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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庹瓜辑志

序

i．位于云南省西北部，全沙江西岸，东与永胜隔江相望，

}山，与剑川．洱源接壤．南接宾川，北望玉龙雪山，与

已，总面积2395平方公里。鹤庆历史悠久，据志书记载，

}入凑后．鹤度即属滇国，西汉属益州邵，糸汉属采昌耶，

§晋属云南郡，东晋十六国至南朝时期属东河阳郡。从

}初的数百年问，一直归叶榆县管辖。唐辟德元年(套元

．唐朝在鹤庆境内设。野共州”、“和往州”．属犍州都督

H范围，后属越析州地。唐开元=十六年(辞元758年)，

E并五诏建立南诏国，在鹤庆设谋统郡。大理国时期改谋

I统府。元宪宗三年(公元lz55年)改称鹤州。至元十三

1 276年)改谋统府为鹤庆路，明洪武干五年(奢元1 382年)

t白族民居 矗}。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黄龙I蕈

改鹤庆路为鹤庆军民府．清乾隆三十六年(公元i 77f年J改鹤庆

军民府为鹤庆州，隶属丽江府。民国二年(1 91j年J改鹤度州为

鹤庆县，属腾越道。{949年7月1日，鹤庆解放，建立r人民政

权．属丽江专区。l 956年11月，成立大理白族自治州时．鹤度

划归大理州。

鹤度虽偏居云南一隅，但由于历代重视文化，故名人造出．名

胜古迹众多。元、明、清以来，玄化寺．龙华寺，石宝山诸寺(相

传72寺)、朝霞寺，水洞祠及“鹤阳八景”等，人文景现闻名退连，

在滇西颇负盏誉，还有许多古桥．古塔。可惜现在这些景现大都

已毁。现存的古文物建筑有云鹤楼，大成段、古菩提树．菩提寺、

菩提井等 这些己得到政府保护。黄龙潭，白龙潭．大龙潭、美

龙埠．呈龙潭等十大龙潭终年不涸．水质甘美，风景秀丽。还有

青玄洞、幺龙洞、蝙蝠洞、天生洞．天华洞、文笔塔，镜潭雪石

等帚观．正以崭新的面貌吸引着众多的游人纷至沓来。现代文物

建筑红军长征过鹤庆纪念碑，己成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地方，



一度皿特瘴

鹤庆是一个民族众多的县。这里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着白，汉．

彝、像像、苗、壮、纳西、回，藏等25万多勤劳，善艮勇敢的

各族人民。他们团结和睦．友好相处。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各

民族形成了自己独特、淳厚的民族风情习俗、鹤庆地形地貌呈西

北高、东南低趋势，海拔温差可谓“十里不同天’．由玉龙雪山

向南延伸的马耳山、石宝山构成县境内的两大山脉。马耳山主峰

高3925米，有的峰峦终年积雪。位于县境南部金沙江；g岸的中江、

朵美，黄坪等低热河谷区则又属亚热气候．朵美乡的黄洛蓖海拔

只1 000多米，年平均气温达20 4．C。处于中海拔地带的鹞庆坝

子水草肥美．稻麦飘香，是滇西北高原闻名的鱼米之乡，鹤庆的

森林，矿藏等资源也十分丰富

《鹤庆风物志》一书．通过介绍鹤庆独特有趣的风土人情，

秀丽的湖光山色．丰富的名特优产品，激发人们爱故土、爱家乡、

爱祖国之热情；也可以让更多的人们了解鹤度的过去，知晓鹤庆

的今天，并看到鹤度更加壮丽的明天：颔略鹤庆各族人民淳厚的

风情，名特优产品．多姿多彩的民间文化艺术，此举是很值得称

道的。在出书之际，我怀若十分喜悦的·o情，在前面写了这样一些，

谨向广大读者介绍这本书。

尹俊

I 995年{0月1 6日



4

一废风糟奄

再版前言

《鹤庆风物志》自l 993年12月出版以来，受到广大读者的

关注，不断向出版社和作者询问，并要求购书。为了满足广大读

者的需要和进一步扩大鹤庆的对外宣传和影响，吸引更多的各界

人士到鹤庆旅游观光，寻古探出，促进鹤庆经济社会和文化事业

的不断发展，鹤庆县委、县政府及云南民族出版社在征得作者同

意之后，决定修改再版《鹤庆风物志》。

再版的《鹤庆凤物志》，在基本保持原书风格的基础上．对部

分内容作7增删，除补充T一些内容外，增加7介绍鹤庆著名景

观、古迹，民俗、名特产品的图片，全书图文并茂。丰富的内容

及活泼的形式，互为补充，相得益彰，使本书曼具史料性、知识

性和可读性。

蝙著者

2004年g月

长头枫木河之秋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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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

鹤庆坝子全景

概述

鹤庆县位于幺南省西北郎，滇西横断山脉南端．

东．大理白族自冶州北部，地跨东经100。0l’～1 0(

25。57’～26。42 7。东有金沙江与永胜县分津，南与

两与剑川、洱源两县接壤，北与丽江毗连。总面积

里，县城云鹤镇居鹤口：坝中略偏西，距省会昆明市!

