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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i《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志》，在中共元江县委i县人民政。 ．j．

府的重视、支持下，在两任编委领导班子的具体主持、指导下，通过 ’．：

近300名各族修志人员的辛勤笔耕和四易其稿，先后历时七年，经 ，·：

县、地、省三级地方志主管部门的审定后，已经交付中华书局正式出
1“÷

版了：在志书即将付印之际；县志编纂委员会让我作序，我颇有疏才 。．

浅学：力不胜任之感。。但作为县志编委会的主要成员，却又义不容，，j‘，

辞。于是，就我个人的认识、理解和体会，写点随笔式的感想和心得，
7

并用它来替代这部县志的小序吧! ⋯_4‘：-‘。。 o，。 i

．≥，j元江是·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地方，据《元史》记载，元江地区古 j

代属于西南夷地，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9年)，设立益州郡，元‘ ，。

江即属益州郡管辖。元朝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遥设元江万户 ：

府，用羁縻政策统治元江各部人民。1913年，改设为元江县。1949年 ，，

’7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接管了元江县，成立了人民政府。． ，‘一，

1979年12月26日，经国务院批准，1980年11月22日成立了元江， ，．

．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 ·， ；，j．：一， 。一‘ 一

。‘ 元江有着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由于县内地势海拔悬殊，立体

一气候特点明显，使各类动植物均能在县境内找到适合自己繁衍的地，一，

方：’元江坝区是全国有名的。天然温室”，·年平均有效积温超过8000，

度，最高年有效积温超过9000度，是盛产稻谷、甘蔗、冬春早菜及芒 ⋯

果、酸角等热带水果的地方。山区气候类型多样，适合小麦、玉米、烤
’：

烟、茶叶、药材等农作物生长。由于受特殊环境和小气候的影响，树 ⋯

，蕨：天科木、顶果木t千果榄仁、种萼木等国家I、+耳类重点保护植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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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土地上。在高山密林中行走，不时能够见到孔

雀：白鹇、老鹰、画眉及熊、豹、麂子、岩羊、猴子、狐狸、刺猬等飞禽走

兽，还可随手采到各种花卉和药材。水力资源是元江的一大优势，全

县水能理论蕴藏量41万千瓦，可供开发的有19万千瓦。县境内有

“着极其丰富的矿产资源，现已查明的有金、银、铜、铁、铬、镍、铅、锌、

，，煤j石棉、大理石、蛇纹石、红宝石等，大量资源尚待开发；．县境内还

．有丰富的地热资源，全县共有热温泉点18处，水温为21—94℃一年

产水量约272万立方米。’¨ ≯， +i ，t|、。
二 j j．．．．，-，、‘

j’：。■元江虽然有着如此丰富的资源，但千百年来，元江人民却始终

，处于贫困状态之中。直到新中国成立、特别是自治县成立以后j元江

。．．才真正成为祖国西南边疆的一块宝地，元江人民才真正过上了温饱

生活，并开始朝小康生活水平迈进．o’． ‘o jr o．：7|。二．-

’： 自治县成立十年来，在上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县委、县人民
‘

政府结合元江各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带领全县各族干部群

众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使元江的经济建设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人民

生活大幅度提高：?1990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按80年不变价)达

1．1031亿元；县财政收入1550．3方元，财政支出4933万元；农民

，，人均纯收入643元，职工人均工资1549元，城乡人均储蓄‘369．48

+元：十年来，我们始终坚持治水办电、『?山坝结合的方针；狠抓农业基

础设施建设，促进了工农业生产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j目前，全县

已建成磨房河、街子河、章巴3座中型水库和10座小4(一)型水库，

，小(二)型水库25座，大小坝塘130多个；蓄水库容量8445万立方

．’米；并新修引水主干渠近300公里，铺设倒虹吸管近70公里。在治

，水的同时，积极进行电站建设，全县已建成骨干电站13座，电力装

机容量3．5万千瓦，1990年共发电1．3025亿千瓦小时；除满足本县

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用电需要外，还向县外输电7000多万千瓦

_‘小时。1全县还修建了各类公路1 652公里，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
．．．—2．。—．



