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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o修志，目的在于存史、资治、教化，

是为了让后人以史为鉴，发展自己。因此，修志工作是利在当代，功及千秋的大事，为

历代统治阶级所重视。有史以来，华坪县未曾修过县志，全县人民对修县志盼望已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华坪修志工作列入了党和政府议事日程o 1983年开始，

在县委、县政府重视下，组建修志班子，经过一大批热心修志的有识之士十年艰辛努

力，<华坪县志>终于问世。这是华坪历史上第一次全面地、系统地记述华坪自然概貌、

社会历史以及华坪各民族、各行业的发展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百科全书。它的问世，

使我感到无比欣慰，也是华坪各族人民值得庆贺的—件大喜事。作为长期在华坪工作并

关心支持过此项事业的一员，有幸为志书作序，我感到非常高兴和荣幸l华坪，是生我 ，

养我的地方，我十分眷恋这片热土，依恋繁衍生息的这片热土上的父老乡亲! p

华坪是一个自然资源十分丰富的地方。已探明的矿藏有煤、铁、铜、花岗石、石灰

石、高岭土、石膏、铣钒土等十余种，其中：优质煤储量一亿多吨，有。滇西北煤乡’

之称；有大面积的热区资源；有丰富的水能光能资源；还有1 380亩珍贵林木苏铁原始

林等等，为华坪的发展和开发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

华坪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早在新旧石器交替时期，华坪境内就已有人类居住。秦

统一前称。笮。，秦时置吏统治；汉时置县称。姑复。，属越离郡；晋隋时期称。东姑

复’；唐以来称谓辖属多变；清宣统元年(1909年)撤销旧衙坪经历署和华荣庄经历

署，正式建县称。华坪’，属迤西道。华坪人民素有勤劳勇敢、忠厚、纯朴的优秀品质

和革命斗争光荣传统。为反抗历代统治者的压迫，各族人民多次揭竿而起，武装起义，

沉重地打击了统治者，促进了社会历史的发展。

清道光元年(1821年)，以唐贵为首的傈僳族、彝族、傣族、回族、汉族参加的农

民武装反封建起义爆发，起义军发展到万余人，转战华坪、永胜、大姚、永仁等地，惊

动了道光朝廷和云、贵、Jl I三省军政官员，出动近三万名官兵，耗银十余万两施行镇

压，使清政府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o

1924—1928年，华坪的陶育晶、严英武、严英俊、丁志平、陈永贵、李介民等在外

地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o 1949年3月16日，在丁志平等领导下，发动武装起义，推翻

了国民党在华坪的统治，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滇西纵队’(后归编为丽江工委领导

卫军第三支队第三营)o 1950年2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

十四、三十五团追歼地霸武装杨震寰匪部到华坪。全歼顽匪，宣布华坪

民政权。从此，华坪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入了历史新纪元o

{亨



2 华坪县志

建国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华坪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制定

了。以农业为基础，发展工业为重点，煤炭开发为龙头’的发展规划，调整农业产业结

构，发展蔬菜、水果等优势产业，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到1994年

底，全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工农业生产总值、农民纯收入、乡镇企业总收入、财政收

入、储蓄存款等指数列丽江地区之首。这是华坪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取得的巨大成就o

(华坪县志>基本体现了时代性、资料性、科学性，记而不议，以资料展示历史，

对了解华坪的历史及现状、研究华坪发展趋势、制定华坪发展规划提供了历史借鉴和现

实依据，有助于我们齐心协力创造华坪美好的明天，用新的历史谱写的新的篇章I

中共丽江地委书记马惠全

1995年4月28日



序 3

序 二

华坪县地处云南省西北、丽江地区东部、金沙江中段北岸，东与四川省攀枝花市接

壤。这里气候温热，资源丰富，交通便利，素有。滇西北煤乡’之称。早在汉朝此地就

已置县。在历史长河中，华坪人民具有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清道光元年，这里爆发过

唐贵领导的各族人民起义，1949年又爆发了丁志平领导的。3·16’武装起义。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建立人民政权，改革土地制度，组织互助合作，兴修水利、公路，办工

厂、学校，发展生产。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县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上来，改革经济体制、各项社会事业取得空前成就，使全县进入了—个新的发

展时期。历史像一面镜子，今天的华坪是过去华坪的发展，将来的华坪是今天华坪的发

展。为了完成新时期的艰巨任务，必须借鉴过去，把握县情，编纂<华坪县志>，反映

过去的华坪，已成为历史的需要。

本县修志始于80年代初，1987年发动各部门编修部门专志，1992年总纂县志，

1994年5月县政府组织召开审稿会评审了(华坪县志>稿，1995年3月报经地区审查，



华坪县志

华坪的情为建设华坪的动力，加快振兴华坪步伐，上慰祖先，下惠子

煌的篇章，载入新的史册。

墨箍盒秦墨譬鑫墨唐腾激华坪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o。姒

1995年10月



凡 例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

点，详今略古，实事求是地全面记述华坪县的历史和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

性相统一。

二、本志上限不限，下限至1990年，有些事物为记述始末，下限可延至1991年。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根据事以类从、横排竖写

的原则，按事物的社会属性分类，横分门类，纵述史实。对不便分的事类采取宜横则

横。宜纵则纵的方法处理。

四、本志首设概述，鸟瞰全县梗概大要。“概述”后设“大事记”，为全志之经，以

各类专志为纬，系本志主体，设篇、章、节、目四个层次记述。乡镇企业在农业篇内设

章，反映全貌，具体史实散见有关专志。

五、本志人物，分人物传、烈士名录、人物表，按历史通例生不立传，有突出事迹

在世人物采取因事系人的方法入志。立传人物以本籍为主，兼载对本地有突出业绩的外

籍人物，以出生年先后排列。人物表记地师级以上人员、在外高职人员、举人、早期留

外学生。

六、行文中“建国前”、“建国后”，概指1950年2月华坪解放前、后。“年代”指

20世纪的年代。“党”概指中国共产党，“县委”指中共华坪县委。“文革”指文化大革

命，“四人帮”指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

七、本志中各种名称，一律使用所记年代的称谓，一般使用全称，在第一次使用全

称之后用简称。

八、本志各类统计数字，以县统计局统计数字为准。如统计局缺的则使用有关部门

的数字，所用数字均为当时行政区划数。计量单位建国前的用原称。

九、本志录自国家档案馆、有关书刊以及这次修志收集的资料，均不注明出处。

十、关于标题格式、名称运用、时问表述、数字书写、计量名称等行文要求，均按

统一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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