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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昌宁县志》·序一·1

本县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志书《昌宁县志》，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诞生40周年庆典之时、昌宁设治56周年之际终审定稿，即将出版，

这是全县文化科学建设史上一件值得庆幸的大事．

书乃“文明之母一．《昌宁县志》是昌宁地方自然风貌和半个

多世纪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缩影．

昌宁境内山河壮丽，历史悠久；资源丰富，物产殷实；人民勤

劳，民风淳朴．从辛亥革命到30年代初期，右甸地方有识之士奔走

筹措，屡次上书，终获云南省政府批准，于民国22年(1 933年)10

月由保山、顺宁两县析置，设立昌宁县．两年后，中央政府内政部

正式颁印确认．1950年1月25日本县和平解放，接管国民党县政

权，建立了县人民政府。1全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跨入

人民民主的新时代，开始了本县历史的新纪元·1 97 9年以后，进入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广．个经济初步繁荣，社会

团结安定，人民开始富裕的新昌宁已经出现。

历史在孕育着新的文化，文化在追溯着逝去的历史。为填补本

县历史的空白，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1 98 1年9

月，中共昌宁县委、县人民政府决定建立修志机构，开始县志编纂

工作．历时八载，经三届县委、政府不懈努力，县志编委及时指

导，县志办公室金体专业修志工作者和各部门、各乡(镇)200多

＼中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昌宁县志》·序一

名业余修志工作者同心协力，广征博采，辛勤笔耕。最后，由主编

统揽全书，编审精心审定，谨慎出书。

本书内容纵贯56年，横列自然、社会各个方面，资料搜罗宏

富．力求文直、言简、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熔资料性、地方

性、时代性、科学性于一炉，可读可信。使当代和后世从事决策、

教育、研究、收藏，写作，评论的政治工作者、经济工作者和各行

各业的建设者，以至全县每一个公民，都能够从这部书中获得一些

信息，受到一些启迪，寻找出一条开创未来的成功之路。

《昌宁县志》的定稿出版，是我们这一代人为故园桑梓兴办的

一项责无旁贷的事业．我们希望生活在昌宁这块土地上的后来人，

努力从前人的成功中吸取营养，从历史的挫折中悟出借鉴，更清醒

地面对现实，创造未来。 一

中共昌宁县委书记 白金春

昌宁县人民政府县长 洪’渊

1 989年9月25日



序 二

《昌宁县志》·序=·3

。

t

， 四年半搜集和整理资料，三年半编纂和修改志稿，《昌宁县

志》终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昌宁县设：；95 6周年前夕定

稿了。 i

。1 933年10月建县到1 985年，勤劳朴实的昌宁县各族人民经历了

两个时代，曲折而艰难地奋斗了半个世纪。几代人创造的业绩，丰

富的自然形态史料，还没有文字的系统的整理和记录。虽然在生存

艰难的旧社会，曾有有识之士试图搜集和编纂，但是缺乏社会广泛

动员和支持，势单力簿的个人奋斗，只留下未成篇章的断简残文。

进入80年代，迎来了社会主义新方志的春天，1981年9月，中

共昌宁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开始动员和组织人员编修《昌宁县

志》。事业初创，举步维艰。有幸首批投入这项有历史意义的工作的

同志，几乎只是凭着接受任务的高度热情，闯入一个十分陌生的天．

地，志在填补历史的空白，决心边学习、边实践，在摸索中前进。

他们兢兢业业，备尝艰辛。人员几次变动，探索渐有所成，经验不‘

断积累，信心与日俱增。’搜集和整理资料，他们跋涉了昌宁的山山

水水，又远赴友邻兄弟县市，以至昆明，上海，南京和北京；动员

了县直机关和区镇数十个单位，也请教了安度晚年的一些老前辈．

编纂和修改志稿，既得到先期面世的新版县志的启迪和引导，又得

到兄弟县市和省、地两级方志同行的指导和批评；更有县内众多的

l罗



4·《昌宁县志》·序=

支持者和有心人，时时提出建议和佐证。

因此，欣逢盛世修志，八年辛勤耕耘。三届县委和县人民政府

关怀、重视，社会各方面支持，方志界同行指教，编纂者齐心努

力，《昌宁县志》的完稿，既是众人所盼，也是众手促成l

经过总纂，《昌宁县志》以较为统一的文风，由自然而社会，

经济基础而上层建筑，横排竖写，按类设卷，下列章、节、目，比

较翔实地记录了昌宁县5 2年的历史和现状。编纂者竭诚尽智，务求

如实，力显特色，试图为昌宁各族人民立下一座不朽的历史t-碑。

我们把《昌宁县志》献给建国40周年和建县56周年!献给全县

30万各族人民!衷心希望社会承认，人民首肯，成为昌宁县一份宝

贵的文化遗产。供当政者借鉴，研究者参考，教育者选取，让千千

万万后来人寻本思源，，继往开来，从中吸取智慧和力量，创造无愧

于先人和自己所处时代的更加灿烂的篇章!

昌宁县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普嘉兴

1 989年9月26日。



凡 ．例

《昌宁县志》·凡例·5

一、本志是昌宁县第一部县志。其上限自设治’的1933年，下限

至1985年末。为统合古今，全面记述，部分内容追溯到上限之前。

其中，无延续性的内容，。在相关部分设附记补述。

二、本志力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关于建国

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详今略古，立足当代，客

观地、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历史

和现状． 一

三、文内所称“解放前，后一，以1950年1月25日中国人民解

放军滇桂黔边纵队七支队接管人员进驻县城，本县和平解放为界。

四、本志以记、志、、传、’图(照片)，表、录为表述方式，由

概述、大事记、各分志和附录四部分组成。以文为主，辅之以表、

图和照片。概述叙议相辅，提要勾玄，总揽全篇。大事记以编年体

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法记述，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和政治志中

涉及较少的大事，一般用记事本末体记述，其他大事用编年体记

述。各分志均按事物性质设章、节，不受现行行政管理条块及隶属

关系限制。入志人物遵循“生不立传”的原则，’以本籍为主兼顾外

籍，着重反映革命先烈、英雄模范、能工巧匠、科技骨干及对本县

各项事业的发展有一定影响者。

五、文内所记单位名称和专用术语，在首次出现时用金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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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出现时用简称。如。文化大革命一简称Ⅳ文革一、搿革命委员会”

简称“革委会一等。

六、金县土地面积以1 985年省测绘局审定的数据为准，总面积

为3797．7 1平方公里。

七，历史纪年，民国及其以前的朝代年号加注公元纪年(同一

章节内，相同朝代年号只在首次出现时加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国后用公元纪年。文内所涉及的历史地名，一般采用当时名，并加

注今名．地面距离用实际里程。

八，数字书写中，凡表示数量和百分比的，一律用阿拉伯字，

但只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数；其他表述性语言中的数字用汉字。旧纪

年和公元纪年(包括民国年号)的年、月，日，分别用汉字和阿拉

伯字。

九、所用数据，解放前的以档案，图书资料为准；解放后的以

县统计部门提供的国民经济统计资料为主，兼用县档案馆及部门，

区镇所供资料。

十、计量单位，解放前使用本县通用的石、箩、筛、斗、升

等，并加注今制；解放后均用公制。

十一、本志引文括号注释为编者所加。

十二、本志资料来源于中央及省，地，县有关档案史料，报刊

图书资料、社会采访资料、区镇和部门专志(概况)，个人约稿

等，文内一般不注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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