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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地区志编纂委员会

(1987．5—1 989．8)

主任马立三

副主任木荣相刘汝南

委员 李加庆和凤昭和段琪杨克昌 赵玲杨光祖

雷树清周荣凯罗 珍和家修和友善杨本礼

唐兆坤李家福

编委会办公室

主任和友善(兼)

主任杨本礼(兼)唐兆坤(兼)

(1989．8—1995．4)

主任木荣相

副主任马惠全范汝刚

委员 郭秀文和家修和段琪赵玲木仁杨忠义

杨光祖雷树清周荣凯余树杰罗广华杨庭亮

李晖毛志良金卓桐杨克昌 杨启昌 陈先富

李家福和友善唐兆坤



编委会办公室

主任杨启昌

副主任唐兆坤和友善

(1994．4～1996．7)

主任王家仁

副主任和永昌和家修朱惠娥杨一奔

委员 李福田郭秀文郭廷华唐之鲁杨映新周文钟

和钺和旭东周 津杜炳寿陈济民 陈容

李克昌和克政刘丽灿

编委会办公室

主任杨一奔(一1998．4)

副主任和慧军(1998．4。)

(1999．4一)

主任和段琪

副主任解毅和家修何金平

委员 陈嘉勋朱丽沙万祥高世祥和克政张培

周文钟和钺和旭东孙家义杜炳寿陈济民

梁永康李克昌 奚丽宏谭应忠和慧军

编委会办公室

副主任和慧军(19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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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丽江地区行政公署专员 和段琪

《丽江地区志》即将付梓出版了，这是丽江地区文化建设中取得的一个丰

硕成果，也是全区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

《丽江地区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理论为指导，遵循新编方志“三新”(新资料、新观点、新方法)、“三性”(地

方性、时代性、民族性)原则及“详今略古”，“详近略远”、“横排纵写”、“文约事

丰”的编纂方法，以大量丰富、翔实、准确、可靠的史料，全面记述了丽江地区自

然地理、历史文化、山川风物、民族风情、社会经济、教育科技等各方面的历史

与现状。全志的编纂历时八载，数易其稿，其间编纂委员会的成员先后有过五

次大的变动。在编纂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在各级各部门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大

力支持下，广大编修人员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

感，默默无闻，甘守清贫，无私奉献，全力投入编纂工作之中，从拟定篇目、征集

资料、去伪存真、删繁就简到编纂定稿及出版过程中的各个环节，都付出了辛

勤劳动，做了大量工作，终使这部宏篇巨著得以出版问世。

丽江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东南缘，横断山脉东部，滇西北中部，全区有101．5

万人口，境内居住着汉、纳西、彝、傈僳、白、普米等20多种民族。

丽江的历史源远流长。丽江木家桥出土的“丽江人”头骨化石证明，早在10

万年前这里就有旧石器晚期智人活动。历代王朝在这里设置地方行政机构，战

国时期属于秦国蜀郡；西汉时期属越膏郡；蜀汉、晋属云南郡；是古代遂久县和

东、西姑复县的故地。唐南诏置铁桥节度，后改为丽江路军民总管府。元宪宗四

年(1254年)设茶罕章管民官；至元八年(1271年)改为丽江宣慰司，后改为丽

江路军民总管府、丽江路宣抚司；清代设丽江府；在今永胜县曾设过北胜府、澜

仓卫、永北府、厅；在今宁蒗县曾设过永宁府。

丽江地处滇、川、藏交汇地，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的必经

之地，曾一度成为滇西北军事重镇和商品集散地，在历史上为加强民族联系，

促进祖国统一作出过积极贡献，并创造出灿烂辉煌的民族历史文化。这里有

“活的象形文字”纳西族东巴经籍；有“活的中国音乐化石”纳西古乐；有中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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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史的典范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及融佛、道、东巴教为一体，兼汉、藏、纳西

族艺术为一体的丽江白沙壁画；有被喻为“人类母系文化最后一块领地”的高

原明珠泸沽湖畔摩梭人的“阿夏婚姻”；有小凉山彝族的“十月太阳历”；永胜灵

源箐宋代石刻观音像等神奇的民族历史文化。

丽江山川秀美，人杰地灵，美丽的自然风光和灿烂的民族文化，构成了得

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优势。境内玉龙雪山风景区和泸沽湖风景区为省级旅游开

发区，两大景区以各自丰富、独特的自然景色和别具特色的文化内涵而闻名中

外。

建国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丽江地委、丽江地区行政公

署认真贯彻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

点”的基本路线，立足丽江实际，发挥资源优势，以旅游业为龙头产业，带动其

它产业协调发展，使全区社会经济有了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全区呈现出社会

稳定、民族团结、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新局面。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顺应盛世修志的热潮，编纂《丽江地区志》，总结

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继往开来，开拓进取，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丽江地区志》是丽江地区第一部全面记述全区历史与现状的新编地方志

