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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宁 超

宾川县是云南一个有相当知名度的县分。宾川县知名度所以比较高，一是因为早在

距今一千多年前的唐代，它是六诏之一的越析诏的地盘。唐人樊绰的《蛮书》、宋代宋

祁、欧阳修所撰《新唐书·南诏传》以及明、清的许多古籍多有记述。第二个原因是被

称为全国五大佛教圣地之一的鸡足山丛林在宾川境内。传说释迦牟尼的弟子迦叶真人在

此山建寺兴佛。所以从明代起，吸引海内许多名流慕名来山朝拜，大错、担当、虚云等

高僧都在此山住持过。由于这些历史原因，宾川县文化事业相对说来也就比较发达。就

以编修地方志来说，也比其他县为多。以名山大川志而论，明末著名旅行家、地理学家

徐霞客曾编纂《鸡足山志》。稍后，明朝遗民、大错和尚又编纂过一部。在清代，云贵

总督范承勋、著名诗人高葫映先后各纂《鸡足山志》一部。民国时期，云南著名学者和

名流赵藩、李根源合纂《鸡足山志补》。合起来就有五部之多，创云南山水志之最。至

于县志的编纂次数也颇为观。据记载，最早的是曾化龙的《宾川州志稿》和雍正《宾JII

州志》，还有《宾阳纪略》、《宾川州乡土志稿》。民国时期，则有李荫华的《宾川县志

稿》、余允庵的《宾川县志手稿》、曹慈的《宾川志三字文》、李文浓的《海东志》、《宾

川县志·海东耆采访篇》等等。1958年则编纂过《祥云县志》(当时，宾川撤县归祥云

县辖)。由此可见，宾川有着编修地方志的优良传统。

我曾因研究工作方面的需要，浏览过清代的《鸡足山志》和《宾川县志》。这些出

自名流方家之手的山水志和县志都有其精彩的地方。但由于编纂者思想受历史条件的制

约，所以这些志书又都带有旧方志普遍存在的毛病，即偏重于地理、山川、古迹和艺

文，而忽略社会政治经济的记载，这就不能不大大影响它的资治效果，大大减低它的史

料价值。至于说到立场观点，于今可取者实在不多。此外，这些志书也远远没有抓住宾

川人文和自然特点，下功夫收集资料，因而大都不免平铺直叙，看不出有什么特色。因

此，编纂一部史料翔实并具有时代特色的新《宾川县志》就显得极为必要了。何况，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年来，宾川县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应该有一部新

县志来记述这些变化以及变化的前因后果。罗朝良同志主编的《宾川县志》完成了这一

历史使命。

新纂《宾川县志》贯通古今，史料翔实，今古兼顾而又详于近现代，并且主论公

允，是几部旧的宾JII州县志远远不可比拟的。特别可贵的是，《宾川县志》突出地记述

了宾川县的特殊之处。宾川县的情况与全省其他县相比，可以说是大同小异，但这些

“小异，，却不能忽视，因为把这些“小异”归纳出来就是宾川县与他县不同处。在这里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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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宾川县志

打算列举他县缺少，而宾川独有的优长方面，单说宾川县自然方面为他县少见的一个方

面即少雨缺水干旱，这是千百年来影响宾川县农业生产发展的重大障碍。偌大一片肥沃

土地，光照条件又好，却少雨缺水，无论农业或是工业都受到严重制约。宾川各族人民

为了改变干旱的困扰奋斗了千百年，现在仍然在为之继续奋斗。新纂《宾川县志·水利

志》正是把握住了这一点，比较详细地记述了该县的水利建设事业，对每件水利工程的

规模与效益都作了简明扼要的记述。尤其是“引洱入宾，，工程，规模浩大，效益广阔，凡

是关心宾川兴衰的人都无不为这项巨大工程的即将告成而欢欣鼓舞。毛主席说，水利是

农业的命脉。但依我看，水利是宾川的命脉。可以这样说，彻底解除宾川干旱困扰之

日，便是宾川农业经济高速发展之时，《宾川县志》注意到本县这一个较特殊的自然现

象，用不大篇幅记述这件事，应该说是突出了自己的地方特点。

《宾川县志》即将付梓之际，罗朝良同志要我为县志写篇序言。因时间关系，我只

浏览了其中的几个部分，写出上面一点感想，实不足以彰新县志优长之万一耳。



序 =

中共宾川县委书记 罗志明

地方志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的瑰宝之一。社会主义一代新方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全面地记述了一个行政区域内的历史、地理、政治、

经济、文化、科技等各个方面的情况，服务当代，启迪后人，资治、教育、存史，是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项重要成果。认真研究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探索其发

