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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云龙是滇西古县之一，建县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南方丝绸之路开通后，云龙

·便是博南古道上的重要驿站。这里东连洱源、漾濞，南邻永平、保山，西靠怒江，

北接兰坪、剑川。地域广阔，山川秀丽，民族众多，资源丰富，是滇西山区一颗璀

璨的明珠。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创业，

勤奋地劳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党的十-届

三中全会后，云龙县各级党组织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从云龙的实际出发，带领全县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改革开放中勇乎

实践，敢于创新，使全县的面貌焕然一新。资源得到开发，工农业生产有了长足

的进步，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全县城乡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

济发展，市场繁荣。

盛世修志，编史兴邦。编撰社会主义时代新地方志是一项有益当代、造福子

孙的大事，也是一件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此项工作，荟

萃人才，成立专门机构，动员各方力量，筹拨专项经费，经过全体编撰人员近十

年的辛勤耕耘，终于完成了这部新编的《云龙县志》。可以说，这部新县志是云龙

县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重要成果之一。它的问世，是全县各族人民可喜可贺

的一件大事。我曾两度在云龙工作、生活过，对这里的山山水水和各族人民有着

深厚的感情，后虽离开这里，但留下的深切印象却难以忘怀。今有幸读新编县

志，倍感亲切，应县委领导盛情之邀，欣然为之作序，以表达我对云龙各族人民

的深情厚谊。

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尹俊

1992年4月



地方志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的瑰宝之一，源远流长。云龙修志始于明末，成书

于清雍正六年，历经一百多年。云贵总督鄂尔泰所撰《云龙州志序》中载：“云龙

有志，创始于明司牧周宪章，脱稿于榆郡孝廉赵惟精。"雍正《云龙州志》是我县

第一部志书，内容典雅翔实，是一部较为珍贵的典籍。此后，续修的还有光绪年

间的《云龙州志》，民国年间也曾继续修志，形成志稿，在付印过程中，款稿均失。

多少年来，人们希望能看到一部具有时代特点的新方志，由于诸多原因，未能实

现。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云龙县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政通人和。中

共云龙县委、云龙县人民政府十分重视修志工作，1980年开始酝酿，1981年2月

成立云龙县志编写领导小组，并成立办公室(临时)，拨出专款，调集专才，着手

修志工作，于1983年5月写出《云龙县志稿》。之后，原领导小组改为编纂委员

会，1987年8月5日建立云龙县地方志办公室，县志编写工作者在认真学习研

究地方志编写的理论，充分听取专家学者及各方面的意见之后一，查阅图书资料

上万册，考察墓志、碑文数千块，走访知情者百余，收集了数百万字的资料，在此

基础上，几订篇目，几易其稿，于1990年6月完成《云龙县志》修改稿。8月7日

至8日，大理州地方志办公室在历史文化名城——大理召开《云龙县志》(修改

稿)评稿会，全州各县(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或主编和大理州地方志办公室的

一些同志参加会议，《云龙县志》编修顾问、大理师专副教授周祜应邀出席。与会

同志认为，《云龙县志》修改稿符合志书的体例要求，资料翔实，内容简洁、统一，

反映了云龙一方之情，只要略加修改、补充，即可定稿出版。同时也对志稿提出

具体的修改意见，县内外共提出修改意见二千多条，编写人员进行认真研究，择

善而从，又用半年的时间，作了精心的修改和补充，终于定稿。这是几届县委、政

府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各族各界有识之士大力支持的结果，是省州地方志办公

室及大理州方志界的专家学者帮助指导的结果，是《云龙县志》编写工作者们历

尽艰辛、精心编撰的结果。

云龙县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民族众多，物产丰富，具有显著的历史特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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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序 二

地方特点。认真研究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探索其发展规律，对于园

地制宜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加强各民族之间的大团结，都具有十分重

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这也正是我们编写《云龙县志》的目的。因此，

《云龙县志》应当是一部客观、全面、准确地记述云龙一方之史的典籍；应当是一

部提供系统的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料的乡土教材；应当是一部提供为政者以

史为鉴、有所咨考的资料书，应当是帮助人们了解云龙一方之情的工具书。

阅读《云龙县志》，可以看到云龙的历史沿革，社会变迁；可以看到发生在云

龙历史上具有广泛影响的重大事件和名人志士的光辉业绩；可以看到辽阔的土

地，壮丽的山川，丰富的物产，迷人的风光；可以看到云龙各族人民在党和政府

的领导下，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中所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就。

《云龙县志》具有浓厚的民族特点和地方特点，是云龙从自然到社会、历史

到现状、现象到本质、经验到教训，比较系统、翔实地反映云龙客观实际的第一

部社会主义新方志。这也是它区别于旧志的一个显著特点。当然它也难免有这

样那样的不足，但对于我们了解云龙的昨天，研究云龙的今天，探索云龙的明

天，科学地认识县情，从而更加热爱云龙，增强建设云龙、振兴云龙的光荣感和

责任感，无疑是会有一些帮助的。

愿这部应时而生的新县志伴随云龙的青山绿水永存!

中共云龙县委书记徐长安

云龙县人民政府县长杨连松

1992年2月



凡 例

一、《云龙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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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地记述本

县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上限一般为民国元年，为统合古今，全面记述，部分内容追溯至上

限之前，下限除个别特殊情况外，一般截止1989年。

三、本志以记、志、传、图(照片)、表、录为表述方式，由概述、大事记、各编和

附录四部分组成。以文为主，辅之以表、图(照片)。概述综叙县情，提要勾玄，总

揽全书。设建置，自然地理，人口，民族、宗教，农业，林业，畜牧业，水利，工业，交

通、邮电，商业，财税、金融，经济管理，城乡建设，党派群团，政权、政协，政法，民

政，劳动人事，军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方言，人物共26编。横排门类，

纵述史实。概述、大事记、附录不入编的序列，不设章节。大事记，编年体与纪事

本末体相结合，均用记叙文体，只记事实，一般不作评述。

四、全县总面积以1985年省测绘局审定的数据为准，即4 400．95平方公

里。。

五、行文中“建国前"或“建国后一，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或后)。

六、各编按事物性质设章、节，不受现行行政管理条块及隶属关系限制。

七、政区及机关名称，均用当时名称，地名均用现行标准地名，涉及历史事

件时，用历史地名，夹注现行标准地名。

八、所用数据建国前的以档案、图书资料为准，建国后的以县统计部门提供

的国民经济统计资料为准，统计部门缺的采用有关单位的数字，计量单位按当

时通用的，不作换算。

九、生人不立传，入志人物以在本县有较大影响者为主，以本籍为主。入志

人物只记事迹，不作评述，排列以卒年先后为序。

十、数字书写一律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个单位《关于出版物上

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写，引文的数字，写法参照原文，不作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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