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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坪县志》的出版问世，是南坪县人民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它是南坪历史上的第一部县志，是全县各族人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

指引下，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作的县情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是我

县各族人民历史发展的真实写照。

南坪自殷商为氐羌地至今已有3500多年了。西汉甸氐道始有县的雏形，

隋唐时期也曾置县，但长期没有修志，一直到民国初年才有私人撰写的《南坪

乡土志》(手抄本)问世，它属旧志范围，沿袭旧志体例，在内容和形式上都

存在很多缺陷。

此次修志，是在中共南坪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新修社会主义新方志，

采取开门修志，“众手成志”的新方法，修志开始后，县委、县政府除不断充

实县志编辑力量外，县人大六届三次常务会议通过《关于新修南坪县志的决

议》，规定各单位和各乡镇写部门志，全县先后参加修志和提供资料的人员达

239人。县志办还有组织地出访省、州内外有关单位学习修志经验和搜集资料

五次，行程七千多公里．搜集资料二千多万字。全县有志之士，几度寒暑，克

服各种困难，陆续写出部门志。又组织志稿审核、评审、验收、修改。县委、

县政府自始至终注意整个修志工作的进程。加强领导和编辑力量，促使县志最

后完成。

新志基本突出了时代、地方和民族特点j较为客观地记述了从辛亥革命以

来，特别是解放后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面貌。既记述了南坪的历

史，也记述了自然环境，特别是蜚声中外的童话世界——九寨沟；既记述了政

治、人文，更着重记述了经济发展。反映了旧社会各族人民革命斗争的光荣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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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反映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直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全县人民为保卫、开

发、建设南坪所进行的英勇斗争和忘我劳动，有令人振奋的光辉业绩，也有令

人反思的失误和挫折，这些都值得我们在建设更加美好的新南坪中认真借鉴。

《南坪县志》在编纂过程中，得到省、州业务部门有关专家学者的指导、

帮助；兄弟县和有关单位的热情支持；本县各部门各乡镇的通力协作；各族各

界人士的密切配合。《南坪县志》的出版是编纂人员辛勤笔耕的结果，也是共

同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南坪县志》是社会主义时代的新方志，这项关系到承

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千秋大业，终于在我们这一代编写出来了。这是我县各族

人民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是传

世之作。我代表南坪县人民政府、南坪县各族人民，向关心、支持我县修志工

作的各界人士和编写人员致以衷心的感谢!

县长雷学锋

一九九二年十月



凡 例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的基本观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

针、政策。按照《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编写，力求详今略古、求实存真，

使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以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和体例，

写出具有时代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方志。

．二、本志体裁，以志为主，辅以记、述、传、表、图、录等诸体。反映全

县地理、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人物、社会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全书分

篇、章、节三级层次，节下按需要设目。全书共26篇，112章，353节。

三、本志时间断限，上限为辛亥革命发生的1911年，有些章节需要追溯

历史的，据现有资料尽可能上溯；下限一律断至国家第六个五年计划结束的

1985年。

四、本志纪年，民国以前使用历史朝代纪年，并在朝代纪年后加括号注明

公元年份。民国时期用民国纪年，以阿拉伯数字表示，注明公元年份。从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一律用公元年、月、日。，

五、朝代、政权、军队、党团、职官，均按当时的定称，直书其名。

六、大事记为备门类的大事记略，按编年体排列。确需稍详交代或跨时间

较长的某些事件，设专题记述。

’七、人物篇本“生不立传一原则，不为在世人立传、立表，立传人物限于

断限期内的去世人物，按卒年排列；凡在世人物确有记述的事迹，按以事系人

的办法在有关章节中予以记录。

八、度、量、衡按国家统一规定的计量单位。地名和机构名称用当时称谓。

。

。

勺罾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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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地名以《南坪县地名录》为准。

九、本志文体一律用语体文、记述体，对是非、功过、得失、褒贬、盛衰、

荣犀、经验、教训等寓于记述之中。记叙力求简明、朴实、流畅、准确。简化

字按国家规定，行文分段，用新式标点。
’

十、本文所用资料主要采自：各级档案馆、图书馆、旧志和部门志、臼碑

以及图书报刊。统计数字一般以县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为准，县统计局未予统计

的数据，以历史档案和主管部门统计的数字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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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坪县位于四川省北部，东部和北部与甘肃省文县、舟曲、迭部三县连界，

南部和西部同四川省平武、松潘、若尔盖三县接壤，隶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地处东经103度27分至104度26分，北纬3z度53分至33度43分之间，东

