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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德昌县委书记李继立

德昌县人民政府县长杨学恩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也是一地政治、经济、文化建

设的需要。自古为政者循例当修县志，何况德昌正式建县近五十年尚无史乘

之作，殊为憾事，因此，新编<德昌县志>愈发显得必要和重要。1996年，

我们受派调任德昌县主要党政领导职务，有幸赶上<德昌县志>的总纂、审

定和出版发行工作，能为编纂德昌县地方志尽一份责任，办一点实事，当是

我们应尽的职责o

<德昌县志>编写前后已逾十年，编写工作自始至终按照<新编地方志

工作暂行规定>，在省、州地方志领导机关指导和德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领导下进行o<德昌县志>指导思想明确，政治观点无误，体例结构合理、

语言文风符合修志要求，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可谓德昌建置数百年历史的

缩影。读志明史，不仅使入了解德昌县自然、地理、政治、经济、．文化、教

育、卫生、风俗等多方面的翔实情况，而且给人以有益的启示。作为一部朴

实、严谨、内容丰富的地方科学文献o<德昌县志>是足以赢得读者信赖的。

从文化建设角度讲，<德昌县志>弥补了乡土文献残缺之不足。仅此两点亦

见其“利今世，惠后人”的功能，可喜可贺。

编修<德昌县志>以现行政区为限，既述历史，又载现状，贯穿时代变

迁和社会变革的震撼力。<德昌县志>虽为一方古今总览，包罗万象，但又

坚持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以浓墨重彩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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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德昌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尤

其令人鼓舞。掩卷沉思，一种历史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油然而生，激励我们

去认识德昌、热爱德昌、建设德昌。

德昌县地处川西南安宁河流域，有着良好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广阔的发展

前景，与凉山州内大多数县相比，堪称条件优越。解放以来，德昌县各族人

民在历届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为建设德昌付出了辛勤劳动，取得了巨大

成绩，证明了邓小平同志“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科学论断。时值今日，满足

于解决群众温饱的思想与德昌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比已显落后，从德昌县

情出发，县委、县政府提出力争在本世纪末全县基本实现小康这一奋斗目

标。’事实证明，只要我们革除那种顺乎自然，安于现状，苦熬不苦干的陈腐

观念，就能进一步解放思想，抓住机遇，谋求更大的发展，德昌县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建设也一定会再登新台阶。对此，我们充满信心。

时代前进，社会发展，永无止期o

编史修志，继往开来，代代赓续。

是为序o

1997年8月10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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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系统记述德昌县域内自然、社会历史与现状，力求体现德昌环境、资源和

社会发展的基本面貌，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为德昌县经济建设和精神

文明建设提供历史借鉴，以达到“资治、存史、教化”目的。

二、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待和记述史实。凡涉及1950年3月26日德昌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和

重大事件的记述，概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和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为准绳，求实存真，体现时代精神，

突出地方特色。 ．

三、遵循“以类系事，事以类从，类为一志”的修志传统，采用无纲多目体结构，

除志首设序言、凡例、概述、大事记述，志末设附录、<县志>编纂始末、跋外，正文

r按事业立志划分篇、章、节、目，并设少数民族篇记述境域内各人口总数在100人以上

的少数民族状况。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原则横排事项，纵述史实。叙事以志为主，

综合运用志、记、传、图、表、录等体裁，表随文设。

四、各篇内容上溯起源，力求从发端写起，下限截至1990年，为保持事物发生发

展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对少数要事、史实下限才有超时记载。

记述地域范围以德昌现行版图为限，个别人与事不在今版图内但史志有载：亦予收

录。

五、人物志中，传略限于已故人物，表、名录兼收在世人物。’人传人物以德昌籍为

主，排列以生年为序。除收入对社会发展有较大贡献者外，也收入少数阻挠社会进步的

反面人物，以明史事。对人物只记事实，不作评述，不区别人物类别。在世人物中确有

可记者因事系于有关章节中，党政领导人列名亦仅限于县团级正副职。革命烈士以英名

录存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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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志使用语体文第三人称记述。寓观点于事实记述之中。人物一般直书姓名，

不用官称，不加褒贬之词，必要处冠以职务职称。各种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专用名

词术语在各篇首次出现时均使用全称，文内使用简称遵从习惯，并在首次出现时夹注全

称说明。各时期的政治机构、官佐名称均按历史称谓人志。

七、朝代纪年、干支一律沿用通称。清代及其以前日期一般为阴历，用汉字书写，

在同页首次出现时用( )加注公元纪年。中华民国时期年份一般直书其民国X年，同

时用( )加注公元年份。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一律采用公元

纪年。

本志使用“解放前(后)表示时间特指1950年3月26日德昌解放前(后)。地名

原则上以<德昌县地名录>为准，但记述历史史事涉及地名照旧。

八、数字用法按照1986年12月31日国家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

规定>执行。计量单位按不同时期习惯使用单位记述，必要时才换算。建国前的货币随

文注明币种。1955年3月1日前使用的旧版人民币一律折合新币记述。标点符号按

1990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新闻出版署修订颁布的<标点符号用法>使用。解

放后各种统计数据，原则上以县统计部门数字为准，有缺才使用各部门或单位历史档案

数据。

九、为弥补志书编纂时期过长之不足，特设赘志记述本志下限之后重大史实和人

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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