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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江川县文化志》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编纂，现在付梓出版了，这

是江川文化史上一件可喜可贺的大事，令人欣慰。

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文化，它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关系十分密

切。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有不同的文化。文化的进步促进了

社会经济的繁荣与进步，社会经济的繁荣与进步又带来了文化的

兴旺与发达。《江川县文化志》记载了江川悠久的文化史实，从中

也折射出江川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年轮。

江川地处滇中腹地，星云、抚仙两湖妩媚秀丽；梁王、架雄诸峰

雄奇青翠；山JlI锦绣、气候宜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以“牛虎铜

案”为代表的一大批青铜文物，充分证明了江川这块风水宝地文化

底蕴的深厚。在这块宝地上，曾养育出明万历钦赐进士杨整刚，清

嘉庆进士万华，光绪翰林院庶吉士张维彬，民国初年曾经在巴拿马

万国书画大会上中选草字类第二名的杨嘉善，以及当代的普文治、

刘永富、李建邦、凌永明等一批书画名人，真可谓江川代有人才出，

各领风骚几春秋。

《江川县文化志》纵贯古今，详今略古，基本上遵循了“观点正

确、资料翔实、语言通俗、体例得当”的修志原则，拍摄的部分自然风

光、人文景观、戏剧舞蹈照片，列于卷首，图文并茂，相得益彰。

本志虽几经修改，但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诚望读者给予指

正。

江川县人民政府

副县长史云剑

2000年5月

弓笋



序 二

我们记载和叙述江川文化历史的发展变化，一方面是为了展

现江川文化事业的发展全貌，以飨后人；另一方面也说明江川经济

的繁荣带来了文化事业的繁荣。编纂文化志的目的，就是要使后

人参看志书辅助治理，以发挥它的资治作用。对于领导者和文化

工作者来说，这部志书必然会产生积极的借鉴作用，并能以石攻

玉，继往开来，进一步促进江川文化事业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

不断深入，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们只有借鉴历史，大力发展文

化事业，才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才能振

奋民族精神，这也是修志的目的所在。

《江川县文化志》经过有关同志一年多的共同努力，终于问世

了，这是江川县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成果，是对建国50周年的献

礼，是江川县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喜事，它在新千年之际

和广大读者见面，实为可喜可贺。

关于江川文化方面的记载，向无刻本志书传世，仅民国《江川

县志》(手抄本)在艺文金石卷里记载过部分有关文化方面的几个

章节；清康熙《江川县志》仅残存序文一篇(康熙乙未山阳张钟修)；

道光《江川县志》本县也只存零散的两卷，其余均遗失无存。迄今

尚未发现全面系统地把整个文化状况作翔实记述的篇章，这是一

大憾事。现在唯有聊以这部《江川县文化志》来填补这一空白。

编纂《江JlI县文化志》自始至终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为指南，并力求尊重史实，翔实记录，再现历史。从采

访调查、搜集资料、整理筛选、编写入志，一系列工作都遵循了这一

准则，从而使编写工作得以顺利完成，达到了预定的目的。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从繁多的资料中，考虚实、辨真伪、分主



然，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追溯历史，弘扬先辈们的业绩，我

们责无旁贷。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把江川的文化事业推向一个新

阶段；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江川县文化志>的问世，是一项服务现实，有益后世的文化建

设工程；是经世致用，资治教化的历史资料；是各级领导了解江川

文化的历史和现状，制定发展方略的科学依据；是对年轻一代进行

历史唯物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具有说服力的乡土教材。它为广大

文史工作者研究江川文化事业的建设和发展留下了可考的史料，

值得社会各界人士一读。一定会从中获得益处。

由于我们知识和水平有限，书中谬误和遗漏在所难免，敬请方

家读者指正。 、

江川县文化局

局长张绍聪

2000年5月

哨



凡例

一 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立足当代，详今略古，实事求是地记述江川县文化艺术的历史和现

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 本志断限：上限视史料尽可能追溯古代，下限一般止于

1998年。

三 以事分类，突出特点，采用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

志下设章、节、目，记以编年体为主，志以记事本末体分门别类记述

文化、艺术事业的历史和现状。图、表分别附插在有关章节中。

四 结构：以概述、大事记总领全书；以志中记述所经历明、

清、民国、建国后各个时期的历史年代为全书的“经”；以文化行政

机构(文化局下属各单位)、群众文化、文艺创作、文物古迹、电影发

行放映、图书发行、图书阅览、文化市场管理、人物传等为全书的

“纬”，横排门类，竖写史实，使其经纬交织，浑然一体。

五所用资料系各文化艺术行政、事业单位按照“管什么、写

什么”的原则收集整理，编写入志。 、

六文体一律采用语文体、叙事体，凡叙述事物，只记事实，不

作议论。引文注明出处，统一在编纂始末中注释。

七人物：一般直书其名，不冠其职务职称，不作褒贬评价。

八 时间记述：民国以前的朝代，年、月、日一律用汉字书写，

在括号中加注公元纪年。在一文中同一朝代第二次出现时，则不

再加注公元纪年。

九数字写法：凡公历年、月、日、人物、年岁、计量单位的数字

均用阿拉伯字书写，志稿中所引用各种数据，均以政府统计部门的

数据为准。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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