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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志机构人员

《天全县志》编纂机构及人员

‘

《天全县志》编纂委员会

(一)1983年1月至1984年4月
。

主任委员罗征尧 ．．

副主任委员 高明星 罗国栋

委 员 郑 勋 l戴邦华l 张文辉 ．

刘登骏 周明时．裴大元。 。

．(二)1984年4月至1990年4月

主任委员杨明范
’‘

副主任委员 何代富 高明星

委 员 余洪刚 陈庆文匿亘圈 罗国栋匿圜
廖寿康 刘登骏 刘祖康 杨国信 周明时

张文辉 陶世新 帅培华。黄大刚 曾 啸

裴大元
。

(三)1990年4月至1993年5月

主任委员汪大智 ·

副主任委员 高明星 高兴全 江汉平 曾 啸

委 员 方清林 宋洪诗 尹礼谦 余洪刚 高守儒

康和声 杨才义 裴大元 胡锡彭

． (四)1993年5月

主任委员高福林 ．

副主任委员 曾 啸江汉平

委 员 宋洪诗 方清林 尹礼谦 周明时 程在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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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夭全县志

康和声 杨才义裴大元 胡锡彭

‘天全县志>顾问医盈 隗瀛涛

《天全县志》工作分管县长或副县长(以先后为序)

高明星 何代富 黄若冰区圜 彭定邦

汪大智病福林 曾英慧

《天全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罗国栋(1983．1"-1984．4)

曾 啸(1984．4"---1996．8)
‘

副主任江汉平

工作人员 颜煜修艾培君 曾 革 l萧文瀚l 高子华

l郭培剐I 曹 剐 兰 建 许卉芊

总编辑

执行总编

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

特邀编辑

摄 影

统计图绘制

《天全县志》编辑部

裴大元

江汉平 ，

胡锡彭
’

．

曾 啸 裴大元 胡锡彭 卢家珍刘怀玉

杨大定 杨仁飞 高子华匿圈 曹 刚

王天灵 张凤翔匝圃
周明时杨万川 杨 雄

姚宗平



修志机构人员 ·3。

《天全县志》初审人员

初审成员 曾 啸 江汉平 裴大元 胡锡彭

《天全县志》复审小组

组 长汪大智

成 员 宋洪诗 高明星 高守儒 江汉平 曾 啸
‘

裴大元 胡锡彭

《天全县志》终审机关及人员

终审机关 四川省雅安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志书终审组

终审人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军 王顺根 刘澄舫 卢炳贵

卢健全 邢浙生 阳宗勤 何仲杰

李芝清 张连宗 张朝品 张祖恩

郑树涛 范子英 杨咏秋 高尚光

凌家清 曹 宏 曾圣敏 舒銮泰
’

黄 石 黄玉昆 廖新林 樊庆贤

黎加一 蔡雪梅 戴廷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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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天全县志序

新修《天全县志》出版问世了。

这是我县弘扬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
／

丰硕成果。

天全地处四川盆周山区西缘，山青水秀，资源丰富，历史悠久．早在五、六

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在此生存繁衍，劳作生息。汉元鼎六年(前111年)，司

马相如受命入蜀，_略斯榆一，置徒县，便开始了建县的历史。此后2000余年．沧

海桑田，历经多次社会变迁，绿水不息，青山仍在，社会进步了，经济发展了，历

史内涵也更为丰富了。自隋以降．乃有多次修志之举，并有清咸丰八年编纂而

成的<天全州志>(八卷)刊行问世，为后人留下了一份难得的地方文化遗产，令

后来。治斯土者，览之而知政之张弛l生斯土者，读之而知所劝惩"，在一定程度

上发挥了“存史、资治、教化一的有益作用。

1950年1月，西康起义，天全和平解放，人民政权建立，历史翻开了全新

的一页．40余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县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的伟大事业中，艰苦奋斗，开拓前进，战胜困难，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光辉业绩，

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天全同全国各地一

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推进改革开放，政通人和，百业俱兴，城乡面貌El

新月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生机盎然。多年来，农业丰收，工业勃兴，流通活

跃，市场繁荣，文化发展．科教进步，社会稳定，新风树立，昌盛空前，形势喜人．

盛世已至，岂能无志。 ，’

J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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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天全县志

