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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丰县人民政府县长j结万多，U
在中国共产党禄丰县委员会和禄丰县人民政府领导下，社会主义第一代新编<禄丰

县志>，在欢庆香港回归和中共十五大胜利召开之年，出版问世了。这是禄丰县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成果。是集禄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大成的典籍。是

4届县委6任书记、6届政府6任县长的夙愿。是县志编纂人员广征博采、厚积薄发、

众人成书的结果。是我们一代人向后代作的一份慎重的交待。是禄丰县历史上的一块里

程碑。

志书，是用特殊体例记述一个地区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实，有独特历史文化学术

价值的地方性百科全书。中国修志历史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志书，雏形

始于周代，发展于汉唐，成熟于宋元，兴盛于清代。它是以行政区域为单位编纂。禄

丰、罗次、广通三县和相当于州级的黑盐井盐课提举司建于元初。琅盐井盐课提举司建

于明末。盐兴县建于民国初期。1958年初，盐兴县并入广通县，后广通、罗次并入禄

丰县。境内建置虽晚，也有修志的优良传统。明万历三十八年(1600)修出禄丰县历史

上第一部<禄丰志>。由此至解放时(1600—1949)的349年中，境内共修出志书16部。

其中，按志书种类分：县志8部，井志8部。井志为全国14种志书中的一种，为云南

独有共10部，禄丰占有十之八。按区域分l原禄丰3部，罗次3部，广通2部，黑盐

井4部，琅盐井4部。按时代分I明代2部，清代13部，民国1部。历经沧桑，16部

志书现存8部，原版为北京图书馆和云南省图书馆收藏。乾隆<琅盐井志>为美国国会

图书馆收藏。

共产党人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继承人和弘扬者。我们继承了修志优良传统，并发

扬光大。1957．1997年的40年中，禄丰县先后修志3次，共修出志书122部。其中I

官修2次120部，私修1次2部。1957年，禄丰县委书记李忠猷同志为加快发展地区经

济，急需知晓县情，指派1人编写<禄丰县志>。后因反右斗争而中辍。1980年，在县

委宣传部工作的郭大烈同志修出<新编禄丰县志稿>。同年，腰站公社农民汪世珍私修

出<炼象地方史>。1983年2月8日，县委、县人民政府决定编修<禄丰县志>，成立禄

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下设办公室，领导全县修志。1984年以来，县政府发文要求

县属各乡镇、机关编修志书，至1997年全县共修出志书和有关资料119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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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修志，不仅在数量上超过历代志书总数，编纂水平在继承基础上有所发展。现

存8部志书，有7部用筒目体、1部用条目体编写，因篇目限制，志书内容过于单薄。

康熙<禄丰县志>仅有6．5万字，致使很多有价值的史料未载入志中，造成历史的遗

憾。现存8部旧志，均轻经济、重文艺。两者在志书总字数的比例：康熙<禄丰县志>，

经济占6％，文艺占40％。康熙<广通县志>，经济占10％，文艺占45％。康熙<黑盐

井志>，经济占30％，文艺占55％。我们用新的观点、新的材料、新的方法和体例，即

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分卷章记述，

用一全六突出的章法来编纂新版<禄丰县志>。一全是：全面系统记载禄丰县情。六突

出是：突出禄丰的化石、资源、区位、时代、民族和悠久历史的特点。

新版县志，广征博采，横陈百业，纵贯古今，全面记载禄丰的自然与社会的发展变

迁。重点记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丰功伟绩。在翔实记载全县经济、文化、法

制的同时，特设<解放后重大政事记略>一章，记述1950．1987年，我们在进行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成就与失误。以体现政治、经济、文化并重，以史为鉴，把禄丰的

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办得好一些。

新版县志，突出禄丰化石王国的地位。记述一平浪植物群、禄丰蜥龙动物群、禄丰

古猿三大化石群系。使其彪炳史册，使禄丰是“恐龙之乡99“人类摇篮”的美名流芳百

代，为新兴的旅游业服务。新志突出禄丰资源优势，准确翔实记述境内盐、煤、铜、石

膏、大理石等16种矿产的储量。以发挥志书地情信患作用，为禄丰经济建设服务。新

志突出禄丰区位优势，记载境内的石门古渡、滇洱古道、运盐驿站、运铜驿道、公路、

铁路、卤沟、索道运输的历史和滇中、西洱河两大输电网凌空飞架的现实。以促进禄丰

现代化进程，为发展禄丰的决策服务。新志突出禄丰各个历史阶段的时代特点。钩玄提

要记述禄丰农业，由使用石刀、石斧、铜锄、铜镘、铁镰、铁犁、电动抽水、拖拉机下

田耕地的历史。侧重记述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土地改革，使境内农业生产力获得解放和

公社化时期农业长期徘徊的历史。着重记述在改革开放中，禄丰农业由以粮为纲转变为

粮烟并重，使烤烟成为禄丰经济支柱的历史性变化。以发挥志书存史、资治作用，为改

革开放服务。新志突出禄丰各族的历史地位。记述彝族先民——黑井土人李阿召，在汉

代发现黑井产盐；鸟蛮在唐代有龙和城和舍资馆；南诏时期鸟蛮后裔——罗次独锦蛮女

先后三人嫁与南诏三代王为妃；元明清时代，境内是“乌、杂蛮居之”和“汉少彝多”。

有彝族世袭土官四家，有的承袭15代，延绵491年。以此证实，禄丰是彝族形成发展

的重要地区之一。以彰禄丰彝族曾有辉煌的历史，激励彝族同胞扬祖先浩气，再创辉

煌，为彝山奔小康服务。新志突出禄丰悠久的历史，记述了lO亿年前的禄丰古海，2

亿年前的恐龙始祖，800万年前的人类直系祖先的禄丰古猿，3200年前的新石器遗址，

2000年前的盐水井和青铜墓，1000年前的彝族向天坟，600年前的五马桥。380年前的

星宿桥，260年前的福山泉隧道，240年前的广通文笔塔，百余年前的碧城魁阁楼，现

代的真空制盐、两座环形铁路隧道和迎水、大田箐大桥。这是一幅禄丰历史的美丽画

卷，以激励人民爱乡爱国之情。

江泽民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五周年座谈会上说：“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

