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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中共瑞丽市委书记 李增寿f，白族J

瑞丽，古称勐卯，是古丝绸南路的通道之一，德宏开发最早的地区。生

活在这里的傣、景颇、德昂、傈僳、汉等各民族，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辛
勤耕耘，创造了自己光辉灿烂的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他们戍边守土，建设

边疆、在巩固边防的斗争中，曾经做出积极的贡献、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各民族做了国家的主人，经过一系列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革命，

使瑞丽出现了跨世纪的飞跃，昔日的“烟瘴之地’’，变成了幸福的“鱼米之

乡"o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瑞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经过十
年的开拓进取，各项建设事业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

就，使瑞丽从开放的末梢变成开放的前沿，从落后的边陲小县，迅速发展为

新的兴边境开放城市，出现了社会安定，民族团结，经济繁荣，文化昌盛，

生活改善的大好局面。在我市经济发展，各行各业都取得令人鼓舞的成绩

时，我市的编史修志工作，在全体修志人员的努力下，也取得了可喜的成
果。

1 985年，我们着手考虑《瑞丽市志》的编纂工作，建立了瑞丽市志编

纂委员会及市志办公室，组建了修志机构，配备了专业修志人员，在宣传发

动各部门修志的同时，1 986年开始了收集资料、培训骨干的工作。在大量

查阅和收集整理资料的基础上，1 989年转入了试写阶段，直到目前定稿，

经过了三届县(市)委、政府的组织实施，市志办编辑人员十载笔耕，四易

其稿，反复修改审定，在各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协作下，终于完成了这部百万

余字的《瑞丽市志》，填补了瑞丽史无志书的空白，实现了几代人未能实现

的宿愿。为此，我对多年来辛勤笔耕在修志战线上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
谢。 ·

借《瑞丽市志》出书之际，我祝愿市志办的同志，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

再立新功，为改革开放提供更好的服务。我相信《瑞丽市志》的出版，将对

瑞丽起到“存史、资治、教化"和“鉴古知今，信今传古"的作用，更好地珍惜

现在，开创未来。

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镜，治郡国者以志为镜。”望全市人民通过《瑞

丽市志》，进一步认识市情，为瑞丽经济的腾飞做出新的贡献。

1 99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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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瑞丽市市长 金光亮f，傣族J

瑞丽，像一块闪光的绿宝石，镶嵌在祖国西南的国境线上。她一面连祖

国，三面邻缅甸，灿若彩练的瑞丽江蜿蜓于东南，挺拔峻秀的景颇山迤逦于

西北，被誉为富饶、美丽、神奇的地方。说热区，她是绿色的宝地；讲口

岸，她是西南之窗；论风光，她似孔雀彩屏；观民俗，她浓郁多姿。她熔热

区、口岸、旅游三大优势于一炉，荟边地风光、民族风情、热带景观为一

体，是远近闻名的孔雀之乡。解放四十多年来，瑞丽的各项建设事业得到了

飞速的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乘改革开放的春风，瑞丽经济展翅腾

飞。一座新兴的边境开放城市正在云南西部边陲崛起i吸引着五洲四海的友

人，引起世人的瞩目。可是，满目青翠虽锦绣，尚缺青史垂春秋。《瑞丽市

志》的出版问世，填补了瑞丽史无志书的空白，桑梓事业终入青史，无不倍

感欣慰。

古人云“修史之难，莫过于志。”《瑞丽市志》纵叙千年，横陈百业，是

一件浩大的文化系统工程，是瑞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的完成凝结着主

编，编辑人员多年的心血，是采编人员十年辛勤笔耕、挑灯夜战的结果。它

的成书来之不易，为此，我对《瑞丽市志》的出版深表祝贺!

