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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1‘

序

县委书记黄文华

县 长俸国兴

在纪念双江解放45周年、庆祝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成立lo周年即将来临

之际，千古一书——《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志》出版奉献给双江人民了!这是双江

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我们感到由衷的高兴。

双江，是我们伟大祖国西南边陲的一块宝地。汉、拉祜、佤、布朗、傣、彝等各族人民自古以

来就在这块沃土上繁衍、生息和开拓着。近百年来，双江儿女为追求生存和光明，与自然、与阶

级压迫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为社会进步与繁荣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新中国成立以后，勤劳

勇敢的双江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进行了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

设，结下了累累果实。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坚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理论为指导，改革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建设大踏步前进，人民生活明显改善，社会安定，民族

团结，边疆稳定，政通人和，百业俱兴。我们的先人及其一代又一代的继承者，在从必然王国向

自由王国的转变中，不断创造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留下了丰富而珍贵的遗产，这是祖国文

化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志》，可谓百科全书。时问上溯有文字记载始，下至

1990年；内容囊括双江历史演变、先民源流、古今大事、建置沿革、民族、宗教、山川、河流、资

源、人物及置县以来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卫生等内容。志书坚持马克思

主义的唯物史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党的基本路线，具有严肃的政治性、严密的科学性和精

确的资料性。通读此书，可以使我们了解双江的历史与今天。它既是一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最为生动的乡土教材，又是我们这一代人给子孙后代留下的

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双江，有着丰富的气候和自然资源，有着勤劳向上的各族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和传

统，有着古今成败得失的经验及教训，有着自己历史的闪光点。“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

以志为鉴”。志书对于鉴古知今、彰往察来，了解双江历史和现状、掌握其发展规律、借鉴历史经

验，服务于国家、服务于人民和服务于改革与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谨向《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志》全体编修人员，向为编县志提供资料的各界

人士和关心县志出版献策献力的单位、部门及仁人志士致以衷心地感谢l

1995年2月



2 序二

序 二

《云南省志》副总纂副研究员 李景煜

双江建县于民国18年，是迄今全国民族自治县中自治民族最多的一个县。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前，双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与内地有相当差距。在政治上，改县前后是

分别由以彭家为首的大大小小各级地方实力人物统治的半封建的组织形式；在经济上，除了

两坝盛产稻谷外，山区以生产勐库大叶茶而享誉滇西，但到40年代后期，茶叶滞销，除粮食

外，已无经济可言。；在文化上，30年代后期，嵩明李文林以报答生长母亲的桑梓之地的情怀

请缨来宰双江县长兼省立双江简易师范学校校长，并从内地延聘了一批饱学有志之士到双江

任教，培养了一代师资，在开发启迪民智，传播民主思想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地

方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史志著述，30年代末双江筒师教员彭桂萼写的《双江一瞥》、何

士林写的《双江地理概况》，与40年代双江县志局主任彭伯常写的《双江地志资料》，是现存

的珍贵文献。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盛世修志，双江起步较早。1982年成立了以刀有明主

任为首的双江县志编纂委员会，由于修志人才的困难，·几经周折，延至1986年才定下篇日，

在历届县委政府的领导下，县志办主任兼主编赵成龙和几位同志长期不休假，战酷热，坚韧

拼搏，于1994年完成初稿。经过评审会的讨论，再作进一步调整修改，一部堪称体例完整、

结构缜密、资料翔实丰富、文风端正朴实、规范准确认真、观点客观公正的新县志，能赶在

双江自治县成立10周年之际出版，实非易事。

本志按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五大编结构而将人物与概述、大事记、附录等四

部分并列独立成体的形式成书。正文计57章，232节，共约140万字。其中经济编较其他4

编丰厚，分为上下两编处理；人物按传、表、录分列；章节之间，特别是在节一级的安排上，

做到基本平衡，避免常见的不顾内容单薄，强立章节而畸轻畸重的毛病；行文坚持规范的语

体文，没有生造的词语和东施效颦的半文半白文字。附录保证了大量从清代到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立后的文献资料。全书民族特点和地方特点突出，记述求实存真，既保持了中国地方志

的优良传统，又在总结本届修志经验的基础上注意到克服一些已出志书中存在的明显不足和

缺点，是主编从善如流、虚心好学、竭尽三长、恪守四要的严谨学风所致。由于县庆要求出

书时间紧迫，本志文字还可简洁之处不克尽善，而瑕不掩瑜，总体上不失为在本届修志中后

来居上的新志。

1995年7月于昆明不悔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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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仞 1

凡 例

1．本志编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史观，力求客观地记述

全县的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

2．本志采用述、记、志、录四体(图表穿插于正文中)，志书主体分编、章、节、目编

写，以事归类，横排纵叙、分类记述。

3．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纪事本末体。一年之内月份不明、一月之内El期不明均赘

于年末和月末，每事加以厶△”符号。

4．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县内影响较大的在世人物，用以事系人的方法记述。

5．党派群团、政权、人物一律用正式名称，不用褒贬称呼。专用名词首次出现用全称，

括注简称，如“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青年团，分别简称中共、

共青团。 ．

6．凡因资料短缺而不能按事物类项档次列述的，在同档次前作无题综述。

7．本志文中县人民政府成立前后，均指1950年12月3日前后。
。

8．纪年书写，中华民国以前年代用汉字书写，括注公元纪年，如清光绪十四年(1888)。

中华民国用阿拉伯数字书写，括注公元纪年，如民国17年(1928)。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一律用公元纪年。20～90年代，均指20世纪。
’

9．本志涉及计量单位，凡民国以前按原计量单位记述}双江县人民政府成立后，以国务

院198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规定记述。千位以下仍按原数记述。

lo．县名称谓，1985年6月11日以前称双江县，以后全称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

治县，简称双江自治县。

11．地名一律使用县地名普查办公室普查的现地名，历史上的地名称谓用括号注明。

12．本志用规范化的语体文记述。引用原文均加引号，文言文予以标点断句。

13．时间断限，上限尽量追溯至有文字记载可查为限，下限截止1990年12月31日。

14．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县档案馆和各部门，各界人士提供的部门志、专题资料。数据

主要来源于县统计局。

【f10I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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