自己的历史，就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现在和正确地走向未来。”所以要“认真地读一点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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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志书就具有“知兴替”的功能。县志记载禄丰山水和

古今人物，是进行爱国爱乡教育的教科书。县志出版后，愿全县干部和各族人民学习

它、应用它。建设禄丰，发展禄丰。

在县志问世之际，我们衷心地感谢参加修志的全体人员。他们15年如一日，搜资

是为提旧开新，征文是为择要存真；二修三纂，是为信史传世；四改五校，是为去瑕留

瑜，装帧典雅，是为以志存绩。他们在辛苦、艰苦、清苦中完成修志任务。此种治学精

神和苦干作风，值得赞扬和学习。愿志办人员，在县志出版后，每年编辑出版一本<禄

丰县年鉴>。为下届修志准备资料，把禄丰的修志事业世代相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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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丰县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主编 哆参砍

<禄丰县志>出版了。这是社会主义新时期我县首部县志，是全县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一项重大硕果，是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我作为县志

编纂委员会副主任、主编，以书为序，乃义不容辞，只因自己才疏学浅，要为传之后世

的志书作序，恐文不达意，好在县长已有序评介。因此，我仅对志书作点说明。

编修地方志是禄丰历代各族人民的优良传统，也是当今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禄丰

(含原禄丰、罗次、广通县和黑、琅两盐井)编修县志，始于明万历中期，明代修了2

部，清代修出了13部，民国1部，共16部。这些志书都是我县宝贵的文化遗产，均具

有它的历史价值。但由于历史的局限，各志均只记述了地形、气候、疆域或某个侧面，

重人文、轻经济，且支离破碎，时断时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党中央提出了开展

地方志编纂的工作。1957年，中共禄丰县委决定编写<禄丰县志>，并落实了编纂人员

开展工作，计划写9章25节4万余字，写了3章8节1．6万字，因“反右”斗争而停

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全党全民总结历史经验，全国掀起了盛世修

志的热潮。中共禄丰县委、县人民政府为进一步认识县情、民情，借鉴历史经验，决定

修志，于1983年成立了禄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和办公室，抽调人员，组成百余人的

修志队伍，辛勤笔耕，历十余年之艰辛，几易其稿，遂成120万字之<禄丰县志>，蔚．

为大观。

<禄丰县志>广稽资料，博征酌取，按照详今略古的原则，上溯古代，下迄当今，

总揽全县，囊括百业，举凡沿革、地理、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科技、卫生、体

育、军事、社会、人口、民族，皆一一横排纵写，成为我县首部系统全面地记载自然与

社会、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著述。该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和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为准则，如实地记载了我县过去的历史和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奋斗与探

索，成功与失败，经验和教训，并突出了禄丰“化石王国”、资源、区位优势和民族特

色。在结构上则条分缕贯，博而具体，杂而有序，以事分类，以时纵写，井然而成，且

图文并茂，其文朴实可读。因此，<禄丰县志>是我县一部较好的大型资料书、县情书。

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一项极其艰巨的开拓性事业，其工作量之大，涉及面之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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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远非编修旧志可比。<禄丰县志>成书，前后经历十五个春秋，中共禄丰县委、县

人民政府都十分重视此项工作。从组建机构，调配人才，决定经费，培训人员，制定方

针方案，直到发动群众积极参与，历届领导亲自过问，检查督促，为县志工作顺利开展

创造了重要的条件；各委办局领导积极参加了这项系统工程，亲自部署，提供了条件，

有的还亲自动手编写，按期供稿；省、州、县一些学有专长的有识之士，受聘积极参与

编、审、修改，日夜辛劳，竭尽全力，十余年中先后投入耕耘者数百人。因此，<禄丰

县志>是广大干部、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群策群力，众手成书，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
越性的体现。

方志乃一方全史。修志的目的在于资治、教化、存史。“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

国者以志为鉴。”“以志为鉴”也就是用历史的兴衰、得失、成败、利弊、功过、优劣来

作“镜子”，启迪后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了解我国的国情，并把马列

主义和国家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同样，一个地方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

设，也必须首先认识地情，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结合地方实际，

才能更好地贯彻执行，取得新的胜利。现在，我们正处于两个世纪之交的关键年代，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时期。县委、县政府对我县发展的思路、战略已

定，奋斗目标已经明确。全县各族人民正在解放思想，团结奋斗，满怀信心地向前迈

进。而要实现已提出的目标，必须建立在对县情不断加深认识的基础上。<禄丰县志>

就是研究县情的一本好的资料书，资治之书，致用之书。我们可从中重温过去的史实。

获得规律性的认识，更好地完成县委、政府既定的历史重任。因此，<禄丰县志>为这

一目标的实现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禄丰县志>出版后，希望能得到禄邑各族人民的喜爱，充分发挥它的作用。用以

激励自己，借鉴历史，认识禄丰，开发禄丰，建设禄丰。用以教育后代，热爱祖国、热

爱社会主义、热爱家乡、建设家乡。

做任何事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新编<禄丰县志>为众手成书，由于主编水平的限

制，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指正。

199"／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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