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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县志

理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3年1月12日

顾问：泽巴足(藏)、王廷杰(羌)、秦安禄、李茂(藏)

主任：陈钢(羌)

副主任：阿扎拉(藏)、尹大林、王文浩(藏)、倪学琴(女)、胥学敏、I邓成湘l(藏)、寇仁仪
委员：毕成裕高跃进(藏)、潘玉成(羌)、陈华清(藏)、张启禄、何兴云(羌)、

张益忠(藏)、张光元、余德生(羌)、刘平、江军富(藏)、杨中明(羌)、孙昌荣(藏)、

张成祥、张晓文(藏)

理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7年5月7日

顾问：泽巴足(藏)、王廷杰(羌)、秦安禄、李茂(藏)

主任：陈平安(羌)

副主任：阿扎拉(藏)、胥学敏、王文浩(藏)、倪学琴(女、羌)

委员：毕成裕、王祖全(藏)、杨世昌(藏)、张志联(藏)陈远贵(藏)、黄龙驹、李敦祥(羌)、

张益忠(藏)、江军富(藏)、冉华胜、胥伟、王科贤(羌)、莫代根(藏)何兴云(羌)、

孙素琼(藏)、张成祥。

理县地方志办公室

主 任：毕成裕

工作人员：焦国敬(藏)、周兴琦(羌)、陈宏霞(女、羌)、
’

冯丽娟(女、羌)

《理县志》编辑部

总编辑：毕成裕

副总编辑：胥学敏、寇仁仪、张启禄、l邓成湘I(藏)、余德生(羌)
编 辑：黄龙驹、孙昌荣(藏)、李敦祥(羌)、周兴德、刘平、赵勇、王科贤(羌)、

封洪荣、肖乾国、袁实荣(藏)、胥伟、杨碧嫦(女、藏)、张晓文(藏)、

周兴琦(羌)、焦国敬(藏)陈宏霞(女、羌)

打印、校对：冯丽娟(女、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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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序 言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好形势下，新编《理县志》付梓成

书，实为我县各族人民的一大喜事。地方志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的瑰宝之一。“夫

邑之必有志，犹国之必有史"。新修县志是一项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服务当代，

惠及子孙的千秋大业，也是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县建

置，始于西汉，迄今已历二千余年，勤劳勇敢的藏、羌、汉各族人民生息于斯，共

同创造了杂谷脑河的历史文明。但是，在漫长的封建农奴制度下，理县交通闭

塞，土地荒凉，灾害连年，烟毒遍野，械斗纠纷，干戈不息，生灵涂炭，人民困穷，

被称为“四川的盲肠"。建国后，理县各族人民翻身得解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艰苦努力；团结奋斗，发展生产，建设家乡。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后，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国民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生

活日益改善。今日理县，民族团结，人心安定，经济繁荣，百业兴旺。人民丰衣足

食，乐业安居，处处生机勃勃，呈现出一派前所未有的欣欣向荣景象。盛世修

志，既具备条件，又为社会所需。县委、县政府决定成立专门机构，动员各方力

量，遴选才识之士，广征博采，溶铸新篇。

编修县志是一项浩繁的综合系统工程。从搜集资料到编纂成书，任务艰

巨。在省、州地方志编委会的指导和各级党委、部门以及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

下，在县志办的精心组织下，按照部门志一分志一总志的编修过程，经全体编

纂人员的勤奋笔耕，凡两编方案、六修纲目、五易文稿，几经波折，屡迁寒暑，终

于成书，实来之不易。

《理县志》是一部社会主义新县志，是时代的新篇。其编纂是以马列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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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今略古，详近略

远，立足本地，实事求是，全面系统地反映了理县的历史和现状，突出民族特

色、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总结经验，指陈得失，为领导决策提供借鉴，为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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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县志

