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丛书

字溶奔铉白浓名±锰

、|，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

云南民族出版社



竖

皇

序(一)

马立三

《宁蒗彝族自治县志》出版了，这是宁蒗各族人民的一件大喜事，作为曾在宁蒗县工

作，并关心和支持过此项事业的一员，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和欣慰。 ，

宁蒗地处滇西北高原，素有。云南小凉山”之称。境内群山连绵，森林密布，是一个多

民族聚居的山区县，也是金沙江林区重点县之一。明清王朝时期，宁蒗属北胜州、永北

府、永北直隶厅，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才建立宁蒗设治局，历史上从未修过志。建

国后，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时逄蛊世，宁蒗各级干部和各族人民都迫切希望编纂一部社

会主义宁蒗新方志以填补历史的空白。曾作为县长兼县志编纂委员会主任的我，也深感直

世修志，势在必行。于是组建了县志编纂委员会，为后来修志做了一些基础性的工作。

1983年，我调至丽江地委，又兼任地区志编纂委员会主任，对宁蒗县志的编纂工作极为

关注。尽管自1990年我调到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但我仍关心着宁蒗县志的审定

和出版工作。我仍热爱宁蒗各族人民以及那里的山山水水、,ff+-l寨寨。

《宁蒗彝族自治县志》从编纂到出版，历经五载，三易其稿，倾注了编纂人员的心血

与汗水，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和关怀。《宁蒗彝族自治县志》观点正确，体例齐备，文风

朴实，它全面，翔实、科学地记述了宁蒗的历史和现状，自然和社会、政治与经济，特别

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宁蒗发生的巨大变化。县志还以大量的史料，客观地记述了建

国前处于原始共耕制、奴隶制．封建领主制等不同社会形态下的县内各民族的枉会发展状

况．不愧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活化石”。因此，《宁蒗彝族自治县志》的出版，必将为

中外专家学者的研究提供丰富的史料，必将为开发宁蒗，振兴宁蒗提供宝贵的依据，必将

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生劝教材。从而充分发挥出地方志的“资治，存史、教化、科研”作

用。 “

我相信，通过《宁蒗彝族自治县志》的出版发行，将使更多的专家、学者及各界人士

了解小凉山，共同来开发宁蒗，把宁蒗建设得更加富饶美丽。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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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阿苏大岭

宁蒗彝族自治县位于滇西北高原，素有云南小凉山之称。境内居住着彝族、摩梭人、

普米族、傈僳族、汉族等J2种民族，2D万人口。它以秀丽的自然风光和独具特色的民族

风情而享誉中外。高原明珠泸沽湖畔摩梭人的母系家庭和“阿夏”婚姻，以及建国前宁蒗原

始共耕制．奴隶制，封建领主制等多种社会形态并存的状况，被称为人类历史的。活化

石”。建国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的领导下，，宁蒗各族人民在实践中

走出了一条。经济开发与智力开发相结合”的路子，政治、经济、文化有了发展，人民生活

有了改善。湖光山色、民族风俗、历史巨变，使宁蒗更具吸引力。

盏世修志是我国的一项优良传统，宁蒗历史上从未修过志。编写宁蒗县志，客观地将

宁蒗独具特色的民族历史和自然景观等记述下来，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宁蒗的历史和现状，

促进宁蒗的开发和建设，这是全县各级干部和各族人民的心愿和要求。进入八十年代，各

族人民有了自已的知识分子，县委和县政府又十分重视修志工作，修志的条件已经具备．

这项重任也就历史地落在我们这代人身上。我生长在宁蒗，长期在宁蒗工作。调丽江地委

工作之前，曾任过宁蒗县长，县委书记等职，县志编委会的顾问，但由于工作繁忙，主要

委托县委调研员．县志编委主任沙阿嘎同志去抓。县志编委会从配备编写人员、确定篇目

体例、培训人员、进行试写到拿出初稿、送审稿、验收稿做了大量的组织协调工作．县委

和县政府把修志工作作为宁蒗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工程来抓，加强领导，在人力、物

力、财力等方面提供了谘要的条件，经过三审定稿、严格把关，最后确定公开出版。特别

值得一提的是，在确定宁蒗县志的编目体例时，我们认为宁蒗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为了

将各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如实地记述下来，我们设了民族编，将人1：2较多的民族从源流、社

会形态、宗教信仰、风俗礼仪、文化艺术等方面作了较详细的记述。民族编的篇幅占全书

四分之一强，是全书分量最大的一编，这是这部志书主要特色。，

宁蒗彝族自治县志，从1988年拿出篇目，到1992年经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验收，交

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历经四载，三易其稿，得到了全县各部门、各族人民的支持，省地

主管部门和专家学者的指导，体现了众手成书，凝聚着编写人员的心血和艰辛．全志坚持

了详今略古的原则，观点正确，体例齐备，资料翔实丰富，文风朴实，不失为一部社会主

义的新方志。我深信，它将起到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在即将出版之际，欣喜之余，

聊作数言，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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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杨文彬

