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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阳县志编纂委员会委员名单

第一届(1983年2月)

主任 李晓义

副主任 王学昌 马福昌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一 ⋯

卫从儒 王佳良 田 昌 龙 卜 孙应清 李忠福 李连顺

李纪纲 李祥先 杨光亮 杨 洪 杨家义 张光凡 董发昌

钱永贵谢树炎

第二届(1984年4月)

主任 李晓义

副主任 张培荫 马福昌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

龙 卜 刘朝芬’孙应清 李忠福 李连顺 李祥先 杨光亮

杨家义 张继武 钱永贵 彭泽芳谢树炎 普开忠 薛兴权

第三届(1985年12月)
主任 张诚民

副主任 马福昌 张培荫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龙 卜 刘朝芬 孙应清 李忠福，李祥先 李志礼 杨家义

杨祖少 张继武‘金乃如 钱有祥 彭泽芳 普开忠

第四届(，1986年5月)
主任。 张诚民

副主任 张培荫 ．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卫从儒 冯明昌 龙 卜 孙应清 刘朝芬 李永祥 李志礼

李祥先 杨家义 杨祖少 张继武 金乃如 钱有祥 钱永贵

曾正明 彭泽芳 普开忠

顾 问 刘德昌 洪章科 郭其泰 戚继明 普正光 彭泽芳



元阳县志办公室工作人员名单 1。
．

主任 孙应清 ．一

副主任．．任同尊-
成 员 卫从儒 邓志武 冯明昌 白云光 江静红 刘庆元 李永祥

李志礼李永万 苏艳梅

总编

主编

副主编

编辑

资料员

制 图

总编

编辑

资料员

摄影

制 图

专 审：

终 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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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阳县志编辑人员名单

初稿阶段

李永祥

冯明昌

李志礼卫从儒

邓志武 白云光 任同尊 孙应清 刘庆元 李永万 杨大全

阮宝昌 褚吉贵

苏艳梅

苏云泰戚继明

统稿阶段

李永祥

邓志武 冯明昌 冯育恩 白云光 任同尊孙应清 刘庆元
江静红 苏艳梅

邵字伯 马少贵

苏云泰 肖云亭

元阳县志审稿人员名单

马福昌 戴应彩 阮宝昌 刘德昌 李建新 李祥先 吴加恺

杨大全 何文光 张诚民 张培荫 禹文理 金乃如 罗民雄

洪章科段国梁 段国定 胡阿六 郭家源 徐崇林 戚继明

彭泽芳谢树炎普正光 薛兴权

彭泽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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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阳县志编纂工作的其他有关人员

丁双荣

支里文

白现华

刘茂本

朱宝富

李家品

杨继转

陆士中

张有明

施培民

陶正芳

谭金文

丁克明

车中斗
白云旺

刘炳芳

伍为生

李建国

陈国魂

童建新

张有昌

钮鸣皋

黄发顺

魏碹

马星灿

叶占洪

田岩昌

刘永清

李青云

李跃泽

陈桂昌

吴尚达

张福昌

姚宝权

黄兴纯

马里文

龙顺乾

田启碹

刘春生
李瑞廷

李有贵

陈 华

吴保祥

张外有

钱永云

普万林

王希舜

龙茂祯

田桂馨

刘 群

李景涛

杨槭演

何喻茂

罗正祥

林志昌

高松成

普开忠

王 军

龙文亮

兰国安

朱华锦

李学文

杨炳忠

何正昌

罗家禄

金保明

高玉生

普锋

邓书余

龙 卫

刘 明

朱建平

李曙辉

杨正荣

何伟林
张文纲

段郁清

郭建藩

粟文安

一3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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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中共元阳县委书记

元阳县县长

徐国学(哈尼族)

杨洪(哈尼族)

元阳地处云南南部，红河南岸。境内层峦叠嶂，云海茫茫，沟壑纵横，无一平川。

在全县2189．8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着哈尼、彝、汉，傣、苗、瑶、壮等七个主要

民族，全县人口3l万。
’’

．

元阳是1950年1月，由建水、个旧、蒙自三县析置的新县。1984年4月，在全国

。盛世修志”的形势下，中共元阳县委、县人民政府作出决定，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

编纂元阳县第一代社会主义新方志，后经五年多的编纂，《元阳县志》终于问世。《元阳

县志》展现了我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成绩，反映了建国以来工作中出

现的某些不足和失误。它的问世填补了我县无地方志的空白，可谓各族人民精神文化建

设的一项重要成果。’

《元阳县志》较为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元阳的自然和社会，历史和现状，是一部资

料比较齐全的地方性文献；一部具有地区特点、民族特点的乡土教材。它的问世，对于

帮助人们认识元阳，了解元阳，开发元阳，无疑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元阳县志》在编写上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观点，如实记述了事物盛衰起伏的过程，反映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元阳县

志》将建国以来的历史为记述重点，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准绳，反

映改革、开放是振兴元阳之道；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全县各族人民的根本任务。志书以大量的资料说明，元阳底子很薄，生产力水

平不高，经济、文化还很落后，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族人民必须集中精力，把

发展生产力作为全县工作的中心。

《元阳县志》在编写过程中，提倡“三新”(新的观点、新的资料、新的方法)。体现

。三性”(时代性、资料性、科学性)，力求做到记而不议，以资料说明问题，杜绝空话

套话，不搞宣传说教，尽量做到资料与观点统一，史实为现实服务。对建国以来工作中

的成败得失，经验教训，志书作了较为客观的记述j这对各级党委和政府研究元阳的发

展趋势，制定元阳的发展规划，提供了历史的借鉴和现实的依据。

纵观《元阳县志》，边疆、山区、民族“三位一体”的特点跃然纸上。在暗无天日的

土司统治年代，各族人民长期处于受宰割，受压榨，受奴役的地位，没有人生的权利和

自由。各族人民忍无可忍，屡起反抗，涌现了高洛依，。多沙阿波”等许多民族英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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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各族人民的起义和反抗，终被当时的统治阶级镇压下去j只

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消灭了土司制度，各族人民才获得彻底的翻身解放，掌握自

己命运，成了国家的主人。志书以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

新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各族人民的今天i《元阳县志》对境内各族人

民的迁徙源流、风土人情、宗教文化、节日礼仪、经济形态等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反

映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共同繁荣、共同进步的历史进程，反映了本地多

民族的特点。

大自然赋予元阳的条件是优越的，这里是祖国南疆一块美丽富饶的宝地。建国后，

元阳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族人民开始从僵

滞、封闭的格局中走出来，步入了发展商品经济的新天地。今天，在党的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基本路线指引下，各族人民开拓新视野，进入新境界，使我们对元阳的美好前景产

生了无限憧憬，激起我们对未来的幸福进行孜孜不倦的追求和探索。“生于斯地，热爱斯

地”。我们一定要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劳的双手，把元阳建

设成为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边疆。

《元阳县志》是在全县各区(镇)，县属各部门广泛修志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参与

提供资料j搜集、整理、编写的人员数以千计。他们是《元阳县志》的辛勤耕耘者。

《元阳县志》是集体劳动的结晶。在县志问世之际，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今后，

热情希望全县各族人民，志士同仁，关心和支持《元阳县志》的续修工作，使它成为一

束绚丽的山花越开越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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