于是，自1983年起，县委、县人民政府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积极响应党

中央。盛世修志"的号召，按照上级政府的要求，将新修社会主义新县志这一

。千秋大业，不朽盛事一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切实加强领导，组织力量．积极开展

修志工作，以批判地继承和发扬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为己任，填补了我县百余

年县志缺失的历史空白。历时12年，在部门志成果叠出的基础上，新编《天全

县志》经多次修订，通过三审，遂竣其功。

新修《天全县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严格遵循实事求

是的思想路线，发扬中华民族编史修志的传统优良美德，努力摒弃伪饰，不溢

美，不隐恶，去伪存真，力求客观，务求公允，寓思想于客观记述之中。行文述而

不作，惟求对历史负责，对桑梓负责，为时代立言而已。

‘新修<天全县志>，是我县一项重大的地方文化系统工程。县委、县人民政

府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动员广大干部、群众，关心、支持和参与修志。在。方志宗

师一朱士嘉教授、现代史学家隗瀛涛教授和省、地方志业务部门的指导下，依靠

各级领导，依靠各方面行家里手，依靠人民群众，依靠修志人员，扎扎实实开展

新修县志的工作。所幸所谢者，新修‘天全县志：》靠修志人员含辛茹苦、笔耕不

辊、默默奉献，博采资料，严加考核爬梳，扬方志编纂传统方法之长，依。三新一

原则(新观点、新资料、新方法)，按。三性一(科学性、资料性、思想性)要求，所编

纂而成我县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新县志。

新修《天全县志>横排纵述，章节构架，依体裁多样互补，所载史料翔实，包

含内容广泛丰富。全志26个单元，90余万字，采用述、志、记、传、录、考、表、图

等多种体裁，记述与辑录有机结合，举凡全县的自然地理、历史沿革、近现代大

事、政治、军事、社会风土、人物，特别是经济、社会所涉各个领域、各条战线工

作和建设的发展、变化，均有全面系统的记载。同时，全志还十分注意力避。上

犯旁侵"之弊，合理安排详略，力求。详近略远、详特略同一，尽力凸现地方特色。



序 言 ·3-

综上所述，新修‘天全县志>不失为具有地方特色的百科全书式的。县情总

汇一，可为各级领导提供丰富的历史信息、决策参考，可为各条战线的科技工作

者和实际工作者提供实用资料，可为县内外各界朋友提供知我天全、爱我天全

的乡土教材。无疑，新修<天全县志>的出版发行，是全县人民政治、文化生活中

的一件幸事，诚可谓承先启后、沾溉子孙的。不朽盛举一，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愿读者识焉，谨序之．

4’

中共天全县委书记彭定邦
?

天全县人民政府县长高福林

1994年元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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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新编《天全县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遵循<新编

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实事求是地记述全县各个方面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横排纵述，事以类从，由概述、大事记、专志、人物及附录组成。概

述综合县情，总摄全书l大事记记叙1911年以来的大事、要事I专志横列门类，

纵述史实，依次设建置沿革、自然地理、人口、农业、林业、茶业、水利电力、工

业、交通邮电、商业、财税金融、城乡建设、综合经济、党政群团、军事、司法、民

政、人事劳动、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医药、社会风俗、人物、附录等。鉴于天全边

茶种植和加工历史悠久．林业开发利用系当地优势，特将茶业、林业升格为专

志1人物分传记和革命烈士英名录l附录收集有关重要资料于卷末，并有少数

散见于有关篇章之中．

三、本志体裁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以志为主，章以下设节、目．文

体系语体文记叙体，除概述有叙有议，叙议结合，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

末体相结合外，其余均用记叙文体，寓观点、褒贬于资料、史实之中．

四、本志详今略古，详近略远，上限为1911年，但对有些史实作必要的追

溯；下限为1985年．个别地方有所突破。记载范围，主要为县辖区域，对原划出

地区，只在系事涉及时加以叙述。

五、历代纪年皆用其年号，后加公元年号，解放后使用公元纪年。志内所称

。解放前一、。解放后纾系指1950年2月8日天全县人民政府成立前后。

六、政区及机关名称。均系当时名称，地名除必要时使用历史名称外，均使

用现行标准地名。 一

， 七、各项数据，以统计部门的为准。如有缺项，则使用业务主管部门的统计

．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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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八、数字书写、专用名词、术语、标点符号、简化汉字等方面的技术规范问

题，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历史上的度量衡单位采用当时通行标准，必要时加

注说明．凡涉及1953年以前流通的旧制人民币，一律换算为新制币值。

九、入志人物以本籍人士为主，包括少数长期活动在天全而有较大贡献的

客籍人士．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对立传人物只记事迹，不作评述，以卒年为序

排列．对尚在世而有影响和功绩之人士，采取以事系人的方法，写入有关分志。

十、本志材料来自省、地、市、县档案资料，正史、旧志、家谱、专著和有关的

报刊．以及有关人士的口碑，经考证鉴别后载入．文中所引的材料，一般都不注

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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