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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州地域辽阔，气候多样，物产丰富，人杰地灵。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

藏、羌、回、汉各族人民勤劳淳朴，热情奔放。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辉映

着古老而长青的文明花树。自古及今，代代修志，我州虽晚，从清代到民国

亦有《茂州志》、《理番厅志》、《松潘县志》以及《南坪乡土志》、《懋功屯乡土

志》、《绥靖屯志》、《崇化屯志略》、《大禹志》等数十部，是州境历史、人文、

自然、经济的珍贵遗产。解放之初，百业待兴，自难顾及修志，继后虽倡导

群众修志，鹘起鹘落，难有成效I。文革"之乱，修志颇涉举逸树碑之嫌，为

免遭厄运而更为默然；80年代，改革伊始，诸业并举，方修此志。几度春

秋，在国家民委、中国民族志指导小组、省民委、省志编委、省民族志指导

d、组及有关部门的精心指导和亲切关怀下，在各县人民政府和州级有关

部门的大力配合下，经过全体修志人员的艰苦努力，终于修成此志，为桑

梓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

《阿坝州志》以洗炼的笔力，大量翔实的资料，如实地记述了州境上下

几千年的历史和现状，记述了各族人民为反帝、反封建所作出的贡献和走

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历程；记述了4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辩析总结了百

业兴衰的经验教训；科学的揭示了各项事业的发展规律。志稿编纂始终坚

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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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阿

坝州志》不仅是一部难得的以史为镜、教益后人的资政之书，更是教育人

们爱我阿坝、富我阿坝、兴我阿坝的乡土教材；同时也是存史的宝贵资料，

有价值的科学文献。它将对我们的社会经济生活产生多层次、多方位的影

响。很值得一读。

古Jk．-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历朝有史，各地有

志。修志的目的在于知情、明理、实用。通过《阿坝州志》能使我们深化对

州情的认识，历史地透视和反映我们州境的地理变迁、经济盛衰、政治得

失、风土人情，从而使我们弄清全州自然、社会演变发展的状况及原因，探

求其兴衰起伏的规律。

物换星移，40年过去，弹指一挥问。曹经遍布红军长征足迹的雪山草

地，如今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民族团结，人民祥和，社会进步。让我们始终

不渝地遵循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

线，吸取历史的有益经验，以古察今，承前启后，用我们勤劳的双手把阿坝

州建设得更加富饶美丽，让更多的人了解阿坝、关心阿坝、热爱阿坝。

最后，我真诚地感谢予《阿坝州志》以厚爱的所有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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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

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及中国共产党

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为准绳，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运用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全面反映阿坝藏族

羌族自治州从自然到社会、从历史到现状的基本面貌。

二、本志时间断限，上限为1840年，某些章节需要追溯历史的，据所

存资料尽可能上溯；下限一律断至1990年。

三、本志按事业设志(卷)，横排竖写。全书由卷首(概述、大事记述、县

情概览等)、32卷分志(专志)和附录组成。分志主要以社会分工和科学归

类为依据，适当照顾现行管理体制和本卅特点，卷下设章、节、目3个层

次。

。四、本志遵循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原则，重点记述解放40年来的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情况。按我国修志传统，体裁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

等形式，以志为主o ．

五：本志大事记述分记年和专述两部分，其大事记年使用编年体，大

事专述则采用记事本末体。遵循“生不立传”原则，入传人物按卒年排列，

部分人物以简介形式附载。

六、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叙事力求准确、简洁、寓褒贬于史实之

中。使用简化字以国务院1986年颁布的《简化字总表》为准，文中标点按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新闻出版署1990年发布的《标点符号用

法》进行规范。各类名词术语一律以事发当时称谓为准(历史地名尽量括

注现名)，首次出现时用全称，以后频繁出现者则用简称。

七、本志所用统计数字，一般以统计部门公布的为准，统计部门未予

统计的数字，以历史档案或主管部门公布的数字为准。数字书写以国家语

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部门发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
， 】



准。

八、本志计量单位以国务院198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

量单位》为准。历史上的计量单位仍按使用习惯记述，并尽量作出法定计

量的换算注释。

九、本志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一律采用公元纪年，中华民国

及其以前使用历史朝代纪年并括注公元年份——除大事记述外，同章节

内出现较多、时间接近，便于推算者则不屡注。时间书写一律按《关于出版

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第2条之第1款执行。按本州情况，本志表述

时间有“建国前”、“建国后"和“解放前"、“解放后”字样，此指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立和自治州解放之特定分界线。本志将1 950年1月19日茂县解

放之时确定为本州解放时间。

十、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档案文献、各部门编写的部门志稿、州志初

稿资料本、文物和经核实无误的口碑等，使用时已经考证鉴定。为节省出

版篇幅，文中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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