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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潞酉县县志、文史资料编纂委员会成员t
‘(1982年11月至1984年8月)

}
’‘

名誉主任韩朝刚
，

主 ，任王保生

剐主任何远灿
专友柏 刀保发何正伦圆圆

、

潞西县志编纂委员会成员

(1984年8月至1989年1月)

主任团
副主任何性本赵早努濮自发
常务委员 刀保发I圈历谰

何远灿李友柏李锦畅

l龚荣口濮自发
委 员刀陇道刀保发刀导孔

王锁富区=因方正午
孙强宗多立昌何小留

李友柏李积庆李洪

杨吕志杨灿龙杨岩保

余国相余秉仁余建忠

张学耐张永光张明礼

幽划周爱荣 和开道

段复瑞思华章徐鸿鼎

娄性 贾玺光臣嗣
密顺保焦保韩显忠

刀保发王岩刚

王岩刚何小留何正伦何性本

杨和仁张天国和开道赵早努

I丁作云I丁家荣
匪圈孔坎弄
何正伦何性本

李波买李锦畅

杨元林杨和仁

吴成荣张天国

J张超I张崇汉
孟尚贤赵早努

夏发生夏裕富

姬仁斗排正文

程先登蒋雪艳

王治清王岩刚

刘承汉冯永光

何远灿何·萍

李腊翁李国华

杨荣涛杨联元

张世铨张志昌

张道本张维录

赵国荣荣学富

奠仕俊I莫家兴I
黄生华黄绍文

濮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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潞西县志编纂委员会成员

(1989年1月至今)

主 任刀导孔

副主任何性本晚定元赵友仙刀保发王岩刚l张超l
委 员刀导孔刀保发刀保堂旷作云I丁家荣王芒生王兴华

王治清王岩刚王锁富方四I方正春I方维正许春荣
孙强宗朱开运多云何性本何萍李正昌李友柏

李兆瑞李国华李顺仁李锦畅 肖志强陈华陈忠东

杨元林杨岩保杨和仁杨朝明杨荣涛杨联元杨森琪

余国相余秉仁张兴邦张志昌张学耐张明礼张德友

I张超I张崇汉金德用周爱荣赵云华赵尔荣赵友仙
赵宏平赵连升赵惠品赵国荣段复瑞贾玺光晚定元

龚爱金姬仁斗排南炯排勒堵黄生华黄安国 密顺保

焦保韩显忠包憨 蒋雪艳蔡德荣魏良仁线月哏过

历届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人员

主 任和开道(兼、1985年调离)

副主任张天国(1988年调离)何萍

工作人员和工作过的人员1

金黎燕王桂林莫继力张小萍张景玲段雷王玉林

张再学陈燕陈丽吕志湘(聘用) 董继先(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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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成 员
●

J ．

顾问宁超(研究员)

主’编何萍(编辑)。
．

各卷分纂：
‘

何萍(卷首、行政区划、人口、自然资源与灾害、农业、工业、人物、

财政税务金融、中国共产党、政务、公安司法、军事、教育、文化、民族

人民生活与社会保障) 刘恭政(政务) 段月华 (民族、交通)

．张景玲(体育、文化) 朱德普(宗教、卷末) 杨毓骧(民族)

．何少林(文化) 郭老景(土司山官) 刘松青(医药卫生)

杨如英(科学技术) 罗本道一(科学技术) 张景庆(商业)

‘，何长儒(商业) 董继先(农业) 袁苏民(人民生活与社会保障)

寸丽萍(体育) 王玉林(公安司法)

摄影张青云赵毓华袁苏民杨小左杨家从唐清成郭明孝于启河

杨常锁孟祖佑谢波及由县城建局、县民委、县蔗糖局、县商业局、

芒市华侨农场、德宏州年鉴编辑部、中共德宏州委党史征研室等单位提供。

制图．付保红陈茂云韩玉西

校对 张嘉瑞王惠风彭勋子梁之洲

篇目英文缩译李丹河

数字审核 鲍德山



徐敬君

木芹

龚肃政

朱德普

杨永生

，

儡西县志》特邀审稿人

云南民族学院经济管理系教授

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 ．

德宏州文联译审

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

原《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概况》编写组副编审

爝西县志》审查验收单位及人员

初审单位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审验人员吴志湘(州地方志办公室主任、鳊辑)

