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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序

张子斋

溯自民国以还，吾邑赵藩、周钟岳、赵式铭诸先达，致力于全省史乘之编纂，鸿才

博学，成绩斐然，嘉惠三迤，而无暇顾及县志。30年代，关心此事者，佥以为康熙时

之县志遗缺诸多，倡议重修，惜以环境困难而未果，致使二百余年间沧桑迭变之史实湮

没无闻，实属缺憾!近年来，由于党中央重视与倡导，地方志编写工作在全国开展，吾

邑亦闻风而起，不但50年前重修县志之宿愿得以实现，并从事地名之普查与审定，裒

辑成册，是亦盛世创举之一，令人欣慰!而肩负此任之诸君子殚精竭力，博访周咨，字

斟句酌，力求翔实，卒成前人未竞之业，裨益桑梓，又不禁使余感愧交集也!虽县名起

源尚难定论，可诸说并存，无伤大体；先秦时期及远古事迹，因史料不足，尚有阙疑，

亦无关宏旨。据已有史实，足证剑川地貌位置扼南北之要冲，踞白族聚居区之北方门

户，自古即为遐迩各族人民经济文化交流重地，亦为各族统治者交锋与争夺之要隘。且

从石刻艺术受域外影响观之，则在古代即与外国交往，始无疑义。

剑川素有“文献名邦”之称，名从实来，为全省公认，并非溢美与虚饰；时代变

迁，文献内容亦随之更新与充实。至于全县地名，其中少数乃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所强

加，带有侮辱性、歧视性或明显贬义，有损人民尊严，不利于民族团结者必须更正外，

大多数地名往往与自然地理形势、民族发展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特征密切关联。有反映

人民之道德规范、优良传统与习尚，愿望与理想，且涉及历史人物以至神话传说者。不

少白语地名，富于民族特色，生动贴切，有特殊意味，以汉语准确译出，乃大费推敲之

事。总之，称谓纷繁而内涵丰富，一一加以稽考、审定与正确阐释，具有多方面之积极

意义，不待赘言。

清人赵翼诗云：“江山代有才人出”，剑川亦然。而自广义言之，“才人”不应限于

以文辞著称或显达闻名者，凡自古以来披荆斩棘，为人民除祸害，谋利益者；敢于追求

真理，不畏强暴，为民族与社会解放而献身者；终生不求闻达，甘居陋室寒窗，茹苦含

辛，呕心沥血以培养后进为乐者；虽无显赫事功，甚至目不识丁，然而一生刚直不阿，

坚持正义，品德言行足以垂范乡里者；在科研生产与各种工艺中有发明创造或技艺超

群，成果突出者；如此等等，虽然“名不见于经传”，或以旧时观点所谓“不足以登大

雅之堂”，但在实际上往往为人民口碑称道，历久不绝，据实正名，称之为“才人”，谁

日不宜?当前，正处崭新历史时期，值千载难逢之机，各类人才如雨后春笋，勃然破土

而出，·茁壮成长。乃必然趋势。且因政通人和，风气丕变，大有广阔用武之地，较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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辈幸运多矣。而县志与地名志之问世，有助于古今鉴别与新旧对比，提高思想，增强士

气，激发爱乡爱国之热忱，发扬民族勤劳勇敢精神与优良传统，锐意改革，彻底改变故

乡贫困落后面貌与封建迷信等愚昧现象，奋发图强，在建设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实现

“四化”，振兴中华之宏伟事业中竭智尽力，建功立业，超越前人，迈向未来，跤予

望之。

(此序首次刊用于1986年11月出版的《剑川县地名志》)

1985年国庆节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二 3

序。。 ’二

中共剑川县委书记杨定中

剑川县人民政府县长段玢

剑川虽边陲小县，却以灿烂历史文化、秀丽风景名胜、特有区位优势，而名扬海内

外。

长期以来，境内白、汉、彝、回、傈僳、纳西等各族人民携手共进，和睦相处，以

博大的胸怀气魄、精深的聪明才智、。顽强开拓奋进的拼搏精神，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历史

文化。推进了剑川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甸南海门口“铜石并用文化”遗址出土的石

器、铜器及稻谷等文物表明，早在3000多年前，古代先民就在这里率先完成由石器时

代过渡到青铜时代的重大跨越，开创了云南“青铜文化”和“水稻农耕文化”的先河。

沙溪鳌峰山古墓葬出土的原始货币海贝等文物，说明早在2000多年前的秦汉之际，县

境即为南方陆上丝绸之路一“蜀身毒道”和“茶马古道”重要交通要冲，早就与内地
及东南亚地区和中、西亚地区发生商贸文化往来。唐宋时期所开凿的剑川石钟山石窟，

其雕刻艺术成就及精湛细腻的独特风格，堪与著名的敦煌、龙门等石窟相媲美，被誉为

“南天瑰宝”，是研究南诏、大理国时期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以及中印文

化、藏白文化交流的重要实物资料，被列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元代起，剑

川文风大开，明清时期，教育更加发展，科第接踵，人才辈出，足称边疆少数民族郡县

之翘楚，与大理、石屏齐名为“文献名邦”。与此同时，剑川木雕工艺，以雕刻技艺之

高、品种门类之多、从业人员之众而驰名于世，被文化部命名为。木雕艺术之乡”。

剑川人杰地灵，伴随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的历程，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张

