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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定名<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志>，是文山州首部综合性志书，列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地方志丛书。

二、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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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为准绳；立足当代，详今略古，求实存真；全面记述州内自然、政治、经济、

军事、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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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特征；力求达到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的统一。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以志为主，按事以类从，横排竖

写的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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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增强金志整体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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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不列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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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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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使用旧地名时应加注标准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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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列入统计范围的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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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经筛选核实的口碑资料等，

文中均不一一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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