夫理0"1·l府驻地大理市136公里。境内有马耳山、石宝

马耳山主峰海拔3925米，矗立f县境西南部；石盏

3628米，位于县城东南部，县境南部是鸡足山脉延

云华山等。因峰峦起伏，山体连绵，形成有山地、丘

河谷等多种地貌。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南北膊端{

小盆地：南端的黄坪坝，属低热谷区，海拔J 300～

端的鹤庆坝，属中暖地区，海拔2000—2300米。4

是位f金沙江边的朵美乡，海拔1162米，与境内旦

拔的高差为2763米。全县水系主要为金沙江．漾弓



河川河及其他河流。会沙江流经本县的河段位于县境东部边缘，

大部分为鹤庆县与永胜县的共同县界，自丽江由北向南进入县境，

经大箐、金河、江东、中江、禾米、箐北、朵美等村后，由东进

入永胜县境，长53．5公里。漾弓江总长121．5公里，流经本县

境内河段70公里，以北至南转东南注入金沙江，是全县的主要

水源之。境内地下水源丰富，形成上百个泉潭，又名龙潭，使

鹤庆县自古有“泉潭之乡”的美称。众多龙潭构成川流不息的水

资源，形成以母屯草海为中心．水域宽阔的天然草海湿地，使鹤

庆成为有名的。鱼米之乡”。

鹤庆县属南亚热带与寒温带之间的过渡性气候区，为冬f：夏

骧的高原季风气候，具有雨热同季．千湿分明、盟秋多雨、冬春

多旱、年温差小．f1温差大的特点。由f特殊的地理环境，悬殊

的地貌差异，因rfii构成L一山分四季．{。里不同天”的立体气候。

马耳山杜鹃



年均降雨量

949．5毫米，

常年平均相

对湿度65％，

元霜期210

天；平均气温

l 3．5℃．年均

日照2293．6

小时。因受

甸北草海荷花会

地理环境的影响，低温冷害、暴雨．冰雹等自然灾害较频繁。

鹤庆县经近几年来的撤乡建镇，2002年垒县设有6镇4乡：

辛屯镇、草海镇(原城郊乡)、云鹤镇，拴桂镇、西邑镇(原北衙乡J、

黄坪镇、金墩乡、朵美乡．六合乡、中江乡．经省，州、县三级

人民政府批准，将原城郊乡的菜园，秀邑、新生邑3个行政村干

2001年划!J二j云鹤镇。全县下辖112个村民委员会、2个街道居民

委员会。

2003年来垒县总人口261606人，其中农业人口240593人，

占全县总人口的91．96％}非农业人口2101 3人，占全县总人口

的8．03％。总人口中自族149782人，占总人口的57．25％，汉

族91180人、彝族13345人、僳僳族4173人、壮族921人、苗

族1325人、纳西族579人，回族56人，此外还有减族、傣族、

哈尼族，佤族、普米族、布依族、独龙族等少数民族。垒县土地

总面积2395平方公里，2003年末总耕地面积24．5756万亩+其

中水田14．9476万亩．旱地面积9．628万亩，农作物播种面积

2922l公顷。

2003年，全县生产总值77002万元，财政总收入(含地方

基金收入)6949万元，工农业总产值79732万元，其中工业总

产值32422万元，农业总产值47310万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鼍庆凤辑定

21589万元，固定资产投资25269万元。

2003年末，农民人均纯收入J206元，城镇居民可支配的现

金收入3300元。鹤庆农业因地理特征呈现多元化主体农业结构，

大体上可分为三大块：一是海拔3000米左右的高寒山区，主要

种植马铃薯、燕麦、萝l、．白芸豆，药材等；二是海拔在2000

米左右的坝区及河谷地带．E要种植水稻、包谷、大豆、蚕豆、

小麦，大麦．烤烟、蚕桑、水果、蔬菜等；三是沿台沙江河谷地

区和黄坪姜寅坝低海拔·It热阿符地区，丰要种植水稻、甘蔗、烤烟、

桔子、蔬菜等。近儿年来，鹤庆农-lk以甘蔗、蚕桑．烤烟和畜牧

-№为主的农-Jki亘i_{{了新的步伐，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开始由适应性

调整向战略性凋档转变，主要农作物逐步向优势区域集中。坝区

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基础J：重点发展蚕桑和隹猪产业，开发民族手

工加f和旅游业；【川‘着力发腥旱粮、烤烟，畜牧业．开发林果、

药材等特色产业。

马耳山雁池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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