伯简为先驱，一大批剑川各民族优秀儿女为寻求救国和民族解放道路，前仆后继，上下

求索。在剑川建立中共滇西工委及剑川县委，领导全县人民成功地举行“四二”武装起

义。建立边纵七支队，创建了以剑川为中心的滇西北解放区，成为滇西北革命斗争中

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剑川各族人民在党的领

导下，同心同德，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坚持改革开放，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制定的“打牢一个基础，推进两个转变，调

整三个结构，培植四个支柱，突出五个重点”的基本思路，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全面

推进，合力攻坚，使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中共剑川县委、县人民政府决心带领全县16万各族人民，

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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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牢抓住改革开放的良好机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发挥剑川地理

区位优势和自然资源、旅游资源、人才资源优势，团结拼搏，开拓进取，自加压力，负

重奋进，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把“一座山”(石宝山)、“一湖水”(剑湖)、“一套家

具”(木雕家具)的开发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使之成为全县新的富民强县经济增长点。

把剑川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推向一个又一个新台阶，把一个文明、进步、繁荣的剑川

带入21世纪。

新纂《剑川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针。用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全面系统地记述了剑川3000多年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民

族、文化、教育、语言、宗教、习俗等方面的史实，记述了剑川地方风物和人文景观，

直书了历史人物的功过得失。品读新纂《剑川县志》，以史为鉴，我们可以从剑川历史

上正反两方面总结经验教训，兴利除弊，励精图治，为剑川的建设和发展作出有益贡

献。新纂《剑川县志》集剑川数千年史实，成为一邑包罗全史之鸿篇，是一部生动的乡

土教材，功在当代，惠及子孙。

新纂《剑川县志》的出版发行，是剑川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值此，

我们谨代表中共剑川县委、县人民政府，向参与这部县志编纂的全体工作者，支持关心

这部县志编纂修改的县籍人士和全县各部门及广大人民群众，指导帮助这部县志编纂修

改定稿的省、州方志界有关领导、专家、学者，为这部县志出版付出辛劳的出版社，表

示诚挚谢意!

1998年10月1目



凡 例

凡 例

一、新纂《剑川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针，以中国共产

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遵循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记述全县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历史与现状。

二、全志贯通古今，详今略古，详近略远。上限不限，凡域内事物发端与有据可查

者为上限，以补旧志之缺误与不足；下限总体截至1990年，鉴于全志成书时间较长，

大事记、人物传、照片下限延至1998年12月。

三、全志由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构成，以志为主。采取事以类从，类为

一志，横排竖写，纵横结合，编章体结构。概述宏观综述县情，总摄全书；大事记纵贯

古今，以编年体兼记事本末体记述县内大事、要事；居中横列门类，竖写史实，以编统

章、节，照片、图、表穿插于各卷适当之处；人物殿后，分设传记、传略、名表；附录

专收无法人专志但必须收录之县内古今重要文献资料、重要碑记。与县有直接关联之中

央、省等有关文件、批示，适当予以收录。

四、使用旧纪年时，夹注公元纪年；使用公元纪年时，略“公元”和“年”，中文

数字一、二、三等专指夏历时间。志中所述“年代”均为20世纪纪年内年代。1958—

1961年剑川、洱源、邓川三县曾合并称。剑川县”，后又撤销。涉及此段历史，均称剑

川县，不称“大县”、。小县”。

五、为体现志书总体性，概述外编前设无标题综述，以填概述无法容纳之空，补专

志不便评述之缺。综述以叙为主，叙议结合，概要说明事物面貌、脉络、彰明相关因

素，揭示反映事物基本规律。

六、人物坚持生不立传。传主以县内为主，重视客籍在剑川有突出贡献人物，白族

以外其他民族人物、女性人物、剑川籍在外人物。视传主在国内、省内、县内贡献影

响，分设传记、传略两类。记述力求简要，不妄加评论，以生年为序排列。

七、各类名录(表)按史实为序，分类列入相关章节。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必

须经省总工会正式核准公布；副高职、副师级以上人员名录必须是相当于副教授级和副

师级以上人员。获奖科技成果、文学艺术、书法、美术摄影作品人员名录必须是获省级

以上(主管、专业部门报刊)所奖的成果和作品者。进士、举人、已知留学生名录中，

本籍在外录取者，列入同期县内考生名录。

八、政区及机关名称均用当时名称。地名除必要时用历史地名外，均用现代标准地

名。

九、志中除引文保留古代汉语外，一律用现代汉语书写。标点符号采用国家颁布的’

标点符号标准规范书写。白文字母专用“[ ]”括号。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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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志中记述所用白文，遵照1993年6月18日云南省白族语言文字问题科学讨论

会通过的《白族文字方案》(草案)的中部方言拼写。

十一、志中数据一律使用县统计局法定数据。统计局缺失数据，使用部门提供数

据。各专业统计表数据，因年中、年末或专门统计造成的数字不一致，按原表排列，不

再更改。

十二、志中数字用法遵循1995年12月13日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出版物上数

字用法的规定》书写。表列中小数点后保留两位数。

十三、志中资料来源：旧志、民国11年《剑川县志采访资料》；省、州及其他地区

搜集的档案资料；县各《部门志》资料；有关专著、报刊及回忆材料经考证鉴别后载人

志中，不再加注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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