书，全志在列目上尽量突出地方民族特色，入志资料突出典型性和代表性，编

写时既做到严谨、科学、精炼，又注重志书的可读性。全志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

观点及述而不作，寓观点于史实中的方法，以大量令人信服的史料，总结丽江

地区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尤

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取得的成就，是丽江地区

第一部“百科全书”，也是社会各界人士了解丽江、研究丽江地区社会经济、历

史文化的第一手权威资料。《丽江地区志》的出版发行，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

义和历史价值，相信它必将发挥出“资政、存史、育人”的历史功用。

编修志书的目的全在于运用，在于发挥它的社会作用。作为400余万字的

长篇巨著，《丽江地区志》凝聚了数百人的心血和汗水，我们应该珍惜它的来之

不易。《丽江地区志》是我们认识丽江、研究丽江、宣传丽江的科学教本，是对全

区人民进行爱国、爱乡、爱社会主义教育的乡土教材，各级各部门要关心、支持

这部志书的发行和用志工作，帮助打开销售渠道，把《丽江地区志》推向社会，

扩大其影响，充分发挥它的社会作用。

按照中央要求，修志工作是一项具有长期性、连续性的事业，要做到“代代

相济，永不断章”。我们必须加深对地方志工作的意义和重要性、长期性的认

识，《丽江地区志》的编纂出版工作结束后，各级各部门要密切配合地方志部



门，立即转入下一届志书的续修工作之中，使我区的方志事业延续不断地发展

下去，让我们的历史永不断章。

在《丽江地区志》即将出版发行之际，在此，请让我代表中共丽江地委、丽

江地区行政公署，向所有关心、支持、帮助参加志书编纂的各级各部门，各位同

志致以诚挚的谢意!

《丽江地区志》的出版发行，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弥足珍贵的资料，我衷心希

望这部志书能够成为我区广大干部、尤期是各级领导干部认识区情，建设丽江

的必备工具书。让我们再接再励，共创佳绩，编写出更多的文化精品，以优异的

成绩迎接新世纪的到来。我区第一部社会主义新编志书出版在即，欣喜之余，

略作数语，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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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丽江地区志》是丽江地区第一部综合性志书。全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

法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系统地记述丽江地区的地理、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社会等

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力求准确地反映丽江地区一定历史时期内的“区情”，为社会主义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二、《丽江地区志》以现辖4县为记述范围，采用述、记、志、传、录诸体并用。以总概为

纲，总摄全志，以历史沿革为经，贯通古今，以各事类专篇为体纬，附录置后，形成有机的

整体。大事记纵贯古今，记述本地区纳人西汉郡县建置以来的大事、要事；专志横陈门类，

纵述史实，设建置、自然环境、人口、民族、语言文字、宗教、政党、政务、土司、军事、公安、

检察、审判、司法行政、群团、民政、劳动人事、科学技术、地震、教育、文化艺术、东巴文化、

新闻、医疗卫生、体育、农业、水利、畜牧渔业、林业、工业、乡镇企业、交通、邮电、城建环

保、商业、供销合作、对外经济贸易、粮油、金融、财政、税务、经济管理、人物等43个专

志。编下设章、节、目，各编之间相对独立，互为联系。图表和照片穿插于各卷、编之中。

三、丽江地区下辖纳西族、彝族两个自治县，除纳西族、彝族外，尚有汉、傈僳、白、普

米、回、藏等十余个世居民族，力求整部志书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四、人物收录有影响的本地区过世人物传记及各方面的人名表录，特别注重了有影

响的少数民族人物。附录收录专志难以容纳而又确有记载必要的史实、自治县重要文献

等。

五、《丽江地区志》遵循详今略古的原则，贯通古今，上限不作统一规定，以事物发端

开始记述，凡历史上有据可考的，均应上溯。下限断至1990年，个别事类适当下延。全志

记述的重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41年。

六、政治运动采用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记述方式，力求反映历史全貌，以资借鉴。

七、《丽江地区志》1949年前的纪年，均以朝代年号在前，并在括号内加注公历纪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一律用公历纪年。

八、《丽江地区志》中“建国前后”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九、《丽江地区志》的政区及机关名称，均系当时当地名称。地名、历史名称注明现今

地名，其它则用批准使用的地名。

十、《丽江地区志》各类统计报表数据，一般用丽江地区统计局认可的数据。地区统计

局缺失的，慎重采用各部门提供的资料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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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丽江地区志》文体采用语体文、记述体，除概述外，一般述而不论。

十二、人物生不立传。立传人物以本地区籍人物为主，立传人物以生年先后排序。凡省

政府、省军区及其以上机关授予战斗英雄，三等功臣排级干部以上荣誉称号的过世人物入

《烈士英名录》，省政府以上授予的劳动模范、先进牛产工作者人《先模人物表》。

{‘三、《丽江地区忠》资料一部分采用国家、省、地、县有关梢案文献，国内外有关书刊

以及本次修志采集的VI碑资料。大部分由地区所属各部、委、办、局和中央、省属及有关单

位编写专志上报提供。

十四、本志署名：历届编纂委员会成员、编纂人员、总审人员，列于上、中、下三卷之首；

各类末列本卷主要撰稿人、单位审稿人及分纂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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