群众认识县情，励志图新提供教材，起到了资治、教育和存史的作用。理县各族

人民将从新编《理县志》中，鉴古知今，获取教益，热爱家乡，热爱祖国，发扬光

荣传统，振奋革命精神，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乘胜前进，谱写

出更加壮丽的新篇章。

《理县志》的问世，是各方面同心协力，众手成志的智慧硕果，是全体编纂

人员辛勤劳动的结晶。全志篇帙浩繁，文过百万，堪称巨著。在此出版发行之

际，我们谨向各位关心、支持帮助和参加编纂审修、作出贡献的同志和朋友们

致以诚挚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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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理县委员会书记 黄明友

理县人民政府 县长 陈 钢

一九九六年五月一日



理县客

以史为鉴继往开来

新编《理县志》经过艰苦努力，现在付梓成书，实为理县各族人民的一大喜事。《理县

志》的出版发行，既是理县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文

化建设的一件大事；既是我县历史上的一次文化壮举，也是县委和政府的主要政绩之一．

新编《理县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实

事求是、求实存真、秉笔直书，以时为经、以事为纬、以事系事，横陈事项，纵述历史，从政

治、经济、文化、地理、社会等各个方面，较为翔实地记述了理县百余年来的历史与现状，尤

其是新中国建立后的发展变化情况。志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体现了川西北藏羌民族的

风土民情和地方特色。文风朴实严谨，达到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具有鲜明的

时代特色。

以史为鉴，继往开来。新编《理县志》是我县一部记载完整的百科全书，是我县各项事

业发展的缩影，具有资政、存史、教化的作用。新编《理县志》是我县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建设非常有用的资料著述，它将为我县党政领导提供翔实可靠的县情资料，为

治理理县、振兴理县、发展理县的民族经济和社会文化事业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也是向

各族人民、特别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民族团结和革命传统教育的乡土教材。

经世致用、服务社会。新编《理县志》对于拓宽我们的视野，了解县情、扬长避短、发挥

优势、促进理县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随着新编《理县志》的

问世，将成为外界了解，认识理县的又一新载体，对促进我县的对外开放起到积极作用。它

播利桑梓、惠及子孙。全县各级干部都要阅读此书，通晓理县的历史和现状，鉴古知今，以

便在工作中，从实际出发，加快改革的步伐，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建设繁荣富

裕、文明的理县而奋斗l

理县人民政府县长陈平安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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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仞

《理县志》凡例

一、本志编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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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关于建国以

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为准绳，坚持实事

求是，坚持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两个离不开一的原则，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

性的统一，起到“资治”、“存史”、“教化”的作用。

二、详今略古，重点记述当代。时间断限，上限为1840年，下限为1990年，为了便于补

史之阙、详史之略、纠史之误，有的史料可追溯至始，以保持历史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三、详近略远，立足本县，突出地方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

四、在篇目结构上，采取小编横式，以事主篇，篇下分章、节、目。横排纵写，首列概述、

大事记、建置沿革、自然地理、人口，以综合反映总貌，然后分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

以附录、修志始末、后记殿后，力求符合志书体例，清晰完整。

五、体裁有志、记、传、图、表、考、录等，以志为主，图表分别附于卷首和有关篇章中。

六、凡地理名称、政府官职等，一律沿用通称。历史纪年注明公元，地理名称注明今地，

对人物，均直书其名，不加褒贬之词。

七、立传人物以1990年底以前去世的，对社会发展有较大贡献者为主，亦收入个别阻

碍社会发展的人物。《烈士英名录》以理县民政局提供资料为准。

八、资料来自省、州、县档案资料，有关报刊、专著及有关人士回忆材料，经考证鉴别后

载入，不再注明出处。

九、理县和平解放时间是1950年1月1日。在此之前可称“解放前”，之后可称“解放

后”。

十、本志所列各种统计数字，均用阿拉伯数字。行文中物理量单位、计量单位、数字符

号、代号，均按国家统一规定，采用国际上通行的表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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