西长93，公里，南北宽89．83公里，面积5300平方公里。全县辖4区2镇18

乡，人口4．9万，其中农业人口3．9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约9人，汉族

占四分之三，藏、回、羌、满、蒙、壮等少数民族占四分之一。县治城关镇，

距州府马尔康519公里，距成都479公里。

境内地质地貌复杂，地处岷山山脉北段，在南坪复向斜地带，西、北、南

三面均有明显的断裂带，形成于三迭纪末，属第四纪以来新构造运动强烈活动

地区和西部地槽区。地貌以高山为主，兼有部分山原和零散平坝，大体为搿七

山一水二分地’’，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西南、西北部及高山地区气候冷而湿润，

东南部河谷暖而干燥。高山主要分布在西北、西南、南部与北部地区。地表海

拔多在3000米至4000米之间，最高峰为西南部的与松潘交界处的朵尔纳，海

拔4764米，最低处是白水江出境处，川甘交界的柴门关，海拔1160米。山地

海拔在2500米以上，相对高差大于1500米。大地貌属深切割高山，谷深流急，

谷坡陡峻，层峦叠嶂，森林茂密。山原分布在白河区塔藏夏日柯河以西地带，

海拔3000米以上，相对高差约800米，是县内主要牧区。零散平坝集中于县

城一带的河谷和郭元、黑河、玉瓦、白河、隆康等处，是主要产粮区。县城海

拔1400米，年均温度摄氏12．7度，降水量552．9毫米，日照1637．5小时。无

霜期225天，气候温和宜人。气候、土壤、植被明显呈垂直变化。雨量随地势

的递增而递增。土壤划分为9个土类、12．个亚类、11个土属、26个土种。水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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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属嘉陵江西源白龙江一级支流白水江的发源地，自西向东出县境在文县碧

口流入白龙江。它和上源的黑河及主要支流白河、汤珠河构成南坪水系，流量

丰沛，落差较大，水利资源丰富，水电理论蕴藏量55．3万千瓦，可供开发量

31万千瓦，是理想的水电建设基地。

自然条件优越，适宜于多种动植物生长。有农耕地91005亩，农业人口人

均2．33亩，农业以种植玉米、小麦、洋芋、豆类为主。南坪县属省重点林区

之一，有林地240．5万亩，覆盖率34％。经济林、疏林、未成林、宜林荒山

500万多亩，森林活立木蓄积量3900万立方米，天然林标分组成为六冷三云

一桦一油、柏、栎、杨。有树种56科、127属、288种，珍稀树种有红豆杉、

领春木、连香树、白皮云杉等。有经济林木48477亩，1277290株，·以苹果、

雪梨、核桃、花椒、柿子、漆树为主，有天然扁桃19700亩，还盛产木耳、蘑

菇。有天然草场130多万亩，适宜畜牧业的发展。药用植物467种，蕴藏量500

多万公斤，已收购的170多种，大宗的有党参、当归、黄芪、大黄和细辛、秦

芄、羌活、猪苓等名贵药材。解放前就有少量运至沿海出口，解放后大量远销

港、澳、台及日本、东南亚等地，是四川省的党参出口基地之一。野生动物有

200多种，珍稀动物有大熊猫、金丝猴、牛羚、毛冠鹿、苏门羚等。

距县城42公里处的九寨沟，总面积620平方公里，另有风景区外围保护

地带300平方公里，沟内有翠海114个、叠瀑17个、滩5个、雪峰12座。它

是原始古朴、自然天成的山水和独特的藏族风情相结合的景观综合体，在旅游

之林中大放异彩。整个环境表现为一种综合美，进入景区给人一种纯净、明丽、

无邪和梦幻感。沟内资源十分丰富，具有我国植物区系交汇地带的特色。是川

西北黄金旅程的主要景区之一，也是研究自然生态系统、生物演化、古地理、

古气候的理想场所。1978年12月九寨沟被划为自然保护区，1982年定为风景

名胜区，1984年将九寨沟划为第一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1985年有国家、集

体、个体旅馆、饮食等服务行业数十家，床位五千余张，旅游设施已具有相当

规模。从1983年开始接待国内外游客以来，人数逐年增多，包括33个国家和

地区。随着旅游业的开展，其知名度与日俱增，九寨沟被誉为童话世界、人间

仙境。胡耀邦、赵紫阳、王任重、荣毅仁、张爱萍、邓力群、方毅、谷牧、朱

穆之、钱伟长、韩素音、，乌林斯基、联合国粮农组专家波士曼、旅美台湾作家

陈若曦、港澳政协委员等都先后到过九寨沟参观、考察、讲学。九寨沟旅游业

是南坪的新兴事业，也是南坪的优势之一，是一举多得的综合性事业。它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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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给全县农、副、土特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刺激了生产力的提高和产业结

