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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研究员

髯 超

禄劝在云南省的历史上是一个面积狭小而名气颇大的地方。

禄劝之所以出名，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是它的地理位置。禄劝位于省城昆明的西北部，与昆明

相距百余里。禄劝的北部和四川的会理、会东2县隔金沙江相望，

在成昆铁路建筑前，一直是昆明通向四川的咽喉地带，在各民族

和睦、太平盛世的今天，它对昆明的安全保障已无足轻重，但在战

乱频仍的旧时代，却被视作昆明西北部的。屏藩”。

其二便是它的突出的人文历史。这就是城堡修建在今屏山镇

克梯办事处、在元、明两朝活跃于云南政治舞台上的强大的凤氏

土司。凤氏土司，习惯上被称为“武定凤氏土司”。元、明时期，武

定为府，禄劝州归其所辖，而凤氏历代为武定府知府，但实际上应

算作禄劝州籍贯。因此说他们是禄劝人也符合实际。

目前，彝族在禄劝是除汉族之外人1：／最多的民族，这种状况

是有其历史渊源的。因为在宋、元时期东爨鸟蛮37部中就有罗

婺、洪农碌券、掌鸠法块3部分布在这块土地上，其城堡遗迹至今

依稀可辨。罗婺部兼并洪农、掌鸠2部后，以武力强大而雄踞各部

之首。这个部的统治集团曾先后出现过安慈、弄积、商胜、凤英等

杰出人物。安慈以武略见称，极受元朝廷器重，被封为“武德将

军”、云南行中书省参政(相当于副省长)。安慈的儿子弄积，一名

三保奴，被元朝廷任命为八百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八百等处”即

八百媳妇国，也就是今日泰国北部的清迈、清菜地区。元成宗大德

年问，也就是公元13世纪末期，元朝廷以其不奉“正朔”而发兵征

讨，但远征军行至贵州境内即被少数民族军队包围而遭失败。元

成宗铁木耳羞愧至极，又欲重新发兵，使中国和八百媳妇国的关

系被搅得十分紧张。最近，我在研究元朝廷与八百媳妇国关系这

个题目时，深为史料短缺而苦脑。当发现檀萃辑录的《凤氏本末》

中记载弄积担任八百等处宣慰司军事行政长官期间协调八百媳

妇国和元朝廷的关系这一条史料时，心情分外高兴。在弄积的努

力下，双方的关系从大德年问以后，一直处于和睦状态。由于弄积

在处理此问题有贡献，被皇帝封为“亚．中大夫一。著名政治家赛典

赤傲云南平章政事时，用“攻心”政策平患了元江罗檠部的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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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后世称赞。弄积担任八百宣慰司都元帅时，改善了八百媳妇国与元朝廷的关系，所以