展规律，对于我们因地制宜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

远的历史意义。 ‘

《宾川县志》在省、州志办的悉心指导下，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县内各有关

部门通力合作，有识之士积极支持，县志编纂委员会及办公室的全体编纂人员努力工

作，以科学的态度，精益求精的严谨作风，披阅十载，群策群力，众手成志。该志着重

记述了191 1年以后，特别是新中国建立40年来宾川县的历史和现状，全方位多层次地

反映了宾川县经济和社会兴衰起伏，发展变化的历程，是一部系统反映宾川全貌的综合

性著作。它的出版问世，必将起到鼓舞垒县各族人民承先启后、开拓前进的积极作用。

要建设好宾川，加快我县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我们就必须熟悉和研究宾川

的地情、县情，全面科学地认识宾川。以志为鉴，可以明得失，阅读《宾川县志》，能

帮助我们全面准确地弄清县情，认识宾川的今天，了解宾川的昨天，掌握宾川的优势和

不足，把握现实依据，寻求历史借鉴，制定尽可能符合宾川实际的工作方案，恰到好处

地扬长避短，补短。

爱国，首先要热爱自己的家乡，真正熟悉自己的家乡。我希望广大干部群众，学校

师生，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认真地读一读这部系统的、生动的新县志，置之案头，常翻常

新，从而使人们更加热爱家乡，增强我们建设宾川，振兴宾川的光荣感和责任感。值此

新县志问世之际，谨以此为序。

Z二



序 三

宾川县长 苏红军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源远流长。地方志作为记述一地历史与现状的著

述，有资政、存史和教化的功用，历代的地方官都注重编修。宾川自明弘治七年(1494

年)建州设治五百年来，曾多次修志，由于各种原因，现仅存清周钺编写的《宾川州

志》。多少年来，人们希望看到一部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方志。建国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党把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

力上来，政通人和、百业俱兴，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国务院把编纂地方志的

工作列入国家“七五，，规划。宾川县委、县政府遵照上级指示于1984年成立县志办公

室，调集人员，拨付专款，统筹编修事宜。在县委、政府重视、支持和社会各界关心、

配合下，全体修志人员广征博采，殚精竭虑，辛勤笔耕，十易寒暑，终于使《宾川县

志》的编纂得以顺利完成，值此，谨向关心修志事业，为编写县志尽心尽力的各界人士

表示衷心的感谢!

《宾川县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采用新的观点、新的材料、新的

方法编修的第一部社会主义宾川新方志，融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于一体，富有时代

特点和地方特色。它系统全面地记载了我县沧海桑田的变化过程，记载了劳动人民的斗

争经验，特别记载了建国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曲折发展的历程及取得的巨大成

就。一方风土乡情，择录其中，兴衰成败，展卷可得，是一本认识宾川，建设宾川的宝

贵资料。

“治国者以史为鉴，治郡县者以志为鉴。，，《宾川县志》成书传世，承前启后，继往

开来，利在当代，惠及子孙。它为我们了解县情、设政施教提供了历史借鉴和科学依

据，为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丰富

的生动的乡土教材，为保存史料，繁荣文化，推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必将发挥积极的

作用。

历史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现在，社会正处于一个

大变革、创新的时期，我们要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十四

大精神指引下，解放思想，振奋精神，抓住机遇，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建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宾川人民在走向世界，走向新世纪，走向现代

化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一定能同心同德，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再展宏图l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观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由概述、大事记、各专志、人物、附录五大部分组成。概述总摄垒志，大

事记纵贯古今，各专志为全书主体。为反映地方及时代特色，将侨务、鸡足山、水利、

科技、方言单独设志。为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志为鉴，增设《政治运动志》。全书共

设29个专志，各专志为志、章、节、目等级制。附录辑录重要文献资料，是各专志内

容的补充。

三、人物设传记、人物表、烈士英名录三部分。立传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

对社会有较大影响或贡献的本县和对本县有较大影响或贡献的外籍已故人物，均予立

传。入传人物以卒年为序。明，清，民国州守，县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县

委、县人民政府、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协等县级领导干部未入人物表，分别载于《党群

志》、《政权·政协志》中。

四、本志遵循“详今略古”原则，上限追溯到有记载的年代，下限断至1989年底。

《人口志》延至1990年7月1日第四次人口普查。引洱入宾工程、已故赵镕将军事迹突

破下限，分别在大事记、人物中反映。

五、本志所记各种术语、名称，第一次出现用全称，以后用约定俗成的简称。人称

直书其名，不加官衔、蔑称、爱称。史实中涉及的历史地名，第一次出现加注今地名。

六、民国及以前朝代年号沿用通称，各章、节中首次出现加括号注明公历纪年，省

略“公元"、“年"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书公历纪年。“建国前(后)’’系指1949年

l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解放前(后)”系指1949年12月23日宾川县

解放前(后)，“十一届三中全会’’系指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

全体会议，中国共产党宾川县委员会简称“中共宾川县委”或“县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简称“文革"j“X X年代"系指20世纪的年代。

七、本志行文除引文外，均用规范的语体文及标点符号，文字力求简明、朴实，只

记事实，不作评论(除概述外)，寓观点于记述之中。·

八，本志计量单位建国前不便换算的仍用原单位，土地面积单位用“亩矽，重量单位

用“公斤’’，其他均以1984年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为准。

九、数字用法除引文外，一律按1987年1月1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单

位联合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写。
‘

十、本志资料，主要来自历代史志、档案材料、部门志及县内外有关人士提供的资

料，数字以统计部门的资料为准。凡入志资料，都经过考证、核实，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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