展，1990‘年，全县粮食总产量5985万公斤，甘蔗总产32万吨。四座

，，．糖厂和铁合金、果胶、电石炭黑以及各类加工企业的兴建，使我县形。

一 ，r‘成了以制糖业为主，辅以采矿、冶金、‘建筑、建材、水电、化工、粮油加

工、果品加工、食品加工等行业的工业体系。1 990年，全县工业总产’’

值54，49万元。⋯t j一，‘’一～，1f ·。 一．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j商业、邮电、教育、科学、文化、卫。

t生、体育、城建等社会事业也相应得到发展。十年来，元江的商业网

j 点迅速发展，正在形成一个国营、集体、个体相互交织遍布全县的商，． ．

f． 业购销网络。1 990年，全县农剖产品购进额6276万元，社会商品零
“

． 1售总额9196万元。邮电通信事业也有较快速度的发展，全县十一个

乡(镇)、四个国营农场、七十二个村公所(办事处)都通了电话，1989 ，，

， 年8月；长途城市农村通信线路工程顺利完工并投入使用，使我县
_+

能够直拨全国大中城市的电话。教育事业在深化改革中稳步健康发

展，截止1990年，全县共有各级各类学校415所，1333个教学班，

在校学生32936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占在校学生的75％。有幼儿

园13所，32个学前班，在园幼儿1417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
‘

L- 观点，逐渐被普通工人和广大农民所接受，科技措施在工业或农业

上得到了较快的推广，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一批科，

研项目还获得了省政府和行署的奖励。文化事业蓬勃发展，具有本

县民族特色的歌舞节目不但应邀到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演出，还

随中国云南民族民间艺术团出访参加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意大利

的国际艺术节，深受国内外广大观众的好评。与此同时，群众性的文

化活动也越来越活跃。广播电视事业发展迅速，至1990年全县已建

卜 ‘‘卫星地面接收站31座，差转站5座，电视人口覆盖率达到78 070，极

『 ．大地丰富了人民的文化生活。富有民族特色的元江民族文化中心，

’古色古香的工人俱乐部及水上公园，凉爽舒适的空调电影院，星罗 ．’

l。 棋布的乡镇和机关文化站(室)，琳琅满目的各族历史文物，姿态各
’

卜’一I÷o。一·，．|。一‘|，■歹毛I-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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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的根雕艺术品。。·这一切，显示了我县民族文化的兴旺与繁荣。．：卫

生条件大大改观j昔日的“瘴疠之地"已不复存在，全县各乡(镇)、村‘，

(办)基本做到了有医有药，能防能治。。由于认真贯彻“预防为主，治，一；一

疗为辅”的。方针，各种疾病的发病率大大减少，严重危害儿童健康的

六种主要传染疾病基本被消灭。群众性的体育运动蓬勃兴起，几年

来我县多次参加省、地举办的各种运动会和三地州六县民族团结杯

运动会，均取得了较好成绩。i体育设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事体

育活动的业余人员越来越多，目前已基本建成的江东体育运动场，

为各族人民提供了增强体质的锻炼场所蠢城市面貌，十年来也得到 ．’

较大改观，各具特色的建筑纷纷拔地而起，脏、乱、差的现象基本改： ．，

善，澧江大桥给县城增添了光彩，导洪挡墙确保了县城的安全，江东 。 {

小区规划逐年实施，城市绿化工作受到重视，：各乡镇的面貌也发生 ◆

了根本的变化，’，+、j_o，≯◆。I!：。·：：。1．，。7 i：∥：，夸。‘j：一“．

o?建国以来，特别是自治县成立十年来，我县人民走过¨了过去几 ?

百年：儿千年的路程：‘’这段时期，是我县经济发展最迅速，人民得至Il，，．

实惠最多的时期。《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志》就是主要记述反

映这一时期发展变化的地方资料性著述。。j·‘ 一t二7．’；，，t’’

