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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思

想路线，准确全面地记述贡山县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时限上至追溯到本县自设治之日始，下限至1995年，个别史实至落笔

之日。

三、本志以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为表达方式，以志为主体，志首设

图、概述、大事记，志末设附录。

四、本志采用编章节体，以编分类，以章统节，以节辖目，共设6编计47章

206节。

五、本志文体用语体文记述，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大事本末体。

六、本志年代记述，清末和民国时期沿用旧称，加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七、本志所用数据，使用档案资料和历年统计报表数据，数字书写均使用阿拉伯数

字。社会采访资料和部分个人的稿，文中概不加注出处。

八、本志名词(包括地名)和专用术语，一般使用全称和规范化简称或正式出版

的地名。机关团体称谓首次出现用全称，出现二次以上用简称。

九、本志坚持以事系人，按照“生不立传”的原则，为县籍的过世人物设立传略，

其他的人只立人物名录或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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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委员会书记祝玉华

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县长高德荣

贡山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志》与读者见面了，

值得庆贺!县志的出版不仅是贡山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成果，而且也为

贡山县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和科学决策的依

据，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编写贡山县志是一个文化基础工程，是一项基本建设。县志的编纂者以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规范的志

体、严密的结构，严谨的文风，流畅的文笔，实事求是地记述了贡山这一方热土一百多

年来兴衰起落的历程和不断发展的轨迹。全面重点记述了贡山县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

发展的成绩和经验，客观地准确地记述了贡山县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失误和曲折以及引以

为戒的教训；志书还记述了众多有志于改变贡山面貌的仁人志士的献身敬业精神和光辉

业绩。可以说，这是一部融思想性、知识性和科学性为一体的、不仅内容丰富、资料翔

实，而且思想性强，具有极强的“资治、教化、存史”功能和极具民族特点、民族特

色的文献性好志书。
’

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位于祖国西南边陲。两千多年来，居住在这里的各族人民。

在这里生息繁衍，开拓发展，创造了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贡

山社会发展缓慢，生产力和生产水平低下，长期处于刀耕火种、刻木结绳记事的原始社

会形态中。1949年8月25日，贡山的和平解放，掀开了贡山历史新的一页。贡山各族

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当家作了主人，并经过50年自力更

生的艰苦拼搏，完成了由原始社会末期的发展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转

变，取得了历史性的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贡山

县各族人民靠自己的聪明才智，用最新最美的蓝图描绘着贡山的山山水水．如今的贡山

已是旧貌换新颜，昔日藤蔑桥、溜索密布的独龙江、怒江上已架起座座金桥；往日靠天

梯、羊肠鸟道来往的雪山上已筑出条条银道；沉睡了千年的资源开始开发利用。工农业

生产持续稳步发展，文化教育日新月异，集市贸易购销两旺，人民生活逐年改善，从独

龙江流域到怒江流域处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景象。

我们作为工作在贡山这方热土上的人民公仆中的一分子。加快贡山的腾飞，尽快使

贡山繁荣兴旺起来，是我们最大的愿望。也是我们孜孜不倦的奋斗目标。我们一定要站

在时代的高度，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有利时机，认真研究贡山的历史和现状。总结吸取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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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经验教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和发展进程中。以史

工作。为把贡山的各项建设事业从广度深度上再推上一个新台阶

值此县志正式出版发行之际，我们能为县志作序，深感欣慰

人民和广大读者通过这本书，一定能深化对贡山县情的认识，研

中不断探索贡山各项建设事业发展的规律，为贡山各族人民的未

曲又一曲壮丽的新篇章。

2006年3月于贡山县城丹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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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北端，地处东经98008’～

98056’，北纬27。29’～28。23’之间。东与本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德钦两县相连，南

与本州福贡县相接，北与西藏自治区察隅县接壤，西与缅甸联邦毗邻。东西最大横面跨

度60公里，南北最大纵距160公里。国境线长172公里，总面积4 506平方公里，距州

府六库248公里，距省城昆明882公里。自治县境内居住着独龙族、怒族、傈僳族、藏

族、纳西、白、汉等15个民族，1999年末总人口为33 734人，其中农业人口为28 410

人，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5．77％，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7．5人。

贡山县从西汉至民国的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分别属于丽江等地历史上的郡、府、

州、县和这些区的土司统领。辛亥革命后，民国5年(1916)改殖边公署为行政公署，

民国6年设菖蒲桶殖边公署，民国22年(1933)改为贡山设治局。1949年8月25日

在中共怒江特委领导下，贡山和平解放，废除民国时期的设治局建制，成立贡山县人民

政府，1956年10月1日成立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现辖丙中洛、捧当、普拉底、独

龙江、茨开等4乡1镇20个行政村6个办事处242个自然村。

贡山县地处滇西横断山脉纵谷地带。其地势特点是：喜马拉雅山的余脉分三大山岭

由北向南，逶迤伸人，深邃磅礴的怒江、独龙江也由北向南纵贯而过，构成了“三山

并耸挺立，两江纵贯切割”的典型的高山峡谷地貌，自然形成了怒江、独龙江两大纵

谷区。境内主要山脉有担当力卡山脉、高黎贡山山脉、碧罗雪山山脉。怒江、独龙江分

别属恩梅开江、伊洛瓦底江两大水系。贡山由于高山峡谷地貌的特殊地形，正处于地震

强烈活动时期，属多地震县之一。

贡山县地处青藏低纬高原的东南面，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同时，又因复杂地貌

和受大气候环境影响，全县四季分明，雨量充沛，空气湿度大，是全省唯一没有春旱的

地区。县境内最高海拔5128米，最低海拔1200米，海拔高差3928米。由于相对高差

大，气候特点表现为从高山、半坡、河谷垂直变化的立体性气候，垂直温度大于水平温

度，是典型的立体气候地区。由于高山峡谷地理和气候垂直相关构成了节气的垂直变

化，耕地的垂直分布土壤的垂直差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作物的多层次、多品种的立体农

业特点。贡山特殊的地形和气候加上特殊的地貌和地质构造，又构成了分布广、蕴藏丰

富的自然生物资源、矿产资源、水能资源、旅游资源。仅有色金属矿藏就有铁、铝、

锡、锌、金、银等，非金属矿藏有云母、水晶石、绿柱石、大理石等。县内大小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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