宁蒗彝族自治县有史以来第一部县志的编纂成功，出版发行，填补了我县史志的空

白，它标志着我县各族人民向社会主义文明进程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这是全县各族人民政

治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

宁蒗自西汉元鼎六年就纳入了中央王朝的统治范围，迄今已有2DDD多年的历史。但

在解放前仍孤悬江外，交通闭塞，地瘠民贫，文化落后，居住在境内的各族人民深受奴隶

主、封建领主和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各族人民处于苦难的深渊。1950年春天，随着

解放的炮声，驱散了笼罩在宁蒗上空的乌云，小凉山人民开始了跨世纪的历史飞跃，各族

人民昂首步入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四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各族人民坚持

。团结、进步、发展”的方针，用自已勤劳的双手和聪明才智，辛勤耕耘在6 025平方公里

的土地上。如今，各项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县人民坚

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切着眼于进步和发展，励精图治，致力改革开

放，取得了社会主义新山区建设的巨大成就，呈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安定，民族团结、经

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新局面，是我县有史以来的最好历史时期。在这样的好形势下，

编修宁蒗县志成了我县应时的一项历史任务．为了上对祖宗负贵，下为子孙造福，1987

年，中共宁蒗县委，县人民政府作出了编纂第一部县志的决定，及时成立了县志骗纂委员

会及其办公室。在修志的全过程中，县委、县政府自始至终加强了对修志工作的颁导，及

时解决修志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1990年初，县委书记阿苏大岭同志调任丽江地委

副书记，组织上决定由我接替他的工作，他把修志工作作为一件大事托付于我，希望加强

领导，如期完成。

五年来，在编委、县志办全体同志的齐心努力、团结合作和省地志办，《永胜县志》

主编唐兆坤同志及我省一些大专院校专家、教授的热心帮助下，加之县直各部门和各乡镇

的积极配合，宁蒗第一部县志终于同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编修同志的辛勤劳动的硕果，

是大家心血和智慧的结晶。在此，我谨代表中共宁蒗县委、县人民政府和编委，向关心、

支持和参与我县修志工作的单位和同志们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县志，乃一县之百科全书，编写县志，应以力求真实，具有自已的特色和时代色彩，

宣传党的正确颁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原则，对宁蒗2 000多年来的历史沿革、山

川地理、民族、经济、文化、历史人物等各方面进行翔实记载，既为国家的史志增添了新

的一页，也保存了史料。对今后发展生产、治理政务、繁荣文化等方面将发挥重要的推功

作用。同时，也是一部向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县情教育、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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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爱国热情，致力于家乡建设的一部实用乡土教材。

勤劳朴素而又富有斗争精神的宁蒗各族人民。在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中，用自己的双

手，为宁蒗的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新的历史时期，宁蒗人民在摆脱贫困奔向小康，走

向文明富裕的进程中，必将写出更加灿烂的新篇章。
”

1992年4 A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力求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方法，以丰富翔实的资料，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县自然和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体现。资

治、存史，教化”的功能。

二：鉴于本县未修过志，本志上限自设治起，对各项事物的记述尽量追本溯源，下限

至1989年底，部分需述明原委的大事、要事延至1990年．

三：本志采用编，章、节、目结构，立概述、大事记、地理、民族、经济、政治、文

化，人物和附录。

四：本志遵循详今略古原则，立足当代，着重记述建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本县取得的各项建设成果。对于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本着。宜粗不宜细”的

记述原则，遵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分散记述于大事记和有关编章

节目． ‘

五：本志为突出记述本县建国前立体的社会形态和各民族丰富多彩的风俗习惯、宗教

礼仪、文化艺术，设立民族编，融社会编的有关内容于其中，着重记述处在奴隶制社会的

彝族，封建领主制社会的摩梭人、普米族，原始共耕制的傈僳族．

六：本志人物列传者均为已故并对社会有较大影响的各族人物．同时，为全面记述各

项事业中有代表性的各类人物，设立人物简介，简述少部分在世人物。

七：本志采用记、志、传、图，表、录六种体裁形式，以志为主。在部分章，节之首

冠以一段文字，以综合归纳、反映规律。

／k：各专志均以类系事，横排纵写，述而不论。必要的议论，力求简明扼要，并与史

实融为一体。行文均采用语体文，力求严谨、朴实、简洁、规范。

九：行文中。建国前”、“建国后”概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文革”指。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一五时期”、。二五时期”指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第二个五年计划

时期。其他必要的简称，在第一次出现时标明全称，或加文内注。

十：行文中的地名一律采用行政图中的地名。部分少数民族语称的地名加注族别。。小

凉山”。为宁蒗彝族自治县的代称。

十一：建国前，用旧纪年，内注公元纪年．建国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十二：本志资料来源于档案部门和各单位提供的档案资料，有关图书馆的文献资料，

以及当事人、知情人的口碑资料。各种资料均加以考证鉴别。经考证个别无法决正误而又

有存史价值的列人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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