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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谋县长 罗建文

元谋地处云南北部，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元谋人”因元

谋县而得名。元谋历史悠久，民族较多，物产丰富，是一块尚

待开发的宝地。
⋯

‘元谋风物志>是我县的一部新志书，它对人们了解元谋，

开发元谋是有一定作用的。它涉及的范围较广；话古道今、自

然地理、物产资源、珍禽异兽、山川风光、名胜古迹、著名人

物、民族风情、风味特产等等；基本都有所收录，从这部具有

资料性、知识性、趣味性的志书中，可以窥见元谋全貌。这里

虽没有气势磅礴的。逐鹿中原”，但也是历代兵家争夺之地；虽

没有造就一代君主，但也哺育了身居要职的内阁大学士；虽未

达到当代文化的顶峰，但却有着灿烂的远古文明，经济发展尚

未进入“小康”，但可追寻丝绸之路的踪迹⋯⋯。元谋，的确是

一个十分古老而悠久的地方!的确是个十分可爱的地方l的确

是云南的一块宝地!大自然赋予元谋极为优厚的条件，可谓得

天独厚。我们十八万勤劳、勇敢、朴实的各族人民，居于斯地，

理应通过自己的双手，把它建设得更加美丽富饶，繁荣昌盛。

‘元谋风物志》一书，是县志办按县人民政府的决定，组织

编辑人员搜集、整理资料，经过辛勤劳动编写而成的。它以恰

当的表达方式，寓情于叙述之中，历史与现状相结合，考证与

传说交融，孤证与多证印证，将元谋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

多姿的胜迹、多彩的习俗、丰富的物产、独特的风味展示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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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面前，令人顾盼不暇。它如一束山野的小花，带着时代的特

点和红土地的芳香，沁人心脾。

这部书是广大干部和旅游工作者案头必备，也是我县中、小．

学课外读物。文化教育工作者可以从中摘取材料，挥洒自如地

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热爱家乡的教育。这部书给人以启迪，

激励人们为开发元谋，振兴元谋，建设人类发祥地贡献力量。

《元谋风物志》的出版，是我县一件引人注目的事，一件令

人欣喜的新事。我们殷切地希望有更多的人宣传元谋，有更多

的人了解元谋，有更多的人加入建设元谋的行列。愿元谋这匹

“天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道上展翅腾飞，取得

更大的成绩。

1994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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