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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史镇志

序

《鲁史镇志》编纂出版了，了却了全镇人民多年的夙愿，是鲁史

镇的一件大事，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成果。

鲁史历史悠久，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设巡检司，民国2年

(1913)设区团，历史上一直是顺宁府，县设澜沧江北地区行政管理

机构所在地。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澜沧江青龙桥建成，鲁史成

为顺宁通省驿道澜沧江和黑惠江之间的住宿驿站。在内地文明的影响

下形成了鲁史的文明生产生活习尚。特别在历史上兵荒马乱的年代，

她南有澜沧江之隔，北有黑惠江之阻，两江环抱天然屏障，成为商旅

途中的避风港湾。她居地理优势，西接昌宁，南依县城，北靠巍山，

东连南涧，居三地州四县之中心。1953年以后，由于勐海公路、云保

公路相继通车，鲁史由历史的交通要道一度变为交通死角，经济发展

受到制约，1974年才与县城勾通公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改革、开

放、搞活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鲁史镇党委、政府带领全镇

人民艰苦奋斗，加快了交通、能源、通讯、科技、文化、教育和市场

基础设施建设，使百年古镇重振雄风，再创辉煌。

由曹现舟同志主编的《鲁史镇志》，贯通古今，重在当代，基本

上达到了观点正确、体例得当、资料翔实、文风朴实之要求，较好地

体现了地方特色和时代风貌。全志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

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丰富的

资料，较全面、系统地记述了鲁史兴衰起伏、发展演变的历史与现

状，揭示了鲁史广阔的发展前景，具有很好的史料价值和资治价值。

志书的功用在于“资政、教化、存史”。因此，恳望有志于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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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进步的干部群众读好志，用好志。最后，借此方寸之地向所

有参加编辑的工作人员及对此书给予支持的单位、部门和已调离鲁史

但曾为编写《鲁史镇志》付出过辛劳的历任党政领导罗灿武、陈永

福、陈家军等同志表示感谢。

中共鲁史镇党委书记赵仕忠

2000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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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鲁史，自古为顺宁通省驿道，历史悠久，开发较早。‘南来北往的

内地客商带着经济信息和先进的文化，生产技术通过这里，有的在这

里落籍，在这里发展，从而带动了鲁史的经济发展、文明进程，使鲁

史成为除县城外第一山区大集镇，享有古镇鲁史之誉。t950年后，历

届党委、政府以教育先行，以农业为基础，大兴水利，广辟茶园，改

善交通，发展水电，成绩斐然，使古镇鲁史重振雄风，再创辉煌。然

而，有数百年历史的鲁史古镇，对自己的发展历史却尚无系统的文献

记载，各类资料如散珠藏玉，不少口碑资料行将散失。因此，编纂一

部系统记载鲁史历史发展与现状的志书，显得十分必要。

幸逢盛世修志，经历届党委、政府重视，组织人员编纂，得各部

门大力支持，得各方人士通力合作，历时10年，《鲁史镇志》编纂出

版，一方风土展卷可得，鲁史古今，可凭籍稽考。

我们修志的目的，一是存史，二是借鉴运用。望有志于鲁史社会

发展、经济繁荣的仁人志士，从《鲁史镇志》中深化对镇情的再认

识，立足开放，锐意改革，把鲁史镇建设得更美好。

鲁史镇人民政府镇长朱秉亮

200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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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鲁史镇志》出版了，可喜可贺。以史为鉴，展望未来，催人奋