《凤氏本末》说，弄积的功绩可以和赛典赤相映争辉。弄积的夫人商胜是一位识时务的女中

俊杰。洪武十五年(1382年)正月，即明军主力刚进入昆明，云南大部分地区尚待平定之

际，商胜即率先将元朝廷颁发给其丈夫弄积的金牌、印信等缴纳于明军，表示和元朝廷割

断关系，归顺明廷。同时，还立即运送大米一千石至昆明金马山明军军营，解救明军缺粮之

急。她的举动博得明太祖朱元璋的高度称赞，特命她于第二年去南京朝觐，并随即任命她

为武定军民府知府。商胜是明代云南为数甚少的少数民族女性知府之一，而且又是明代云

南第一位被任命的少数民族女性官员。商胜的孙辈阿英，受汉文化影响很深，他文资武备，

清正廉明，极有作为。《凤氏本末》说：“英之在官也，正己爱民，勤于政务。四礼正家，一经

教子。开辟田野，教民稼穑，历练武勇，弓马娴习。当道交荐，故所至有功。又知人善任，麾

下乐为用命”。由于他对明朝廷极其忠诚恭顺，又在平息一些地方的叛乱中战功卓著，所以

皇帝特赐以“凤”姓，同时赐给镌有“尽忠报国”四字的金带，官阶也不断不升，做到云南布

政司右参政、中宪大夫。禄劝土司姓凤由此而来。以上是凤氏土司最辉煌的一段历史。纵

观云南大大小小的土官土司数以百计，然而还没有任何一家像凤氏土司那样人才辈出，受

到朝廷如此深厚的宠信，官又做得那么大。当然，风氏土司也有一段不大光彩的历史，这便

是从嘉靖初年到万历末年70年间凤朝文j凤继祖、凤阿克的3次叛乱。凤朝文曾以二万之

众包围昆明，震动全滇，嘉靖皇帝特派了一位兵部尚书，调动川、黔、滇、湘4省兵力平叛。

凤阿克也和乃父一样，在昆明城外耀武扬威，强行夺走武定知府印信，又一次震撼全省、惊

动朝廷。黔国公沐睿、云南巡抚陈用宾为此事丢了鸟纱帽，被投入监狱。

我在为这部新纂的县志写序时用了千余字的篇幅评述凤氏土司，并非无端的在发思

古之幽情。而是因为每每读这一段云南地方历史时，惊讶这块在若大云南宙只僻处一隅的

小地方，竟然在历史上屡次演出轰动朝野的活剧。这是需要历史学家认真研究的一个问

题。

由于种种历史原闺，禄劝在今天仍然是国家级的特困县之一。经济上落后，财政收入

少，当然制约着文化事业的发展，但是这种状况却不可以和文化思想落后划等号。事实上

不论在历史上或是建国以后，禄劝的文化教育事业都是比较发展的，这是一个优良传统。

从1982年以来，禄劝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对地方志工作是比较重视的。他们把编纂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志》看成是振兴本县文化事业中的一件大事，所以早在1982年全省

普遍开始编纂县志时，他们就建立了县志编纂委员会，着手县志的编纂准备工作。1988年

以后，编纂工作步伐加快。现在，在经历了12个寒署之后，于今年9月，由县委、县政府主

持召开了一次评稿会，邀请在禄劝工作过的老同志、专家学者、本县有关单位的领导欢聚

一堂，审定县志稿。我也烂竽共同。会前，我只粗略地读了大事记、概述、民族、文化等少量

章节。我得到的印象是，这部县志稿在资料的取舍、门类的排列、行文风格、文字的繁简以

及体例等方面都比较得体，是编纂得比较好的一部稿子。当然，也确乎还存在着若干不足

和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我认为，既然是“稿子”，就应该把它存在的不足乃至谬误视作正常

现象。自从评稿会以后又过去了三四个月，主编李克纯同志和县志办的同事根据大家的意

见对县志稿进行了认真修改，稿本中的不足得到了补充，谬误已经改正，定稿工作已经完

成，并定于1995年正式出版面世。这是继民国《：禄劝县志》刊印后将近70年来的一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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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第一部《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志》，就其立论主旨、史料

汇集之翔备、编纂方法之科学，都是康熙《禄劝州志》、民国《禄劝县志》不可比拟的。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及这部新县志的主编李克纯同志。我做地方志工作至今十又半年，

我们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市，但与他真正相识却只是最近Z年的事。他留给我的印象是朴实

无华、拙于辞令，理头苦干，坚忍不拔。他学历不高，由于这一点而未评上高级专业技术职

称。然而正如我们见到的现实情况，某些学历高并拥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其学识水

平未必与其高级职称名实相当。没有大专学历和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入，其学识水平又未

必与此成正比。云南本届做地方志工作的人中，尤其是担任地州市县志正副主编的人中有

不少入学历不高，也没有评上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有的甚至任何头衔也没有，但志书却编

印出来了，而且获得好评。要之，要看一个人的实际学识水平，要看他所编写的东西的质

量，不能光看其学历与专业技术职称之高低。李克纯同志在经费不足、人手少等诸多困难

的情况下，带领县志办的同志艰苦奋斗，不计报酬，不知牺牲了多少个星期天和其他节假

日的休息机会，终于编纂出百万余字的《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志》，对禄劝自元代建州以来

