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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共丽江地委委员、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委员会书记 和自兴

《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志》面世了，这是我县文化建设事业取得的又一重大成果，可

喜可贺!

丽江山明水秀，气候宜人，物产丰富，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民风淳朴。玉龙雪山

风景名胜区是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丽江古城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和世界文化遗

产。丽江木家桥出土的“丽江人”头盖骨和股骨化石，其他许多地区出土的新石器、青

铜器时期文物，都证明丽江是人类创造古代文明的地区之一。千百年来，以纳西族为主

的丽江各族人民在这里和睦相处，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丽江文化。元、明时期，丽江历代

木氏土知府效忠中央王朝，维护国家统一，“知诗书，好礼守义”，丽江经济文化获得较

大发展。清朝雍正元年“改土归流”后，经过历任流官的经营和治理，丽江文化昌盛，

人才辈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数丽江各族儿女为推翻“三座大山”，前仆后继，

英勇奋斗，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勤劳勇敢的丽江各族人民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探索前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成就。

其间，有很多史事需要记载，很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特别是解放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和工作中的利弊得失需要记述。《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志》为我们提供了丽江从古到今政

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资料，我们要使这一翔实、可靠的县情资料充分发挥其“资

治，存史，教化”之功用，为丽江的“两个文明”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

“方志乃一方之全史。”要搞好一个县的工作，不仅要认真研究中央的方针、政策，

而且要深刻了解县情；不仅要认识现状，而且要了解历史。关心民族的历史，才能更好

地开创民族的未来；熟悉民族的文化，才能更好地推动民族的发展。“一届志书完成之

日，就是新一届志书开修之时。”希望方志工作者认真总结修志经验，继续做好续志工

作。

丽江的昨天已载入史册，丽江的明天有待我们去创造。让我们继承和发扬自强、广

纳、进取向上之精神，团结一心，努力奋斗，把丽江建设得更加美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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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中共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委员会副书记、

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县长 杨廷仁

《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志》是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丽江设县以来编修的第一部县

志，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丽江编修的第一部社会主义时期的新县志。县志的公开

出版，是我县精神文明建设取得的重要成果，是丽江的一件大喜事。

《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志》全面地记述了本县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突出了地方

特点、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是一部有史以来全面反映丽江各方面情况的资料全书，它

将为丽江的“两个文明”建设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之优秀文化传统。清乾隆年间任丽江知府的江西安福人管学

宣，在任内除积弊，重农桑，兴教育，并主持纂修乾隆《丽江府志略》。清光绪年问，

知府陈宗海、冒沅又续修成《光绪丽江府志稿》。但设丽江县以来竞未修成一部县志。

80年代初，丽江县组织纂修县志，历届县委、政府对修志工作倾注了大量的精力。本

届政府把修志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常抓不懈。1998年10月，县委、政府成立县志编纂

领导小组，调整充实了县志编纂班子。经编纂人员的奋力拼搏，1999年12月，150余

万字的县志总纂稿编成，并通过上级评审验收。修志的目的在资政，在育人。全县各级

领导要把修志、读志、用志当做工作和学习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使县志真正发挥知古、

鉴今的作用，更好地为丽江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许多仁人志士为了丽江的发展进步和民族的振兴而求索和奋

斗。经过全县各族人民的努力，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丽江县的社会经济得到了极其

显著的发展。如今，县委、政府又提出把丽江建设成为旅游大县、民族文化强县、环境

优美的生态县、著名的国际旅游景区的目标。史鉴在前，任重道远。让我们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抓住机遇，积极进取，为实现上述目标而奋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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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编纂指导思想，力求客观地记述丽江县

自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历史与现状。

二、记述地域范围，以现境域为记述重点，因历史上县域曾有过变化，部分事项需

追溯本源，有的事项直接涉及境外等原因，适当兼及域外；县境省、地单位之事，亦作

简要记述。

三、按“详今明古”的原则，各入志事物的上限，只要有资料可证，均从发端记

起，下限记至1990年，个别入志资料及照片适当下延。

四、记述体裁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概述、大事记置于专志之前不

序卷，附录、编后记殿于全书之后，亦不序卷。专志采用卷、章、节、目结构，以卷统

章、节、目。

五、除附录及引文外，采用语体文、记述体、简化字，志中数据、计量单位、纪年

等均按国家现行的有关出版物的统一规定表述。解放前的计量单位按当时所使用的情况

表述。

六、立传人物遵循“生不立传”原则，以本籍人物为主，亦志居住本县较久，且影

响较大之外籍人物。

七、基础资料来自正史、旧志，国家、省、地、县档案馆及出版物，部分为修志人

员向社会采访、调查的口碑资料。统计数据采用统计局提供的法定数据，部分采用部门

提供的数据。

八、记人记事直书其人其事，不加褒贬称谓及职衔。机关、团体称谓首次出现用全

称，出现二次以上用简称。

九、志中“解放”一词，特指1949年7月1日中共丽江地下党组织接管民国丽江

地方政权，建立中共领导的地方政权及之后的时期。“50年代”、“80年代”等，均为20

世纪所属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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