进，这是修志的初衷。 ．

鲁史有悠久的历史。她曾是临沧地区通往内地的主要通道。由于

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降雨适中，自然灾害少，适宜多种粮食作物和

经济作物生长。因此，解放前的几百年间，内地多省的先民或为经

商、或为躲避战乱，跋涉数千里来到鲁史定居，故就鲁史街而言，近

半数人家的先辈为四川、江苏、浙江等省份迁居而来。鲁史是典型的

山区，民风淳朴，勤劳善良，她以大山的胸襟吸纳外来人口的同时，

也吸纳了内地先进的文化、生产技术和生活习俗。鲁史的古建筑较

多，无论建筑风格和规模还是设计工艺，在凤庆甚至整个临沧地区都

是独树一帜的，遗憾的是在“文革”十年动乱中大部被毁。几十年来

我在外地工作，经常遇到曾在鲁史工作、生活过的老人，他们谈起鲁

史的风土人情、人文景观尤其是古建筑和老街的石板路赞叹不已。鲁

史人爱读书，文化人较多，尤其擅长写对联，大部对联的文化品位与

内地相比毫不逊色。

鲁史是凤庆县仅次于凤山镇的第二大乡级镇，曾是江北四乡

(镇)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早在60年代前，以鲁史为中

心的集市贸易就已十分活跃，人民群众的市场观念、商品意识就比较

强，直至以后几十年间，在党的改革开放和富民政策的指引下，人民

群众突破封闭、半封闭自然经济的束缚，市场观念、经济意识明显增

强，幅射并带动了整个江北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

鲁史是我的家乡，屈指离家已三十年了。近几年由于工作关系常

到江北地区工作，与乡镇、村办领导和父老乡亲共商发展烤烟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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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支柱产业的大计。感到家乡变了：山坳意识、封闭意识淡化了，

开放观念、竞争观念增强了；重视科技，崇尚教育蔚然成风；基础设

施增强了，小城镇建设初具规模，水、电、路配套，村村通公路，通

程控电话；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协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

高。呈现出社会安定、市场繁荣、经济发展的喜人局面。但也深切地

感受到，由于地理的、历史的、科技的诸多原因，家乡与内地先进地

区乃至我区边疆乡镇的明显差距。纵向比发展快，横向比差距大，摆

在全镇各级领导和二万多各族人民面前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近几年，镇党委、政府按照县委、政府“南糖、北烟、中部茶”

的经济发展思路，在种好粮、养好畜、栽好泡核桃的同时，率领全镇

人民以调整产业为手段，兴科教，调结构，建支柱，以提高单产为重

点，提高质量为核心，促进农民致富、财政增收为目的，举全镇之

力，抓住上级扶持的机遇，稳步发展烤烟生产，成效明显。我们完全

相信，在县委、政府的领导和上级部门的支持下，只要一如既往地以

坚韧不拔的意志，契而不舍的执著，通过精心的组织，精心的服务，

切实的领导，坚持数年，烤烟一定会成为鲁史镇的经济支柱产业，进

而实现全镇经济、社会的较快发展。

在刚步入21世纪之际，《鲁史镇志》出版了，这是全镇人民政治

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镇党委、政府要我作序，盛意难却，就写了上

述文字。我与其他在外地工作的鲁史儿女一道，时时牵挂着家乡的建

设与发展，情系家乡的繁荣兴旺，如果能为家乡发展尽微薄之力的话

将竭力。

祝家乡繁荣，祝家乡的父老乡亲生活更上一层楼。家乡的明天将

更美好。

蓑瓮二譬≥繁三专警兰刘作升临沧地区烟草公司副经理
⋯’

200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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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

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本着详今略古、突出当代特点

和地方特色为原则进行编纂。
。

二本志上限追溯到有文献史料记载的历史起，下限至2000年

止。

三本志由序、凡例、述、记、志、传、图、表、录构成，按条

目分卷记述。

四 本志行政区划和机构名称按历史称谓记述，特殊情况括号加
注。

五本志数字及标点符号使用均按国家有关规定书写，涉及的计

量单位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按原计量单位记述，以后按国务

院1984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规定记述。

六本志历史记年，民国以前用汉字，民国时期用阿拉伯数字书

写，并括号注公历纪年，1950年以后一律用公历纪年。

七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之以记事本末体记述。

八本志人物设传、表、录。为展示地方人文资料，对历史至今

科局级以上文职、营级以上武职、大专学历和受县以上表彰的先进集

体和个人设表、录，其他有业绩、贡献者采取以事系人的办法进行记

述。

九本志资料来源于县档案馆、机关档案室档案，史料文献，旧

志和涉及单位所提供的资料，部分来源于社会上口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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