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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振川(白)

余战生 李焕勋(白) 杜乙简(白) 王增营

杨增蔚(专职副主任) 杨能裕(白，专职副主任)

陈国珍(彝) 马 锐(回)

李有义 李汉柱 吴 炎 杨 枫(白) 马占先(回)

尹明举(白) 赵泽生(白) 孙树林(白) 马云高(回)

王加明 吴先元 和锡品(纳西) 石 彦 张增堂(白)

杨崇德(白) 马 逵 郑连璧 杨绍欧(白) 杨超彦

段伯苍(白) 李 盖(白) 杨本藩(白) 杨 悦

孔东升 徐大刚(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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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州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
主 任 杨能裕(白，副编审)

副主任 李 荣(白)

工作人员 杨光复(白) 那 鹏(白) 李云西(-k-)

刘 亮 周晓萍(女) 赵锐明 姜犹钐 杨丽萍(-k-)

第二届大理州地方志编委会
(1988．12～1993．10)

主 任 李汉柏(白)

副主任 余战生 王增营 杨 明(白) 刘永祥 杨永昌(白)

李仲铨(白，专职副主任)

委 员 杨泰祯(白) 杨信全(白) 段增庆 吴 炎 尹明举(白)

李汉柱 陆家长(白) 刘 亮 孙 浩 那 鹏(白)

大理州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
副主任 李仲铨(白，主持办公室工作)

工作人员 杨光复(白) 那 鹏(白) 李云西(-k-) 刘 亮(副编审)

赵锐明(编辑) 杨丽萍(女) 张建平(白) 杨文琴(女)

杨亮明(回) 阿维爱(白) 孙 浩 王丽珠(女，彝)

杨圭臬(白)

顾 问李汉柏

主 任李映德

副主任赵波

张如旺

委 员 焦汉臣

梁希勇

杨春亮

第三届大理州地方志编委会

(白)

(白)

(-k-)

白建坤

(1993．11～1997．6)

杨曼余战生

杨连松(白) 杨 镜(白，专职副主任)

杨光复(白，专职副主任)

陆家长(白) 陈泽桓 吴发韬 毕忠武(彝)

杨爱玲(-k-，白) 尹润菊(-k-，白) 高绩武

孙浩 那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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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维爱(白，编辑) 孙 浩 王丽珠(女，彝)

杨圭臬(白，编辑)

第四届大理州地方志编委会
(1997．7～ )

张金康 马国盛(回) 余战生

李映德(白)

赵 波(女) 杨连松(白) 陈河云

杨 镜(白，专职副主任) 张如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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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正照(彝) 尹润菊(-k-，白) 高绩武 贾德平 孙 浩

那 鹏(白)

大理州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
主 任 杨镜(白)

副主任 杨光复(白) 高绩武

工作人员 那 鹏(白) 李云西(-k-，编辑) 杨丽萍(女)

杨文琴(-k-，编辑) 杨亮明(回) 孙 浩(编辑)

王丽珠(-k，彝，助理研究员)



《大理白族自治州志》总审组

组 长张金康

副组长 李映德(白) 赵 波

组 员 马国盛(回) 杨 昊

沈家明 赵立雄(白)

字国顺(彝) 马旭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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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战生 杨连松(白)

舒自荣 杨信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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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共大理白族自治州委员会书记 张金康

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州长 李映德

大理，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山河壮丽，风光毓秀，物华天宝，地灵人杰。

据考古发掘，新石器时代遗址广泛分布在以洱海为中心的高原湖泊群周

围。点苍山麓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宾川白羊村新石器文化遗址、剑川海门口

铜石并用文化遗址、祥云大波那青铜文化遗址等考古发现证明，大理是云南最

早的文化发祥地之一。从那时起，繁衍生息于这里的白族、彝族等各民族的先

民，就以自己的勤劳、智慧和创造性劳动，开疆拓土，发展经济文化，为建立、

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大一统的祖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

谱写了一页页瑰丽的诗篇，绘出了一幅幅恢宏的画卷。历秦汉风烟，创唐宋辉

煌，大理都在照耀丹青的史册上占有一定位置。西汉元封年间，汉王朝在大理

地区设置郡县。公元8世纪中叶，南诏在唐王朝的支持下统一洱海地区，建立

了南诏国。公元937年，段思乎建立大理国。南诏、大理地方政权连绵延续五

百多年，大理是当时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西南边疆的社会发展进

程中产生了重大影响，留下了众多的文化遗迹。1982年国务院首批公布自治

州首府大理市为全国24个历史文化名城和国家级44个风景名胜区之一。

1994年国务院又批准大理风景名胜区中的苍山洱海风景区为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大理集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三顶桂冠”于一体，声名远播，享誉中外。

编修地方志是祖国的优良文化传统。大理地区从唐代樊绰编撰的《蛮书》

算起到民国末年，流传方志几十种，丰富了祖国文化宝库。中国共产党十一届

三中会全以后，随着拨乱反正的进程，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社会的发展，全

国掀起“盛世修志"热潮，大理州亦从1982年7月起，在州委的领导下，州

人民政府组织实施，设立机构，组建班子，着手编修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

各级重视，各方支持，汇聚贤才文士，云集专家学者，发扬皓首穷经、锲而不

舍的精神，以科学、求实、严谨的态度，秉笔书往事，公正记前人，呕心沥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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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努力，默默笔耕，无私奉献，历经15个春秋，数易其稿，终于编纂成600