李绍诚(州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编辑)

张建章(州地方志办公室工作人员、编辑)

马向东(州地方志办公室工作人员、鳊辑)

刀继刚，(州地方志办公室工作人员)

终审单位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审验人员郭其泰(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编辑)

李学忠(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编辑)

宋永平(省地方志办公室地州市县志指导室副主任、编辑)
． 吴於松(省地方志办公室工作人员、助理煽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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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序 一

潞西县县长，县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刀导孔

《潞西县志》是在中共潞西县委领导下，由县政府主修的，历时9年。在这期
间，我们前后几届领导做了大量工作，县级各部门和基层单位也积极支持，还得

到云南省地方志鳊纂委员会副主任、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宁超欣然受聘，任本志

鳊纂顾问，给予许多指导。经县志办公室编辑人员和特邀参加编纂工作的老干

部、学者付出大量心血，坚持不懈地辛勤劳动，以及省、州地方志办公室，省、

州有关专家的鼎力帮助，一部较为系统完整的，体例创新的《潞西县志》，终于付

梓问世。这是我县各族人民文化建设的一件大事，这是潞西有史以来第一部志

书，可喜可贺!我代表县人民政府和全县各族人民，向所有参加和支持潞西修志
工作的各方人士致以由衷的谢意。

县志，是一个县的“百科全书”。是汇集当地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
等各方面历史与现状的科学著述。《潞西县志》是从数百万字的资料，经过编写人

员佐证、筛选编纂而成的，并由学者与知情人相结合评审，省、州地方志鳊纂委

员会逐级审查验收，最后经县委、县政府批准交付出版，是一部观点正确、资料
翔实、具有权威性的工具书。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身在山中不知山，是一种常见的现

象。我们身在潞西，一定要全面研究潞西。史称。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

志为鉴”，我们要学会以志为鉴，使用’志书。县志不仅是惠及千秋，为子孙后代留

下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而且更主要是为当代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对

于认识潞西经济优势，恢复传统生产，开发新的资源，都将会起到重要作用．志

书还记载了大量的人和事，也是向各族人民进行爱国主义和光荣传统教育的一部

生动的乡土教材。一言以蔽之，《潞西县志》对保存史料，继往开来，进行物质文

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都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J993年是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成立卯周年，我们谨以出版这部书作为献
礼。

1993年3 A lo B

了歹



2 潞西县志

豆约20公斤。。砒(zhuai)”，l否匕折算1．51公斤。
六，行文中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及后的历史阶段颇多，一律简称解放前、解

放后，具体是指1950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潞西县这个特定时间之前

后。还有。县委”、。州委”、。地委”、。省委”等词，均分别为中共潞西县委员会、中共

德宏州委员会、中共保山地区委员会、中共云南省委员会之简称。

七、书中字体，一律用1956年国务院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中的简化字。

八、书中的地名和地区名称，一般为今名。

九、本书表中的符号使用说明：“空格”表示该项统计指标不详；。J表示无该项
统计指标数据。

十、本书为方便读者查阅，在卷末附条目笔画索引，笔画索引按条目第一字笔

画多少为序；笔画相等的，按笔画起笔笔形顺序一I J＼7等排列。



2 潞西县志

序 二

喜嘉雾慧玄套霎茎茬}衾霎责任 宁超
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研究员

。 一

-．’自古至今，潞西县就是一个重要而著称于世的地方。远在秦汉时期，潞西县
是。南方丝绸之路”云南段的终端。中国的丝绸通过包括潞西县在内的德宏地区后

便进入缅甸、印度和中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云南数十万各族爱国男女历尽

艰辛修筑的闻名于世的滇缅公路滇段终端也基本上在潞西县境内，我国进口的成

千上万吨物资就是经由这条大道从缅甸仰光穿越潞西县境，运进昆明、重庆等抗

日大后方或抗日前线的。中国远征军的一部分也是通过这条大路奔赴缅甸战场

的。今天，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是云南对外开放的口岸，被称为云南的“特

区”。如果说，德宏州在古代就是中国通向东南亚地区的一个重要门户，而潞西县
则是这个地区的枢纽所在。今天它又是该州的首县，潞西县治芒市则是全州政

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中心。

潞西县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据樊绰《云南志·名类》记载，

在距今一千多年前，今芒市一带就有茫天连、茫吐薅、大赕、茫昌、茫蛊恐、茫
蚱等名称，他们都属于茫施蛮部落。可见潞西县治。芒市”这个名称其历史是比较

悠久的。元代，朝廷在这里建立茫施路军民总管府。明代设茫施府，旋改为芒市
御夷长官司、安抚司。清朝沿袭明制不改。民国时期正式建立潞西设治局，旋升

格为县。芒市川原广阉，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具有灿烂的民族文化。所有这些

情况在樊绰的《云南志》、《明史·土司传》、《百夷传》等著作中早有记录。然而

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历史悠久的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竟然从来没有人

