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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专

序 言 一
李宪武

茫茫宇宙，芸芸众生，按照各自不同的运动规律，划出一道道深浅不一，曲直不均的轨

迹。在这些时空同享，命运各异的时代墨迹中，生息在点苍山下，洱海之滨的45万大理各

族人民，握着智慧的巨笔，饱蘸着时代的五彩，在大理这幅古老的画卷上，又增添了美妙的

一笔。

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几年，不论是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是在大理记载中都是发展最快的

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宣布改革、开放，大理人对世界的认识更加广泛，对事物看法更为

全面，形成思想的大解放，经济的大增长，社会的大前进。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两番；群众的

温饱问题根本解决，有三分之一的居民过上富裕生活；城镇居民住宅面积超过全国平均水

平，农村居民三分之二都建了新房；乡乡村村交通方便，机动车上万辆，机动船上千艘，水

陆交通四通八达；广播电视覆盖全市，教育科技普及城乡，通讯联络直通世界各地；苍山披

上绿装，洱海依然清澈，古城再现历史风貌，新城蓬勃生机，生态环境和文物古迹得到有效

控制和保护；城乡差别大幅度地缩小⋯⋯。

尽管我们发展很快，但与一些国家和地区相比，不论是生产、生活，或是精神文明程

度，我们仍处在中下等水平。

大理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和风景名胜区，又是白族聚居地，历史上是内地通往缅

甸、印度的重要通道和商埠，具有发展旅游业和商业的资源条件和区位优势。随着广大铁

路的修通，大理飞机场的建成，昆畹一级公路的筑好，旅游资源必将会得到更充分地开发

和利用。旅游业将成为大理的一大产业，并带动农业和加工业更快地发展。

为此，我市二十世纪末期的发展目标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旅游业为龙头，大力发展

第三产业，改造提高第二产业，加强调整第一产业，把大理市建设成为以旅游业、商业和加

工业为主导产业的中等城市。

地球运行只有一个轨迹。我们走了很多弯路，历尽千辛万苦，饱经磨难曲折，终于找

到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现在是国际矛

盾缓和，国内稳定，政通人和，万业皆兴的大好时机，我们要团结和领导好全市各族人民，

抓住机遇发展自己，投身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海洋中，去拼搏、去竞争、去奋斗、去追求。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我祝愿大理——这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冲向当代世界。

1993年3月18日于大理古城

牛?



Ⅱ 大理市志

序 言 二

·赵济舟

大理，历史悠久，文化灿烂，风光秀美，地灵人杰。早在4000多年前，就有人类在苍洱

大地生息繁衍，早期的先民创造了远古的大理文化。西汉武帝时始设叶榆县，大理成为西

汉版图的一部分。唐、宋之际，南诏、大理国两个地方政权在此建都，大理这时成为云南政

治、经济、文化中心，与中原王朝的往来El渐密切，辉煌一时。明、清时期，大理的社会经济

得到进一步发展。民国年代，许多志士仁人积极投身民主革命运动。新中国成立后，素称

“文献名邦”的大理，人民扬眉吐气，拓展宏图，在各方面都有较大发展。时代呼唤着一部

具有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有机统一的文献，能借鉴前人得失，继承珍贵遗产，追览既往，

奋发开来，于是《大理市志>应运而生。

编纂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早在明、清时代，大理就有几部府、州志书，民国

初期，《大理县志稿>、《凤仪县志>也相继问世。随着时代的发展，编纂一部客观地反映大

理市自然和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的社会主义新方志，条件已经成熟。大理市人民政府于

1988年5月决定编纂《大理市志>，并确定采取先编部门志，再编专志的两步成志法。在

具体实施中，首先由市志办组织对部门志编写骨干进行培训，为编纂部门志打下坚实的基

础，在部门志成稿的基础上，再进行专志组稿指导，明确市志编纂事宜，最后总纂成《大理

市志>。市志办的同志，广征博采，集思广益，殚精竭虑，孜孜以求，世盛志成，可喜可贺!

“众手成志存直笔，一方信史贯古今”。<大理市志>是市内第一部正式出版的社会主

义新市志。这部志书，具有一定权威性，是高密度的市情信息载体，它把大理的历史文化

风貌，经济发展历程，自然风光特色，充分地展示在世人面前，是我们进行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建设教育的极好乡土教材，它将为知我大理，爱我大理，兴我大理，发挥积极作用。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修志的目的全在于致用，编修《大理市志>

的出发点和归宿，就是为了有效地服务于社会。《大理市志>作为现今大理市容量最大的

市情资料书，它不仅能为各行各业和各方人士所用，更能为各级领导提供翔实资料，从而

进行科学有效的决策，这就是志书的“资政”作用。

治大理市者，以《大理市志>为鉴，应成为我们每个市民，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共识。

滔滔历史长河，经数千年沉浮，积淀了丰厚的历史资料；芸芸古今众生，历尽几多实

践，创造了灿烂的文化遗产，<大理市志>虽竭尽横排纵述之优势，也难于完全达到尽善尽

美的境界，不足之处，若能得到慧眼方家的宽容和指正，我们将感到由衷地欣慰。

1994年春于大理



凡例 Ⅲ

凡 例

一、《大理市志>由大理市人民政府主修。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修志。

二、篇目设置，从大理市实际出发，全志设概述、大事记、专志、人物传、附

录，专志为章、节、目体，用语体文记述。为了突出大理特点，设大理石

篇、文物篇。

三、市志上限从1911年起，为体现大理历史悠久，有些记述追溯有记载的

历史。下限至1990年，附录选文及特殊情况，记述至成稿前的1996

年。

四、历次重大政治活动，在政治活动篇中记述，涉及各专志的，分散记述。

五、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市人121总数的72％，市志设置《民族篇>，完整地反

映世居民族的历史和现状，社会和生活，体现大理的民族特色。

六、人志人物，以事系人，人物表、录分散记人有关篇章。设人物传及传

略，立传人物以卒年为序。

七、志内各类数据，均用大理市统计局的数据，缺失的数据，慎重采用各部

门的资料数据。

八、市志资料大量来源于部门志、图书档案资料和调查了解，部分章节，请

专家学者撰写。

九、志内“新中国建立前、后”或“建国前后”，系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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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收益分配⋯⋯⋯⋯⋯⋯⋯⋯⋯⋯⋯⋯⋯⋯⋯⋯⋯⋯⋯⋯⋯⋯⋯⋯⋯

第三节农经管理⋯⋯⋯⋯⋯⋯⋯⋯⋯⋯⋯⋯⋯⋯⋯⋯⋯⋯⋯⋯⋯⋯⋯⋯⋯

第五章农业机构⋯⋯⋯⋯⋯⋯⋯⋯⋯⋯⋯⋯⋯⋯⋯⋯⋯⋯⋯⋯⋯⋯⋯⋯⋯⋯⋯

第一节行政事业机构⋯⋯⋯⋯⋯⋯⋯⋯⋯⋯⋯⋯⋯⋯⋯⋯⋯⋯⋯⋯⋯⋯⋯

第二节企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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