《瑞丽市志》百万余宇，观点明确，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体例完备，

从瑞丽的实情出发，谋篇布局，其中不少篇章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边境特

色和民族特色，是一部具有时代特点的新型志书，包括了我市从历史到地
理，从政治到经济，从文化到社会等各方面的丰富资料，可谓瑞丽的第一部

“百科全书，，，一部瑞丽的“资治通鉴"，一部进行爱国、爱乡教育、革命传统

教育、社会主义教育的好教材。“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建设社会主义，两

个文明"的过程中，《瑞丽市志》必将起到它应有的作用。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值此《瑞丽市志》出版之际，愿全市干部和各

族群众，通过这部市志，借古鉴今；认清市情，团结奋斗，为把瑞丽建设成

经济繁荣、人民幸福的边境开放城市做出应有的贡献。同时，我代表市委、

市政府，对支持《瑞丽市志》编纂工作的各级领导、各界人士，专家学者、

表示衷心的感谢1

1 99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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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瑞丽市志编委会主任、原政协主席 刀安年f，傣族j

瑞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志书，经过十年笔耕，终于编就，这是全市文化

建设和社会生活中的一大盛举。各族干部和群众值得庆幸的大事，作为多年
生活工作在瑞丽的我，倍感喜悦。

《瑞丽市志》是瑞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缩影，是一部较系统完

整的地方“百科全书”。它的出版填补了瑞丽史无志书的空白，给后世留下了

一份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提供了了解市情，认识瑞丽的重要材料，欣喜之

余，我深表祝贺!

瑞丽历史悠久，但文化晚开，历代均未修志，民国之际虽有修志初衷，

但因缺乏社会各界的支持，加之无专门修志的机构和人员，经多载终未如

愿，最后仅留下一份简单的《勐卯地志》资料。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百业俱兴，欣逢盛世，迎来了编史修志的春
天。特别是1 985年瑞丽全境被列为开放的边境贸易经济区后，边陲欣欣向

荣，经济蓬勃发展，社会充满生机，各业显示了活办。经济振兴带来了文化

的繁荣，县委和县政府正式作出了编纂瑞丽县志的决定，建立了地方志编纂

委员会和部委办局级的常设修志机构。但事业初创，举步维艰，一切都得从

头做起。先后经过宣传组织，培-i,)lf骨干、外出学习、收集整理资料等阶段。
1 989年开始试笔，几修篇目，数易其稿，反复审定。边学习、边实践，在

摸索中前进，以“宁坐十年冷板凳，不写文章一句空”为座古铭来严格要求自

己，以确保志书质量为已任。几年来，在人员变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仍

持之以恒，十年如一日，艰苦奋战，信心不减，为修出一部具有地方特色，

边境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方志，废寝忘食，大胆探索，勇于开
拓，不断学习外地经验，在不违背志书编纂总体要求的前提下，力求出新，

着力反映出瑞丽的热区、口岸、旅游等重要特色。有志者，事竞成，经过数

载辛劳，探索渐有所成，用心血浇出了边陲史志之花，实为难得。

回顾十载修志历程，得到瑞丽三届党委和政府的关怀，各单位的支持，
方志界同仁的指数，修志人员的努力，经主编统览全志，省内外专家审阅，

最后定稿，其艰辛可想而知，史家有言：“修史之难，莫过于志。，，但编纂者呕

心沥血，竭诚尽智，力求做到修一方志书，显一方特色，旨在为瑞丽各族人

民，立下一座不朽的丰碑，起到缅怀先烈、告慰祖宗、激励后代的作用。

《瑞丽市志》的出版，为我们了解瑞丽市情提供了一部较完备的史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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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这一代入兴办的一件责无旁贷的伟业，可供当政者借鉴，研究者参