构的调整，从而促进了全县商品经济的发展。

南坪又是民族走廊中的一段。东、南部是陇南地区和四川盆地，西部是藏

族聚居的川西北高原。汉族语言、生活习俗与甘肃文县相似，社会关系、政治

经济又和西北地区关系密切。经过长期的南北民族融合，东西文化交汇，形成

了别具特色的地区文化。民间文学、民间工艺、民族舞蹈等无不散发出浓郁的

泥土芳香，享有“民歌之乡’’的盛名，“琵琶弹唱’’悦耳动听，别具一格。

南坪古称羊峒，其建置沿革可追溯到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距今已有

3500多年了，自商到秦属氐羌地。从汉武帝元鼎六年经过三国、晋魏、南北

朝、隋唐到宋元的1400余年，多次变换隶属关系。曾属益州广汉郡和阴平郡

甸氐(亦称邓至羌、白马羌)、吐谷浑、宁州、邓州、吐蕃、扶州。明代属松

潘卫。清雍正七年筑城于古扶州城南的南坪坝(即今县城所在地)，始称南坪，

为松潘厅南坪营。民国初为松潘县的分县，1936年改为松潘县第二区。1949

年解放，．解放初仍为松潘县第二区，1953年建南坪县，1959年并入松潘县为

中心区，1963年复置南坪县。
’ ’

解放后南坪各项事业取得巨大成就。1955年至1958年先后分四批进行

了民主改革，农民分得了土地，改变了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农民走上了

农业合作化的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农业生产的重大突破。1985年粮食总产

3560多万斤，比解放初增加两倍多，农业人均占有粮食908斤，彻底改变了’

解放前每年缺两三月口粮，靠邻县运进的局面。1969年前还净调出粮食1887

万斤支援兄弟县和州内森工单位。1985年底各类牲畜存栏76700头，农业人

均近2头，肥猪出栏近万头。1985年共销原木34．4万立方米，1981年至1985

年林业上交财政税利为1981年至1985年财政总收入的53％，同时也是森林

保护的先进县。中药材年产值100多万元。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总产值500多

万元。农村产业结构逐步调整，农林牧副全面发展，农工商运综合经营新格局

初步形成。1985年农业总产值1654万元，比1980年增长62．6．4％。全县农村

正从自给半自给经济向商品化转化，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

交通水电发展迅速，县内公路通车里程500多公里，除草地乡外乡乡通公

路，还设有成都至九寨沟的直升飞机航线。全县共建小水电站87座，装机容

量4954千瓦，从1972年开始全县所有的乡和百分之九十的村用上了电，为全

省农村初级电气化试点县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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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南坪县志

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事业蓬勃发展。扁桃嫁接、地震预测、泥

石流治理，玉米、小麦、经济林木和家禽家畜杂交改良等科研项目取得一定成

果。1949年全县仅有小学5所，1985年全县有中学5所，小学126所，普及

了初等教育；在发展民族教育方面也自成体系，小学有民族寄宿制学校、藏文

班，中学有民族重点班。县区乡都建有医院、卫生所，有各类医疗机构24个，

医务人员231人，计划生育在城镇和乡村都普遍实行。群众文化、体育活动在

城乡广泛开展，各族人民身体素质不断增强。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正确路线、方针、政策指弓}

下，全县各族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努力开

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各项事业欣欣向荣，生机勃勃，1985年工农

业总产值达3097万元，为1949年的17．3倍，国民收入2859万元，人均583

元，为1949年的8．1倍。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开展。五爱"教育。培养

“四有一公民诸方面，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抵制资本主义、封建主义腐朽思想，反对损入利己、以权谋私等不正

之风，社会风气和社会秩序明显好转。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

汉族，新型民族关系不断加深。党的优良传统不断发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得到巩固发展。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各民族平等团结、舍已救人、

勤俭节约、献身“四化’’的高尚品质和行为，普遍受到崇敬。尊重知识、尊重

妇女、关心老人、关心儿童等社会主义道德和社会主义文明之风在全县兴起。

人们的观念正在不断更新。狭隘、保守、极端平均主义等错误思想和观点普遍

遭到唾弃。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观念日益为人们所接受。搿三优一学"、“五

讲四美三热爱”、“学雷锋树新风"、“五好家庭’’活动深入持久开展，先进的人

和事到处涌现，截至1985年全县涌现出文明单位20个。“五好家庭"37户，

“三八红旗手艿106人。 ．

南坪有着这些得天独厚的优势，勤劳智慧的各族人民，在县委和县人民政

府的领导下，正在迸一步加快改革、建设步伐，集思广益，同心同德，群策群

力，扬长避短，充分发挥旅游业的优势，改善投资环境，积极开发自然资源。

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促进全县经济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为建设具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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