．j。几年来，由于政务繁忙，虽无暇撰写志书，但责任重大i，不敢稍

懈，便在初稿完成的基础上，从政治思想j史料数据的运用和文字的 ．．

表述以及志’书的规范、要求等方面认真地加以审读，并与县志编纂1

人员商榷j探讨、修改，直至定稿。出于这个缘故，我对全部县志的编‘

纂从体例到内容就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膏。 -o-·‘i。，

‘，．?我认为，新编元江县惠，立足于如实反映地方基本情况和特点j

突出自然优势，展现时代精神，通过大量资料数据揭示了“只有社会’ 叫

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真理，激发和加深

了各族人民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乡土之情，力求在一定程度上成

为元江这个民族自治地方的“全史”和资料性“百科全书?a这_‘重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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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o-—～新编元江县志，是我县编史修志工作方面_次划时代的重

大突破。‘一 7：7。F?；¨ ¨|．。：二；一‘，一’．；-带 √’tl‘：j t，．一0．

，．： 据考查，我县自清初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元江府官章

履成始修《元江府志》到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元江县知事黄元直

‘续修《元江志稿》的200多年间，先后编修刊印过四部地方志书。这

四部志书，各具特色，是元江各族人民珍贵的精神财富。．然而，细读

之下。}不难看出，四部志书也有不足之点和遗憾之处，‘、．j．一’：

∥ 从内容上看，旧志重人文轻经济；载入志书中的诗文连篇累牍，

尤其是记述“烈女义。士’’、：“孝子节妇”等内容占了很大篇幅，而各族

人民拓土开疆、自强不息地发展民族经济与民族文化方面的内容相

对地单薄6-|． j一：．．，。j‘oj j 7：‘v”j+。，t．j‘、一ot。．：，”‘∥j。??：．：；

～．二从史实上看，旧志记载过于简略，有头无尾或有尾无。头’，只取其

现象而忽略了具体时间、地点、计量等史实中的要素，使读者多有知

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而莫衷一是的感觉。‘ '‘_暑。 ，卜：一．，j_

，。，从修志人员的阵容上看，‘四部旧志的主修(总纂)几乎全是外籍

官员和外籍知识分子，历届修志人员最多者(如《元江志稿》)不过

70余人；少者(如康熙《元江府志》、道光《元江州志》)则只由府官、

教授(学正)等少数几个人编纂b·“∥．_；’t?‘．．．一．“。‘‘‘．：’oij o

；t’：新编元江县志，则既重人文，又比较侧重经济部类的记述，+在很

大程度上弥补和纠正，了旧志中的缺陷，注重科学性、实用性。尤其值

得一提的是，本届修志，其主编和编写人员多是本籍知识分子j其

中；少数民族(哈尼、彝、傣、白等民族)成员在总纂班子里面所占的

比例达‘50％以上’：七年来，全县先后动员了参与编写部门分志的专

职人员300人；不仅为纂修一代新志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并为后世·

修志培养、储备了专业人才：．．，．州?： ⋯’一 ．、i．．o，|：．{¨?
’

．，．'【：l；；}土新编元江县志，集中、系统地记录了本县自然与社会演变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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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t⋯⋯ 一⋯+

的历史与现状。．’ ．

‘

*，-- o ij 。V’．√．：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40余年间，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在实行和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进程中，我县编写、

刊印了反映各个领域发展趋势的大量书刊。但是；这些书刊或只突

出．了现状，不可能承上启下地展现各个领域的纵向发展进程，或书

本零落分散，其内容褒贬倾向突出及议论性文字过多，文字表述不

统一而各行其是。这些都使读者在运用资料时感到棘手和不便0‘

新编元江县志，基本上按现行行政机构体制及其行业分类立

志，第一手材料均来自部门历史档案文书和统计数据，属于内行里

手的加工品。这种以专业分志为基础，经过筛选浓缩、精雕细琢而后

合成的县志，略古详今，成了纵向反映元江兴衰起伏发展脉络，横向

展示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现状的著述及县情的总库。其篇目结构的。

安排，资料的运用，文字的表述，显示了集中‘系统、划巾的原则规

范，既便于读者浏览，更利于地方领导和社会各界读者对县情的了

解、检索和运用。一o j·E 4一、 ．一 o．j，|。。‘。： ‘，。

?--一新编元江县志；．录下了时代的强音，提高了元江这块“热土?

