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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源解放后编修的第一部《盐源县志》出版问世，意义深远，来之不易，

可喜可贺。

盐源县是祖国西南边陲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古县。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

135年)即设置了越寓郡定笮县，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尽管西汉便载入

史志，自明有志，清又三修，民国期间再次编纂，现存有三种旧志残本，各有

所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盐源的历史轨迹，为我们了解过去保存了珍贵的史

料。但旧志难免受经济和时代的局限，重人文轻经济，多封建伦理节义，无人

文民族历史，远远跟不上时代的需求。解放四十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各民族从封建社会、奴隶社会、原始社会末期一步跨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实现

了重大的历史性的跨越。全县经济繁荣，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人民安居乐业，

为盛世修志创造了条件，特别是80年代，全国修志热潮大大加快了盐源县修

志步伐。1986年县组建县志编纂委员会，并成立县志办公室，着手搜集资料，

制定规划，组织编写县志。编委会整整用了十年的时间，历经三届政府，投入

大量人力财力，多次纵向横向外调资料，广泛吸收听取各阶层人士意见，是前

所未有的。编修人员坚持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针，编辑

部门志十部，部门资料汇编三十份。在广征博采，占有翔实资料的基础上，四

易其稿，“三审三改’’，字斟句酌，终于编修出了这部近一百五十万字，具有社

会主义时代特征的新《盐源县志》。

对有两千多年建制的盐源县来说，历史是一笔宝贵的财富。《盐源县志》力

求思想性、科学性、时代性、资料性的统一，全面记述了全县自然、经济、社

会的历史与现状，是县情的生动集中反映。它既是盐源历朝历代兴衰起伏，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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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以来所形成建置沿革、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风土人情的壮丽画卷；

更是社会主义新时期，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意气风发，重振河山，

取得瞩目成就的辉煌篇章。经济篇突出了农业、林业、畜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

浓墨重彩；地理篇展现了丰富的土地、矿产、旅游、森林、水利资源，“金盆

宝地’’，得天独厚；中国西南最大的苹果商品基地，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泸沽湖

独放异彩；历史悠远的古丝绸之路和盐铁开发史，众多民族风情，民族地区独

特的羁縻和土司统治史跃然纸上；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平息叛乱和建设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史波澜壮阔，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盐源人民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把一个繁荣兴盛的新盐源载入了史册，反映

了当代盐源人的精神风貌和执着追求。新《盐源县志》是各级领导和干部认识

盐源、热爱盐源、建设盐源的科学指南，是对全县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爱

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乡土教材，是全县人民抓住历史机遇，发挥优势，扬

长避短，实现跨世纪战略目标必读课本。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缺陷在所难免。

地方志是一项代代赓续、绵延不断的文化传统，不足之处，我们相信会在发展

中逐步完善。

盐源这方沃土，人杰地灵，前途无量，有幸与全县人民一道为盐源美好的

明天而共同奋进，深感欣慰；参与县志修编，又感到盐源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仍

然存在，加快发展，时不我待。

站在世纪的交点上，我们聆听历史的呼吸和心声。让我们肩负历史，负重

自强，团结奋进，阔步迈向光辉的21世纪。

中共盐源县委书记王金铁

199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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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1

凡 1歹IJ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按照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关于《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全面记述盐源县自然、

社会的历史与现状。既忠于历史，又排除有闻必录的自然主义倾向，反映事物

的本质和主流，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为“资治、存史、传今

信乐"而著。

二、盐源是一个多民族古县。本志记事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和民族团结进

步的原则，．充分反映各民族的特点，尊重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

三、本志断限上起所载事物的发端，下迄1990年，有少数内容伸延至成

稿之时。

四、本志遵循“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则，着重记述前志(光绪十七

年《县志》)，后至1990年百余年问的史实，详载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成就。对前志以前的历史择要

记述，并坚持“详旧志之略，补旧志之缺’’，以存历史全貌。

五、本志结构为三段式，首段立概述、大事记，此为志之经；中设篇章，

此为主体；末缀人物、杂录，此为志尾。

六、本志记述地域范围一般以盐源县现行版图为限，凡不在今境域内的人

和事，虽史志有载也一般不收录。

七、本志叙事依时为序。坚持横排竖写、层层相依。但对不存在连续性的

政治实体，如党派等则以时横分；先记消亡的，后记现有的。为突出盐源县特

点，有的方面突破归属，另立篇、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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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志记事从实际出发，坚持“资料第一，体例第二"的

篇幅匀称。 ；

九、本志对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遵循“宜分不宜合"、

的原则，散记于《大事记》、《经济综述》等有关篇章。

十、鉴于篇章内容须“详备不阙"，本志保留了部分交叉互见的文字，但

记述角度和侧面有所不同。

十一、本志《人物》分传与表，概立没世者，但各专志以事系人不受此限。

对立传人物记其功绩，以彰往昭来，也立个别奸宄人物，陈其劣迹，以示惩戒。

十二、本志引文忠实原文，但对溢美或滥用之词略而不书；加字或补字用

()表示，缺字或无法辩认的字用口号注明。

历史纪年照历史习惯，用中文书写，并加括号注明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

字书写；解放后用公元纪年，并一律用全数。

本志所称解放前，指1950年3月25日盐源县解放以前，3月25日以后

为解放后。

十三、用字和行文，以文字改革委员会编印的《简化字总表》、《第一批异

体字整理表》为准；标点符号以《新华字典》1971年重排本《常用标点符号

．用法简表》的规定为准；数字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七个单位《关于出版

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

解放后历年的经济数字，除工农业产值按1990年不变价折算外，其它均

为当年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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