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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彝族自治'k|Il哥ll州长，纳宗会

历经十余载的艰苦劳作，通过修志人员的辛勤编纂，《永仁县志》终于面世，这是一

件十分值得庆贺的喜事。

永仁，古称苴却．历史可追溯至远古荒蛮时期。且不说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等史

前文明，就单凭维的石棺葬墓群、汉代铜鼓、诸葛南渡宿营地、南方古丝绸之路遗址这

些漫长岁月在这里留下的几笔刻痕，就足以引发我们无尽的思绪，书写洋洋洒洒的历史

篇章。然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部《永仁县志》，却以精炼的笔墨，跨越时空的界限，

浓缩了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推至公元前两百多年，在万里长江第三弯所环抱的这片

土地所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原本地反映了历史的沧桑和时代的变迁。志书略古详今，简

述一般时事，择重突出要点，集政治风云、人物传记、社会发展、民族风情、生产活动

为一体，熔历史、地理、文化，经济为一炉，重点叙述了建县以来的社会变革和经济发

展，真实描绘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县各族人民奋发图强建设家乡的历史，尤其是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行各业所取得的亘古未有的巨大成就作了详尽的记录。可

以说，《永仁县志》虽说不上是宏篇巨著，但它真正是永仁县第一幅纵贯古今的历史画卷；

是在县委、政府的重视和领导下，各部门通力协作的结果；是全体修志人员辛勤劳动的

结晶。

“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永仁县志》作为一部宝贵的历史教材，把全县发展史上，

特别是建国以来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当中所取得的显著成就和经验教训完整地记录下来，

对我们当前乃至今后很长的时期内，进一步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无疑具有很好的启迪

和借鉴作用。同时，它作为一部县史资料，既是为政者了解县情特点，体察民族风俗，作

出符合本县实际的决策的重要参考，又是对全县人民特别是子孙后代进行爱家乡、爱祖

国的教育，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传统教材。

我生长于原属永仁县的土地上，是这方水土养育了我，又曾长期在永仁县工作，原

以为自己对家乡很熟悉了，但细读《永仁县志》，才知道我对县情仍知之甚微。“读史可

以明志”，我希望通过志书的出版发行，使更多的人从中获益，让每一个热爱这块美丽的

土地的人们，每一个立志振兴永仁的人们能从《永仁县志》中汲取丰厚的养料．团结奋

斗。大力发展经济，把永仁的明天建设得更加美好。同时，我期盼着《永仁县志》不断

地编纂下去，描绘出永仁县更新、更美的画卷。

一九九五年三月十El于楚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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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永仁县委书记 高宗德

《永仁县志》历经十年辛勤耕耘出版问世了，这是我县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又一丰硕成

果，是全县各族人民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永仁历史上没有志书面世。民国年间，虽成立过县志编纂委员会，但因种种原因，不

仅志书未能修成，而且连资料也散失殆尽。 ．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通人和，物阜民丰，全国出现盛世修志局面，在几届

县委的领导下，县人民政府精心组织各方力量，终于编纂出内容和形式，思想性、科学

性与资料性相统一的，永仁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县志。为此我向关心、支持编纂《永仁县

志》的各级领导及社会各界人士，向为编纂县志而付出辛勤劳动的全体修志人员表示衷

心的感谢!

《永仁县志》遵循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指导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原则，以翔实的资料，

全面、系统地记述了永仁的历史、疆域、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社会等各方面的演

变。编纂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在用浓墨重笔讴歌全县

所取得的显著成就的同时，也客观地记述了不

县志》是一部广及百科、贯通古今、内容详实

实可信，无疑对今人或后世子孙都是一笔宝贵

尽的地情资料，不仅有助于本地人了解县情，

优势，兴利除弊，为进一步搞好改革开放，振

广大干部及各族人民，特别是子孙后代进行爱

外地入了解永仁的历史和现状，为建设永仁献

我相信，作为地方信史的《永仁县志》定

各级领导应挤出一定时间认真阅读，从志书中

史的借鉴，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加快改革开

而努力奋斗。

鏊器叠誊鬻秀霪溪爨覆覆瓣覆嚣霭蕴登鏊雾巍雾尊瓤鬻r，-弼～，斓0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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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永仁县人民政府县长张祖林

