烈士和抗日阵亡人员。

十、史实资料来源于本省，州、县的历代志书、档案、书刊文献瘁县各部门志及
部门提供的资料；本次修志收集的各类口碑资料；数据一般以县统计局认可数据为准。各

种资料除引用原文外均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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