地”的知名度。 ，‘i，．’一1|。．。：’， 。。j ．。～卜 。q‘j‘-

元江，民族繁多，各族支系纷杂，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地面物产’

丰富，地下无尽宝藏，是红河中上游的一块宝地。但在漫长的历史年

代，种种夤缘，却少有文人墨翰予以记述反映，致使这块富饶的“热
．．

土地：，成了鲜为人知或令人谈之色变的“瘴疠之区"、“不毛之地"。新

编元江县志，以档案为其主要的依托材料展开记述，昔今对比，透过

纵向史实，承上启下地突出了元江这个民族自治地方的地理、历史

和自然特点及其民族特色，展现了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贯彻民。|。

族区域自治政策，确立了各民族的主人翁地位，充分地调动了各族

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各民族精诚团结共同开发这块“热土地，：、振’

兴元江的丰功伟绩，尤以较大篇幅的文字和选择具有直观感觉的彩．__．⋯6 7
． 。‘，

? ‘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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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与图表，记述反映了元江各族人民在党的正确领导和国家的大力 ．．’

扶持下，依靠科技，因地制宜，扬长避短，择优发挥，探索和制订“山．．

坝结合，治水办电，开发坝区，带动山区"的这一发展模式，促进了工 。

农业生产的腾飞与两个文明建设的发展：在重点突出记述发展民族 ．?，

·．，经济的同时，新编元江县志“民族篇”对县境内各族人民的族源、语 ，

’系、习俗风情和各民族友爱相亲、礼尚往来的优良传统、璀灿的民族
‘1

文化及其勤劳、强悍、淳朴、聪慧的民族气质也作了如实的记载。‘ ．{

所有这些，既能给读者以强烈的印象，又能有助于读者认识元 √．

江、了解元江。， ．一

1|

．’．

．．， 综上所述，新编元江县志；尽管它的篇目结构和文字表述上还’

⋯．不尽完善，但对元江这个文化水平和文化素养还较低的民族自治县’ ·，。t‘

- 来说，完成了洋洋百余万言的志书也可算难能可贵。总之，新编元江4
、

．’

．、县志力求做到缜密、细致、严谨，观点正确，材料新颖，有根有据，翔 ，一

实可靠，内容丰富，尽量囊括和总揽元江各行各业的资料于一册，使 。．，

之成为元江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历史与现状的缩影集成，具有重

大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历史意义。‘ ．。

“．这，大概就是新纂元江县志总的精神所在，也就是我的这个小

序的结语!。

最后，就此机会，我代表中共元江县委、县人民政府和元江哈尼。。

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向省、地、县地方志部门的领导、县 √

．． ’内外参与修志的同志以及中华书局等所有为《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
’- 自治县志》的编纂、审定、出版、发行工作付出了心力的同志们、朋友

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I．

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县长
“

县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杨世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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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县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一

记纵贯古今，着重记叙建置元江万户府以来的大事、要事；31个专志横列门

类，纵述史实；附录辑存收录了一些单项性的重要资料⋯

下限一般截止1987年，但有些部门的发展情况和统计指标，适当延伸到1988．．．’，

年。
”

．

，_

‘．五、本志人物坚持“生不立传一原则，立传以对社会发展有较大贡献的人物

六、本志行文中引用历史文献资料，一般译作现代汉语。重要史料以及难

释语意的专用词句，一律加引号：并加括号作简要说明。
‘|

七、政区及机构名称均系当时名称，古代地名用历史名称，现代均用现行 ·

八、各项数据，一律使用统计局数字，不属统计范围的则采用各有关单位 -

数字。’·
．I

．。

一1

．‘

九、历史纪年采用当时的年号，夹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一律

十、1949年前的计量单位，一般按当时的计量单位书写，可换算者换算为

现行标准计量单位并加括号注明；1949年后的计量书写一律用现行标准计量

单位。 ．‘
。

十一、党政部门或重要会议的名称，如“中国共产党元江县委员会"、“中国

共产党第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三次中央委员会议"等，除第一次出现时使用

全称外，以后均简称为“县委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等；“新中国一和“建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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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均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建立后的时限(即1949年10月后)。

十二、本志一律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实施的第一、二批

简化汉字。‘㈠‘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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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本志材料来自省、地、县、档案资料以及史书、旧志、家(族)谱、地方

金石碑刻、报刊、专著和党史资料：有关人士的回忆材料，经考证鉴别后选择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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