多万字的《大理白族自治州志》。这部志书，运用述、记、志、传、录等手法，

以章、节、目结构为体式，详今略古，上述事物事件发端，下迄1988年，内

容丰富，史料翔实，文风朴素，语言流畅，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大理州从自然到

社会的历史和现状，是一部具有时代特色、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新

方志，又是一部大型的工具书、州情书，更是大理州精神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

为祖国文化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它的问世，对“资政、教育、存史”将发挥

巨大的作用，产生深远的影响。为领导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为教育广大干

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识乡爱乡建家乡"，为后人研究大理历史，提供了系

统的基础信息资料，可谓承先启后，光耀千秋。同时，全州修志人员还完成了

12部县市志和500余部州级部门志、县市部门志、厂矿志、山水志、村镇志，

成书之众，数十倍于大理地区历代修志之总和，卷帙浩繁，是有史以来不曾有

过的，更是历代修志所难以比拟的，谱写了方志编纂史上灿烂辉煌的一页。尽

管这些众多的志书风格各异，记述内容不同，而历览开来，均可如数家珍，无

不令人感奋和自豪，可喜可贺。为此，我们谨向为此而披肝沥血，竭尽聪明才

智的广大编纂人员致以深切的谢意!

大理州是昆畹、滇藏两大干线公路的交汇之地，历史上曾是“南方丝绸之

路’’的要冲，是中国同东南亚各国经济文化交往的重要门户，随着大理机场航

线的延伸，成昆铁路广通到大理段和楚雄至大理一级汽车专用公路的建成通

车，其作为滇西交通枢纽和北进川藏、西向南亚、东南亚的通衢，必将放射出

比昔日南方丝道重要中转站更为辉煌的光彩。我们相信，以《大理白族自治州

志》为传媒，必将架起一座联系四海五洲的桥梁，使世界进一步认识大理，使

大理更好地走向世界，不断发展大理与祖国内地乃至世界的交往，让更多的中

外朋友认识大理、了解大理，进而密切与大理的合作，到大理投资开发，兴办

实业，共谋发展，共同繁荣。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大理白族自治州志》的出版

发行和开发利用，将为宣传大理、建设大理、振兴大理，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

用。我们不仅要修好志书，更重要的是用好志书，以激励我们认识过去，开创

未来，为大理州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更好

地沿着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努力把大理建成繁荣、富

裕、文明的自治州，开创出无愧于我们前人和伟大时代的辉煌业绩!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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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大理白族自治州志》(简称《大理州志》)是大理白族自治州建州以来第一部州

志，全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

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力求实事求是地记述

大理白族自治州地理、经济、政治、文化、民族、社会等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力求准

确地反映大理州一定历史时期内的“州情”。

二、《大理州志》以现辖1市11县为记述范围，由总述、大事记、专志、人物、附

录5部分组成。总述综述州情，总摄全志；大事记纵贯古今，记述本州纳入西汉郡县建

置以来的大事、要事；专志横陈门类，纵述史实，设自然地理、建置、人口、环境保护、

经济管理、农业、林业、畜牧业、水利、渔业、乡镇企业、工业、交通、邮电、旅游、城

乡建设、商业、供销合作、粮油、外贸、医药、财政、税务、金融、保险、党派、政权、

政协、群团、人事劳动、民政、侨务、公安、检察、司法行政、审判、军事、文化艺术、

新闻影视、方言、体育、科技、教育、卫生、民族、宗教等46个专志；人物收录有影响

的本州过世人物传记及各方面人名表录；附录收录专志难以容纳而又确有记载必要的史

实、地方重要文献等。

三、大理白族自治州是以白族为自治民族的民族自治地方，除白族外，尚有汉、彝、

回、傈僳等十几个世居民族，力求整部州志有较浓的民族自治地方特色。

四、政治运动采取既集中又分散的记述方式，力求反映历史全貌，以资借鉴。

五、《大理州志》贯通古今，上限不作统一规定，以事物发端开始记述，凡历史上有

据可查的，均应上溯。+下限一般断至1988年，个别事类适当下延。

六、《大理州志》以志为主，辅以表、图、照片，以求图文并茂。

七、《大理州志》各专志之首均设概述，以总摄梗概。

八、《大理州志》1949年前的纪年，均以朝代年号在前，并在括号内加注公历纪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一律用公历纪年。

九、《大理州志》的政区及机关名称，均系当时当地名称。地名、历史名称注明现今

地名，其它则用批准使用的地名。

十、《大理州志》各类数据、统计报表，一般用大理州统计局认可的数据。州统计局

缺失的，慎重采用各部门资料数据。

十一、《大理州志》文体：总述、概述有叙有议，叙议结合；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纪

事本末体相结合，以编年体为主；全志均用语体文记述，寓观点于记述之中，力求在记

述之中反映基本规律。

十二、人物生不立传。立传人物以本州籍人物为主，亦载较长时期居于本州有显著

业绩的客籍人士。立传人物以生年先后排序。凡省政府、省军区及其以上机关授予战斗

英雄、二等功臣以上荣誉称号的过世人物入《烈士英名表》，省政府以上授予的劳动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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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生产(工作)者人《先模人物表》，建国后在外地工作的正师级以上干部、正高级职

称人员入《人物表》，历代将军、陆军讲武堂校友人《人物名录》，其他人物散见于有关

专志。

十三、《大理州志》遵循详今略古原则，古代部分略写，中华民国时期稍详，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立后是记述重点。

十四、《大理州志》资料一部分来自国家、省、地、县(市)有关档案文献，国内外

有关书刊以及本次修志采集的口碑资料。大部分由州属各部、委、办、局和中央、省属

及有关单位编写部门志上报方式提供。

十五、《大理州志》署名：历届编纂委员会成员、顾问、编纂人员列于卷首；卷末列

本卷提供资料单位和主要执笔人及本卷审稿人员、审查验收人员名单。

，√列l～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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