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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中共马龙县委书记施洪甲

马龙县人民政府县长李洪辅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修志，既是对民族文化的延续，又是新时期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马龙历史上先后于明嘉靖，清康熙、雍正年间及民

国6年、34年五次修志。前两部志书已年久失传；第三部现仅存孤本一套，语言、篇

章结构晦涩难懂，已不适合今天人们的阅读习惯；第四部为<续修马龙县志>，它为后

人了解马龙提供了重要历史资料；第五次修志因政局动荡，经济落后萧条，未能成书。

这次修志是第六次，由于马龙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可谓。盛世修志”。

它必将为人们了解马龙、关心马龙、发展马龙起到重要的存史、资政、教育作用。

纵观历史，马龙是全省开发较早的地方之一。2 000余年历史沧桑，大致分为六个

阶段：(一)秦汉时期。土著居民在马龙繁衍生息，随着战国时期楚将庄趼开滇，中原

文化开始影响马龙社会发展进步。秦修“五尺道”通滇及诸葛亮南征后，加快了社会发

展。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设置了铜濑县。至此，马龙作为县级建制载入史

册。这一时期的开发，是当地落后的生产技术与中原先进耕作、冶炼、生活方式融合的

时期。(二)爨氏统治时期。此间，南中大姓在滇中兴起，经过百余年争斗，爨氏确立

了长达500余年的统治地位，形成“开门节度，闭门天子”的局面。由于社会稳定，马

龙的农业、畜牧业得到发展，经济繁荣，成为爨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三)南诏大理

地方割据政权时期。唐朝中期，南诏蒙氏取代了爨氏统治云南。公元937年，段氏建立

大理国割据政权，马龙为纳垢部占据长达数百年。其间，马龙经济文化沿袭旧制，并无

大的建树。(四)元明清时期。元初，马龙为州，并第一次作为地名出现，意为。(土

司)驻兵之城”，土著头人左右马龙。明洪武十四年(1381)，太祖发30万大军征讨云

南，在今曲靖白石江大败元军，马龙归明朝，百余年后，土著统治改为流官治理。明代

屯田制实行后，大量汉族士兵入滇并落籍与当地民族融合，成为今天云南汉族的主要来

源，马龙经济、文化有较大发展，“喜读书，人文科甲较他州为盛”，就是对当时马龙文

化发达的写照6清代，由于人口的增加和土地的不断开垦，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加

之兵祸匪患、自然灾害频繁，重农抑商政策的推行，马龙“地瘠民贫”，成为“四大穷

州”之一。(五)民国时期。马龙农业生产条件恶化，自然灾害突出，工商贸易、手工

业非常落后。抗战爆发后，农民流离失所，经济几乎崩溃，城乡一派破落，民不聊生，

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六)新中国成立，开辟了马龙历史新纪元。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县农村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业基础条件

大为改善，县办工业逐步兴起。社会各项事业的加快发展，使马龙甩掉了贫困落后的帽



2 序 言

子，出现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社会发展、民族团结的新局面，整个社会充满了生机与

活力。

在这个百业俱兴、日新月异的时代，我们怎样认识过去，把握现在，开拓未来，前

无愧于先辈，后造福给子孙，是全县各级干部的历史责任。在思考这个重大课题时，我

们不能不研究马龙两千多年的文明史，从中汲取治理马龙的经验、教训，教育我们的人

．民为实现全县富裕、繁荣、文明、进步而努力。编修新县志的目的也在于此。为完成好

修志任务，1983年，县政府决定成立县志编纂委员会。委员会制定了先修部门志、在

此基础上总纂合成县志的工作思路。十多年来，全县先后完成部f-j(行业)志44个，

经过专(兼)职史志工作者的艰苦努力，终于总纂成了<马龙县志>，这是全县人民的

一大喜事。 一

<马龙县志>设28个分志，约130万字，系统记述了马龙建县以来两千余年历史，

为我们了解历史提供了大量史料，成为马龙历史上最浩大的文化系统工程。县志记述的

史实是我们留给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将对后人认识马龙、发展马龙提供最基础的资

料。更重要的是，从她的字里行间反映出马龙历代当政者的功过是非，为今后马龙县各

级领导团结马龙各族人民，总结历史经验，促进马龙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治县经验。

总结历史，我们衷心感谢那些为开发马龙、治理马龙、发展马龙、创造马龙两千多

年文明历史的先辈们。展望未来，我们相信所有热爱家乡的仁人志士定将毫不懈怠、竭

尽全力地在马龙大地上谱写出华彩乐章，告慰先辈，勉励后人。达此目的，则马龙人民

幸甚。， ，

1995年8月8日



凡 例

一、<马龙县志>的编纂，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记述县情，反映时代特征，突出地方特点，力

求达到资料性、思想性、科学性高度统一。
’

二、通贯古今，详今略古。时间断限上起自有建置始，下迄1990年，个别内容适

当延长。

三、志书以现行行政区划为记述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党、政、军等重大

历史活动，均按当时区划记述。

四、本志由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裁构成。遵循。事以类从，类为一

志”的原财，设置分志28编；以志为主，横排竖写，纵横结合；前置概述、大事记，

后有人物、附录及编后记；分志设编、章、节、目四个层次，多数以节为最基本的编写

单位，部分节下分目。且下以若干自然段记述：

五、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纪事本末体。

六、人物，坚持生不立传和以本籍人物、正面人物为主的原则，排列以卒年为序；

在世者采取“以事系人”法，载人相关内容或入表入录。

七、历史纪年，民国以前首书朝代年号，后加注公历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均以公历纪年。

八、称谓，历史朝代采用通称，各时期政权机构及其他有关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

全称，其后用简称；志中“建国前”、。建国后”系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前后。

九、本志的数据资料一般来源于该系统(部门)内部及统计部门的年报资料两个方

面，如。人口”编使用的数据系建国后四次人口普查的统计资料，其他编出现的人口数

据则属县统计部门的年报资料。若有不符，引用时请认真核对，尽量以统计部门认定数

为准。

十、本志的地质部分需要地质图宜良幅和曲靖幅的资料，两幅对断层的记述存在详

略不同，不能接合。人志时没有完全采纳，按需要作了加工整理。

十一、本志系在各部门(行业)志的基础上总纂合成，资料均来自省、地、县档案

材料。正史、旧志、报刊、文物、家谱以及口碑资料，除引文需要外不一·注明出处。

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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