考，教育者选撷，存史者传世，阅志者知情。我们希望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

各族干部和群众、后代子孙，努力从前人的成功中吸取营养，从挫折中得到

教训，以史为鉴，寻本思源，开创未来。

当然，由于修志者多系“半路出家"，缺乏编纂经验，加之历史资料残缺

不全，虽经多方努力，仍有不足之处，志中所载，错漏难免，敬请行家指

正，并借此机会，向编修《瑞丽市志》付出了大量心血的主编、编辑、表示

敬意和感谢!编委会的同志嘱我在志书定稿时写几句话，义不容辞，欣喜之
余，得诗四句：

勐卯果占壁，

史笔拨雾纱，

是为结语，权当序。

朦胧且神奇；

彩屏现瑞丽。

1 99 5年5月



凡 例·5·

凡 例

一指导思想：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唯物辩证法，从市情出发，力求

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实事求是，适当详今略古，尽量注意
体现地方特色，民族特色、边境特色和时代特点。 ，．

二时间断限：

一般上自1932年瑞丽设治局建立时起，下至1990年底止，部分内容适

当上溯下延。因属首次修志，为力求做到竖不断线，统合古今，在纪事中，
尽量上溯至傣文史籍有记载的勐卯古代，下延至1992年底o 。，，’

三志书体例：

采用横排纵叙，以时为经，以事为纬，分类记述，述而不议。志体由

述、纪、志、传，图、表、录组成。概述、纪事领先，附录、编纂始末殿

后，中分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人物等卷。
四内容编排：

采用卷、章、节、目排列。开篇为地图、题词，照片、序言、凡例。卷

首为概述、纪事、卷一地理、卷二政治，卷三经济、卷四文化、卷五社会、
卷六人物。卷末附录、编纂始末。卷章为领属目、节目为纵叙目。

五行文分期：

为通古贯今，体现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纪事采用地方史分期法，辅以

中国史分期，记述了公元前5础～公元1992年闯的若干条大事、要事、新

事和奇事。为反映改革开放，在地理卷专设经济区一节，在概述和口岸、旅

游等专章里，我们根据实情，把时限下延至1992年撤县设市之时。
六表述形式：

以文字记述为主，辅之以照片、图表、每篇章之前，简明标出要目，节

下要日用黑体字，使之重点突出，眉目清楚，内容层次一般用序列号码标

出。

七纪年方法：

采用公元纪年。中国纪年放在括号内。在纪事中的1950年前部分，为

和傣文古籍纪年相对照，采用了公元纪年、中国纪年、辅之以僚旅萨戛历纪

年方法。1950年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八卷章处理：

瑞丽具有口岸、热区、旅游三大优势，故设口岸、农垦、旅游等专章，

9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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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集中反映特色。鉴于1950年前，土司和山官制度在瑞丽社会生活中，占

有重要地位。故设土司、山官两章记述。本市境内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
6J『％以上。故不专设民族卷，而将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人物分别

记入各章节，将民风民俗、族源称谓、语言文字等内容列民族章，归入社会

卷，政治运功不设专卷，将内容分别记入纪事和有关章节。

九志书名称：
鉴于初稿搁笔前，国务院已批准瑞丽撤县设市，故将志书名称由《瑞丽

县志》改为《瑞丽市志》，但限于人力和不延长出版周期，仅将部分内容的

下限延至1992年撤县设市时．少数延至1993年。

十称谓书写：

各有关名称，随时限变更。机关、团体和会议名称、首次出现用全称，

多次出现用简称。

十一计量单位：
在傣、景颇、德昂等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通用特有的计量方法。如J『

箩种面积(约5亩)、1箩谷重量(约∥D市斤)、，邦大米(约5市斤)，J『

砒重量(约30市斤)、J肘长度(约3j市尺)，J排长度(约4～5市尺)。

志中的1950年前内容。亦按此记述。1950年后的计量采用吨、千克。

十二人物立传：

只限已故人物，并以瑞丽籍近现代人物为主，兼顾曾代人物。外籍人士

在瑞丽有显著功绩者，不论职位高低均予立传。

十三志书数据：
1954年前数据，来源于历史文献和档案卷宗。1955年后的统计数字以

统计局和有关部门的数据为准，少部分依据本单位资料和实地调查采访笔

录。

十四志书资料：

以汉文史料为主，辅之以傣文史籍资料，相互映证，补古史汉文资料之

不足，力求做到历史不留空白，资料翔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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