为它鳊纂过县志。这种状况和潞西县在历史上的地位及其文化传统极不相称，令

人感到十分遗憾。因此，本届潞西县修县志实在是潞西县文化建设史的一项创

举。现在，当新编的《潞西县志》摆在海内外读者面前的时候，表明了潞西县无

志时代的结束；同时又标志着潞西县地方志书鳊纂的开端。可以这样说，《潞西县

志》的编纂和出版有着。补”往开来的作用——弥补了潞西县历史上无志的空白，
又为未来的县地方志编纂工作创立了良好的基础。

关于4《潞西县志》的价值，我在这里不准备评论，现在只单就《潞西县志》

的体裁问题简述一点个人的浮浅见识。
清朝中叶，我国方志名家章学诚与当时一些主持修志的人或具体修志的学者

就地方志的体例问题进行过激烈争论。章学诚不愧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史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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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他在《方志立三书议》、《修志十议》等书信文章中对地方志体例提出了极其

精辟的主张。但是和其他任何一项改革都会碰到旧传统的反对一样，他的主张遭

到许多人的反对。他本人为此坎坷一生，晚景凄凉。章学诚的改革方案除了在他

自已编纂的几部志书中实行之外，在当时并没有被普遍采用。他的修志理论和改

革方案受到社会推崇或被人们采用是在他逝世以后。清末、民国时期，，许多著名

学者都对章氏的方志理论和史才作过高度评价。今天，章学诚仍然是方志界推崇

的地方志家。但是严格说来，章老先生的地方志理论及其体例上改革，都还没有

彻底跳出旧方志的总格局，没有完全摆脱旧志的窠臼，都还只能算是一种改良；

本届修志之始，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要求各级志

书要用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进行编纂，。要勇於创新。但问题是，。说起来容

易，做起来就此较困难了。经过十多年实践，回过头来看看我们正式出版的新方

志，观点确乎是新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材料也是新的——是
古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连作梦都未曾想过的新事物。至于说到新方法，也就

是地方志的体裁体例，照我的看法却并没有突破旧方志的基本模式，还是在旧方

志的框框中转来转去。当然，创造一种全新的编纂方法，即一种全新的体例编纂

地方志，这项工作是十分困难的。因为经过一千余年形成的中国地方志这种特有

的载体格局，确实有其科学的地方，这就是它能够比较系统、翔实地记载一个地

区的社会历史与自然现象，其记载的方式方法己形成一种比较固定的模式，又为

广大读者乐意接受。如果违反了这种模式；破坏了它的基本章法格局，便不成其

为地方志，而变成其他载体的文献了。当然，近年来也有少数地方志工作者力图

摆脱旧方志的体裁，另起炉灶，尝试创立一种既可以体现地方志功能但又不同于

旧地方志体裁的体例。何萍同志即其一也。他勇敢地走上了这条道路——用条目
编纂《潞西县志》。用条目编书并不是新鲜事，如各种“年鉴”都是用条目组合的，

然而用条目式方法编纂县志却极为少见。就目前所知，在云南仅此一家。潞西县

历史上无县志，这次修志是头一回，是一件大新鲜事；头一回修志又不按照固有

的模式编纂，而采用条目体裁，这又是一件新鲜事物。

早在四五年前，我就赞成地方志书体例上创新的作法。我的主张是：作为一

部志书，不管是省志、州志还是县志，其内部结构要严谨，要统一，不能五花八

门。但是这一省与另一省的省志，这一个州与另一州的州志，这一县和另一县的

县志在体例上却不应该要求采用同一个模式，编写成同一个面孔。应该百花齐

放，允许创造新的体裁，否则，地方志这门学科就会停滞不前而僵化。《潞西县

志》的体裁应该算是一种创新。

那么，《潞西县志》在体例上是不是成功的呢?这自然应该由各界人士评论，

但就我看，这部县志有如下几个特点：

《潞西县志》在结构方面仍然采用。事以类聚”的方法，每类为一卷，卷下不再

分章节，直接用条目布局，各条目之间仅有一层领属关系，从而大大减少了结构
中的层次。所以，结构层次少是《潞西县志》的第一个长处，也是它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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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由条目构成每卷即每类的基本要素，这不仅内容不此用章节形式记述