永仁县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永仁县志》，历经十年寒暑，终于付梓，真是可喜可贺。

永仁设治虽晚，但是历史悠久。菜园子新石器遗址和维的石棺葬墓群的发掘，表明

永仁的先民在原始社会晚期已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并创造着灿烂的史前文明。

然而，在数千年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虽然有过短暂的繁荣，但更多的是停滞和落后。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指

引下，才使这个多民族的山区贫困县开始步入振兴之路。“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

以志为鉴”。《永仁县志》正是值此盛世而编修，在几届县委的领导下，县人民政府不惜

人力、物力和财力，精心组织，历经十年，四订篇目，三易其稿。全县各行各业各方有

识之士，共襄此举，终于编纂出前可告慰古人、后可启迪来者的地方志书。《永仁县志》

恰如一幅生动的画卷，客观、真实地展示了永仁从古至今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

化、社会、地域等方面的演变情况和全县各族人民开拓奋进、拼搏的业绩，同时也客观、

系统地记述了成绩与失误。可以这样说，《永仁县志》是一部记一方之全史，激千秋之爱

憎，具有“资治”“教化”“存史”作用的资料性工具书，同时也是一部能帮助人们认识

永仁、了解永仁，“服务当代，惠及子孙”的可贵的乡土教材。

永仁是我的第二故乡，我非常眷恋这块古老、纯朴的红土地，热爱这里勤劳、俭朴、

聪颖的各族人民，愿与之一道为永仁的发展竭尽全力。值此《永仁县志》出版之际，作

序为贺。

一九九四年三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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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永仁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为衡量成败得失之依据，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记述

本县的地理、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人物、附录5部分组成，计24篇，85章，328节。

概述为全志之纲，着重举其大端，择其要事，显其特点，综述县情，以总摄全书；鉴于

本县设治较晚，大事记从清道光三年(1823)设置巡检分治起记述，凡在此前发生的大

事、要事、首事在有关章节中作简要追述；专志各篇，均开篇冠“简述”追本溯源，综

述一业一事之兴衰，并彰其因果，昭明利弊，以示后人。

三、本志各篇章采用横排纵述，以时为经，以事为纬，统合古今，详今略古，以类

系事，分类记述，述而不议的方法进行编纂。志为主干，兼备表和图片。

四、专志按事物性质设篇章，不受现行行政管理系统限制，相同事物，不论其隶属

何部门，均编入同一篇、章。

五、凡具地方特点的章、节、目重墨详述以体现本县特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

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按“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分别在大事记和有关章节中记述，有的内容

为遵守保密规定和注意社会效果只作略记或不记。

六、文体。概述，有叙有议，叙议结合；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

其余均用记叙文体，只记事实，不作评述，寓观点于记述之中。

七、本县60、70年代行政区划变动频繁，志书在着重记述现行政区的历史和现状的

同时，为保持事物发展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对划出地区与本县联系较密切、影响较大的

人和事也作简要交待。1974年以前的数据因行政区划变动难于调整，原则上使用当时数

字，统计局缺的，使用有关单位数字。

八、本志直书其人、其事，不加官衔、蔑称、爱称。

九、本志涉及地名一般采用今地名，文中出现古地名必要时加注或说明。机构名称

均采用当时的通用名称。

十、本志历史纪年，民国以前清代年号沿用通称，加括号注明公历年份，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立后直书公历年份，文中不再标明“公元”二字。

十一、本志不为生人列传，立传人物以对本县社会发展起过推动作用或影响较大者

为主，不论本籍客籍人士，凡符合入志条件者均予立传，立传人物不划分类别，以卒年

为序。在世先进模范人物一律录至受省、军级以上表彰者，科技界人士录至副高职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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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十二、本志是永仁历史上的第一部县志，上溯至有资料记载年代，下限断至1987年，

为保持事物的完整性，个别跨越1987年的事物适当下延。

十三、本志资料来源史书、档案、部门志、统计和社会采访，经考证鉴别后载入。

》一磐舔挚錾器霉篱；x纯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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