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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对历史和文化的传承，能起到

存史、资政、教化的功用。存史，就是用科学的态度，把一地的自然

地理、人文、社会、经济、政治等如实记载入史册，供后人借鉴。资

政，就是资治于当道，关系社会荣枯、国家之安危。教化，就是让后

人从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中受到启迪，汲取有用的成分，摒弃不良的

行为和陋习，接受新的事物，开发新的领域，实现自己的梦想。因

此，志书始终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审

时度势，客观公正，不妄加评论，不随流俗，不遗人口实，不渲染政

治色彩，使读者从志中分辨是非，自觉自悟，自励自立。

昔木下寨是国家体制中最基层的农村行政设置。临翔区志办受

托于昔木下寨乡村父老和下寨在外从业的志士仁人的意愿，对下寨历

史和当代的自然、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卫生、人物、民族风俗等

各方面进行了一次较深入的调研和采访，纂集成《圈内乡昔木下寨风

土志》。这是对基层农村地情的剖析和认知，又是对乡志、区（县）

志的补充。通过对一个村寨兴衰的剖析，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广大农

村的命运与国家荣枯息息相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30余年中，农村走过许多曲折的路，

人民历尽坎坷，这一切在《圈内乡昔木下寨风土志》中有较翔实的反

映。尽管如此，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始终坚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在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时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全

党和全国人民指出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辉道路，历经30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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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改革开放，实现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昔

木下寨人从吃国家返销粮的困境中走出来，把一个“雨天泥巴路、旱

季灰突突”的穷山村，建设成为村容整洁、路灯明亮、公共设施完备

的新农村，这一切是下寨党员、干部和群众不懈奋斗的成果。

《圈内乡昔木下寨风土志》源于清宣统末年教科书式的《缅宁

厅乡土志》，其中，内设历史、地理、自然产物三个部分，文字虽十

分简约，但为我们当代人提供了不少缅宁古代史料。它的功用在于对

学生进行地情教育，让学生了解、认识本地地情，激发爱国爱乡的热

情。《圈内乡昔木下寨风土志》将“乡土”改为“风土”，意在有更

广阔的空间来展示地方的风土人情。但《圈内乡昔木下寨风土志》毕

竟只反映一个村寨的面貌，它与区（县）志在容量上有一定的差距，

省去了政务、政治、军事等栏目。

编纂风土志实为一次粗浅的尝试，区志办聘请了李俊蒙、丁维

道、萧德光三位老同志完成。他们虽年事已高，却对该志的编纂尽心

尽力，并赢得了下寨干部群众的赞誉。

《圈内乡昔木下寨风土志》面世后，有待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施明华

                                            201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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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风土志以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对境内的

自然、社会、历史和现状进行客观、公正的记述，实事求是地反映昔

木下寨经济、文化、教育、人文以及上层建筑对“小社会”的影响。

二、本志时间上限追溯至清康熙年间，下限至公元2013年。为

传承历史，2014年发生的要事不受此限制。

三、囿于村寨志无任何档案资料可考，本志资料主要取材于各

方人士口传、古代和近现代遗址遗迹、碑文、遗物等的考察论证，以

及《临沧县志》《圈内乡志》《永和唐氏家谱》和《永泉红豆树李氏

家谱》等有关下寨的史料。

四、本风土志由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构成，按时

序记述。

五、本风土志遵循志书文体的一般原则，采用记叙文记述。力

求通典不录，详今略古；叙而不议，述而不作，寓褒贬于记述中。

六、文中对民国及以前的历史纪年采用汉字书写，并用阿拉伯

数字括注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书写。

七、志中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以传略、简介予以展现。

八、本风土志源于清宣统末年的“乡土志”，旨在对地方风物

和风土人情的展现有更为广阔的空间，又有别于教科书式的乡土志。

九、军事涉及的面极少，不单设，有关军事的内容载入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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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圈内乡昔木村昔木下寨位于临沧市临翔区南部，距市、区政府

所在地46公里，海拔高度1750米。下寨东邻忙定村，南和宁安、坝尾

相连，西与昔木上寨毗邻，北与幕岸、斗阁相望。总面积约5平方公

里，全村104户，总人口485人。

据传说资料及遗址考证，很早以前，居住在昔木的土著居民是

佤族先民。傣族从勐卯(德宏)、南桥福海(西双版纳)等地迁入后，善

于农业耕作，开山种田，生产得以发展。所以至今傣族文化对于昔木

的影响，从地名的汉语译意可以略见一斑。继傣族之后，内地汉族于

清朝康熙至乾隆年间纷纷迁入昔木，至今昔木村下寨的居民大姓为

唐、李、王三大姓氏。

昔木地处澜沧江畔高山峡谷地带，立体气候明显。常年平均气

温16℃～17℃之间，气温较市区冷凉。全年雨量充沛，干湿季分明。

雨量多集中在6～9月为丰水期，12月至次年4月为旱季，日照时间长。

昔木下寨的主要山脉有邦麻山、营盘山、箐头梁子等。坐落在

寨子东南方向的邦麻山，其山脊平缓，远看宛如一横卧的巨型书案，

暗示着这里自古多出文才。特别是山之南侧，遥望石楼梯，更是险峻

雄奇，接近山顶的“天一井”，在遥远的红白旗战争史上，给后人留

下一段难忘的民族战事史诗。寨子里60岁左右的老年人，每逢讲起唐

贡爷和“天一井”的传说，神情中无不充满自豪和神气。

昔木寨子地貌是典型的中等切割山间谷地，和深度切割的高山

窄谷相比，地貌略显破碎。由于四周有高山遮挡，初到昔木下寨的

人，在和谐广场低矮处，几乎看不到村子的农田，也难以分辨水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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