700余年的自然、社会经济、人文作了全面系统记述。这部县志的完成是禄劝文化建设史

上的一项重大成就。不论当代和今后，想要全面地了解禄劝县情的人，都可以从这部县志

中获得基本的回答。

现在，《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志》即将正式发排印刷，我不揣浅薄，写了上面一段文字，

聊以充“序”云耳。
‘

一九九四年十月于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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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生活在这片神奇富饶土地上的各族人民，用自己的智慧和

辛勘的劳动，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举世闻名的中国工农红军二万

五千里长征，曾两度经过禄劝，在各族人民心中播下了无产阶级

革命的火种，为禄劝增添了光彩和荣耀。新中国成立后，各族人民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

利，全县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社

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齐抓的方针指引下，国民经济得到

持续、稳定的发展，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有了很大提高。在金

县43万各族人民迎来自治县成立lO周年大庆之际，作为献礼成

果的《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志》的出版问世，是一件惠及当代、造

福子孙的大事，必将对全县的两个文明建设起到推动作用。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地方志是中国光辉灿烂

的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枝奇葩。禄劝在清代康熙、乾隆、光绪年问编

修了3部地方志，民国年间编了两部。自1925年《禄劝县志》印刷

出版至今的70年问，禄劝地方志编纂是一个空白。而这段时问，

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经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新中国，

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辉煌胜利的历史时期。在这个十分重

要的历史时期，编纂一部统合古今、闪耀社会主义思想光辉的新

县志，是全县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也是时代赋予的重任和机遇。

在自治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县级各单位和各乡镇的积

极参与下，县志办和广大修志工作者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

指导，遵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按照

《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的原则，勘勤恳恳、埋头苦干，完成了

自治县委、县人民政府交给的任务，实在是可喜可贺。，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志》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详尽

地记述了禄劝从自然到社会，从政治到经济、教育、文化等各个方

面的兴衰起伏和发展变化I记述了全县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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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建设的宏伟事业中所走过的光辉历程，以及在前进中遇到的挫折和失误。它是建国后禄

劝第一部观点正确、体例完备、资料翔实、文风端正、融思想性和科学性、资料性为一体的

“百科全书”，它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浓郁的乡土气息。《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志》的问

世，将为全县各级党委、政府制定社会经济发展规划提供可靠的依据，是对全县各族人民，

尤其是对青少年进行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热爱社会主义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社会主义理想

教育的乡土教材}并且，它在宣传禄劝，使更多的人认识禄劝、了解禄劝方面必将起到积极

的作用。我深信，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只要全县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坚定不移地沿着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一定会把禄劝建成

一个团结、富裕、文明的民族自治县。

●
-，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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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 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

立场，力求全面、系统和实事求是地记述禄劝的历史和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

的统一。
、

本志上限起自事物发端，下限截止1990年。为了彰明因果，部分内容因记述需要适当

下延。
’

本志设述、记、志、传、录等体裁。志为主体，目为记述单位，图表穿插于各章节中。

本志按“事以类从”的原则，凡属同．一性质或有内在联系的事物，均合并集中记述j不

受行政分工限制。

本志遵从“统合古今，详近略远”的原则，详细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禄劝各项事业的兴衰演变，力求做到忠于史实，观点正

确，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

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文风力求严谨、朴实、简明、流畅，除概述有述有议之外，其余均

述而不议，寓褒贬于记述之中。

本志行文用字、计量单位一律按国家的有关规定书写；民国以前各朝代年号及古地

名、计量单位等一仍其旧，并加注公元纪年和现地名、现计量单位。

本志中的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以后用简称。对各个时期的党政组织、机构、官职

等，均依照当时的习惯称呼，不加褒贬性定语。其中，“建国前9'J o“建国后一，专指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前、后。

本志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立传人物以近现代为主，以本籍(出生地)和本地区活动为

主，兼收有一定业绩建树的外籍人和在外地活动的本籍人。

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各级档案馆、图书馆馆藏文献、档案和县属各部门的有关文件、

报告、总结、会议纪要等，统计资料以县统计局的法定统计资料为准，未列入国家统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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