的少，而且充分显示出主题，轮廓清晰分明。以《潞西县志》的。民族卷”为例，

该卷由傣族、景颇族、德昂族、傈僳族、阿昌族、民族关系六个大目构成。每个

大目中又大部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政治制度、社会组织、经济形
态、婚姻家庭、节日、崇尚与禁忌，以及衣、食、住、行等二级节目组成。如用

章节体记载，当然仍1日是这些内容，但却显得平铺直叙，难以给人留下深刻影

响。而用条目体就不同了，它使得主题突出，行文起伏不平。我觉得主题突出，

轮廓清晰，是由条目构成的《潞西县志》的第二个优长之处。

第三，条目体可以促使文字精炼。《辞海》等大型工具书都是条目体。撰写过

条目的人都明白，条目的内容要求准确、精炼，绝不允许有与内容无关的文字存

在。《潞西县志》遵循这个原则，每个条目都写的比较精粹，全书约六七十万字。

因此，文字简短是这部县志的第三个优长之处。

当代方志名家黎锦熙先生早年主张地方志。历史化”。何谓。化”?照毛主席的

解释，化者彻底之谓也。如果把地方志完全写成地方史我认为不大妥当。但我赞

同地方志应带有地方史的性质，也就是黎先生说的。史地两性，兼而有之”。也就

是说，地方志记载境内的事事物物，应该是。穷源竟委”，。非但考其迹象之沿革而

己，必须使读者能就演变之实况，推知驱引之总因”(黎锦熙《方志今议序例》)。

用我们现在通行的术语说，一部地方志不仅要记述一个地方的情况及其变化，而

且要记述它变化的原因。《潞西县志》也是潞西县史，它是完全可以体现出这一作

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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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一、本书以丰富翔实的资料为依据，实事求是地记载潞西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

现状。资料采自档案、报刊、文献、专著、墓志和知情人口述，均经鉴别，一般不

注出处；统计数字以县统计局提供为主，兼取部门及专题调查的数据。：： 7．

。．二、本书是一部力求创新的县志，采用辞书式条目体结构。．前立卷首，设总

述、综合图表、大事年表，总揽全县之要；后立卷末，设条目索引、修志主要参考

书目，志书编纂始末；全志按事物、事业的性质分22卷，即行政区划、人口，自

然资源与灾害、农业，工业、交通、商业、财政税务金融、中国共产党、政务、公

安司法、军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化、医药卫生、体育、民族、宗教、土司山

官、人民生活与社会保障、人物等。卷内采用分类编排，纯以条目为编写单元，记

叙一事一物的兴衰，整体性强。全志共收条目706条。

因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在潞西建立较晚，资料不足，故未专设条目编

纂。

三、本书是第一部县志，记事贯通古今，上限尽量追本溯源，以搜集到的资料

为发端。下限原则上至1988年，对有些连续性强的数据，或突出的大事，则越限

至搁笔为止。

四、人物卷，分传记、名录、事迹三部分。人物传坚持生不立传，以与潞西有

密切关系，在历史上有重大影响为入志原则，并按出生年先后为序；名录是记录各

个历史时期的烈士；名人事迹，旨在记载在世名人的业绩，弘扬精神情操，也作存

史。本卷因资料不足，各方面的人物都有可能漏记或记叙不全。

五、书中统计数字的使用，遵行《统计法》及《统计法实施细则》中的有关规

定。数字用法，除中华民国纪年使用汉字外，按1986年12月公布的《关于出版物

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度量衡单位，采用国务院1984年2月27日发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中的有关规定。当地特殊的度量衡制：“箩(器

具)”，l箩种子面积：水田折算3一亩(因地区而异，下同)，旱地2．5—3亩，
包谷地、园地约20亩，豆地12．5亩；l箩产量：稻谷折算l卜17．5公斤，包谷、

弓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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