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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沧源县委书记王毅

沧源佤族自治县县长 李彬

历经四届编纂委员会的努力和修志人员近八载的忘我笔耕，千年佤山第一志——《沧

源佤族自治县志》终于问世了。这是沧源各族人民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可

喜可贺!尤为难能可贵的还在于，这一浩繁的文化工程，这一部可靠、可用的信史，是由

一群党培养出来的佤族新一代知识分子来主持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说明佤族人民已

经开始跻身于先进民族之林!

沧源，是祖国西南边陲的一块宝地，自然条件优越，物产丰富。这里有三千多年前的

文化遗物、省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沧源崖画群，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广允缅

寺，有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国家级南滚河自然保护区，有神奇迷人的自然景观和多姿多彩的

民风民俗，有大力发展边境贸易的区位优势，还有勤劳善良、热情好客的佤、汉、傣、拉

祜、彝等各族人民⋯⋯这是一块大有开发前景的热土。

沧源崖画和农克硝洞旧石器时代遗址、芒卡坝、丁来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石器文物

充分说明：三千多年前，沧源的各族先民就已开发、建设这块土地。一百多年来，沧源各

族人民为追求生存和光明，为捍卫祖国的尊严，与自然、与阶级压迫、与入侵的外敌进行

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为这块土地的繁荣和进步谱写了一曲曲胜利的凯歌，在中华民族御敌

保土的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后，沧源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团结一心，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

的精神，因地制宜，不断深化各项改革，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

设不断跃上新的台阶，各项社会事业取得了跨越世纪的进步。

读罢《沧源佤族自治县志》，我们认为资料丰富，体例规范，文风朴实，记述得当。

全志以翔实的史料记述了沧源自明朝以来近600年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是迄今为止

较全面反映沧源县情的官修志书。不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而且具有浓厚的边疆民族特

色，可谓百科全书。通读本志，我们可以了解沧源的历史与现状，可以领略到创业者的足

迹和艰辛的历程，可以感受到成功与失误的经验和教训。它既是一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

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最为生动的乡土教材，又是我们这一代人留给子孙后代的一份不可多得

的宝贵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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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沧源佤族自治县志

修志的目的在于存史、资治、教化。我们希望生活在沧源这块热土上的各族人民珍

惜、热爱这本县志，利用好这本县志，使之在今后的“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应有的社会

功能。愿大家热爱沧源，建设沧源，振兴沧源，使全县各族人民早日摆脱贫困，过上文

明、富裕、幸福的生活。同时希望我们的史志工作继续不断，使之更上一层楼，再结出丰

硕的果实。

遵嘱志序。谨向《沧源佤族自治县志》全体编修人员，向为县志提供资料的各界人士

和关心、支持县志出版的单位、仁人志士致以衷心的感谢。

199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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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饲

凡 例

一 《沧源佤族自治县志》，立足存真求实，旨在资治、教化、存史。

二本志遵循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制定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以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

力求客观地记述全县的自然、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三本志采取编章节目体，述、记、志、传、录五体结构，图表穿插于正文间，主要

照片置于卷首。按照先自然后人文，先经济基础后上层建筑的顺序，以事归类，横排纵

叙，分类记述，全志设概述、大事记、专志、人物和附录，计33个部分。

四行文参照执行1990年3月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制定的<(云南省志>行文要则》，

地名使用一律以1988年10月县人民政府编印的《云南省沧源佤族自治县地名志>为准，

古地名加注今地名。

五大事记以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一年之内月份不明、一月之内日期不明

者，均记于年末和月末，每事加以“△”符号。

六人物立传坚持生不立传原则，以本籍人物为主，兼记在县内有过突出贡献或具代

表性的客籍人物，其排列以卒年先后为序。

七各种统计数字原则上使用统计部门的数字；统计部门没有数字的，采用有关业务

部门的数字；小数点后边的数字保留两位，第三位采取四舍五入。

八本志上限可能追溯至事物发端之时，下限止于1990年。在附录中增补了1991—

1995年全县大事记及党政主要领导名录。

九中华民国时期及其以前年代用汉字书写，括注公元纪年，如：同治十三年(1874

年)、民国二年(19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统一使用公元纪年。

十机构名称和专用术语，首次出现使用全称，重复出现时用简称，如：沧源佤族自

治县简称“沧源县”；“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

十一本志资料来源于国家各级馆藏档案、文献；各乡镇和各部门、各界人士提供的

部门志、专题资料；社会调查、采访、实地考察以及金石、口碑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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