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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序一

福贡县位于祖国边陲怒江峡谷中段，东邻兰坪和维西两县，南接碧江，北连贡山，西与

缅甸联邦毗邻，全县土地面积l 792．8平方公里。是以傈僳族为主体民族的边疆县。

为了系统地记载本地区的自然和社会历史现状，中共福贡县委和县人民政府，根据上

级指示精神决定编写<福贡县志>，并于1986年10月成立<福贡县志)编纂委员会，下设办

公室，充实编写人员，从1987年7月起开始着手编写工作，经过11个春秋的辛勤笔耕，现

在<福贡县志>终于问世了。这是福贡县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项丰硕成果，是留给子孙后

代的珍贵礼物，是值得庆贺的。我作为一个编纂工作的领导成员，看到县志的纂写成功，

心里感到高兴和欣慰。

早在64年前，前人们曾写过<纂修上帕沿边志>，记载了1912年殖边队开辟上帕至

1932年的福贡设治局概况，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没有全面地反映福贡的本来面貌。现在

所编写的(福贡县志>，上限有史记载始，下限1986年止，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运用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秉笔直书，对福贡县的政治、

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情况作了全面的记述；对地理环境、地质资源、民族人口、宗教信仰、

自然风貌、风俗民情等方面作了系统的记载；并着重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宝贵经

验以及深刻教训，记述了具有福贡特色的边疆民族县，在改革开放中翻天覆地的变化状

况。<福贡县志>可供当政者借鉴，有利资治，研究者参考，有利推断，教育者选撷，有利教

化，有趣者传阅，可知县情，当事者收藏，尤为传世。这对于生活在我县的干部群众，尤其

是后代子孙。了解家乡今昔不同的变化，发扬先辈的革命传统，吸取历史教训，培养热爱家

乡，热爱祖国的高尚情操，将会起到积极作用。

在新县志的编纂工作中，承蒙省、州有关领导的亲切关怀和热情指导，县属各有关单

位和部门积极提供书面材料，纂写班子以木劲松同志为主的全体人员，11年如一日，兢兢

业业辛勤笔耕下，在各有关专家、学者的指导评审中完成了县志编纂工作，充分体现了集

体主义精神，是众手修志的成果，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此，凡是对<福贡县志>关心过、出过

力的同志们，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原中共福贡县委副书记

原福贡县人民政府县长史富相

原福贡县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

1996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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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福贡地处东方大峡谷腹地，是石月亮的故乡。这里山青水秀，鸟语花香，奇特秀丽，旅

游资源较为丰富，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福贡县志>历经三届编纂委员会成员的共同努

力，全体编辑人员经过11年笔耕，终于编就，这是我县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个丰硕成果，

是文化建设中的一大盛举，也是福贡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的完成凝结着编辑人员多年

的心血；是采编人员辛勤编写，挑灯夜战的结果，从小生活成长在这块热土上的我，倍感喜

悦，心中感到万分高兴。

福贡历史悠久，但设治较晚，文化滞后，民国21年(1932年)虽有修志初衷，但因得不

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加之历史的局限，经多载努力，终未如愿，仅留下简略的<纂修上帕沿

边志>资料。新编的<福贡县志>，先后参加的编纂委员会成员37人，县志办公室人员16

人，编辑人员7人，提供部门志资料的63人，参加评审部门志的32人，评审县志的60人，

参与修志人员之多，史无前例。

新编<福贡县志>是福贡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人物的缩影，是一部较为系统完

整的地方志“百科全书”，它的编就填补了福贡史无志书的空白，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份十分

珍贵的文化遗产，为了解古今县情、认识福贡、建设福贡提供了一份完整的乡土教材。

回顾11年修志历程，得到历届县委政府领导的重视，县属各委办局积极提供资料。以

及修志人员的努力，经部门评审，州内外专家审阅，又经编写班子以木劲松同志为主的全

体人员，竭诚尽智，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最后定稿，其艰辛可想而知。就此，谨向县志办的

同志们致谢，向为编写<福贡县志>作出贡献的领导、单位和同志们致谢。

中共福贡县委副书记

福贡县人民政府县长余跃华

福贡县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1996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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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三

在面-临世纪之交，庆祝建国50周年，迎接澳门回归祖国之际，<福贡县志>终于出版问

世，这是福贡县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成果，是全县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它的完成凝结着编辑人员多年的心血。它的成书填补了福贡县史无志书的空白，为后人留

下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为此，我对<福贡县志>的出版深表祝贺。

(福贡县志>有八十多万字，横陈百业、纵叙史实，以略古祥今、实事求是的原则，裹括

建置沿革、自然、地理、政治、经济、文化、民族风情、人物等所有领域。以大量的史料，展示

了福贡这块山高箐深而神奇的地方，各民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开拓进取，求生存、

求发展，创造了绚丽多彩而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真实地再现了福贡边疆民族地区的演变

历史与现状，祥尽地记载了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战天斗地与

贫困落后作斗争的英雄业绩，同时揭示了各项事业发展中曾有的兴衰起伏过程。<福贡县

志>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边疆特色和民族特色，是一部具有时代特点的新型志书。可谓

是福贡的第一部“百科全书”，一部福贡的“资治通鉴”，一部爱祖国、爱人民、爱家乡、爱社

会主义教育的乡土教材。可供当政者借鉴、阅志者知情。各族干部群众以及子孙后代，可

以从前人成功和挫折中得到经验教训，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今天。我们担负着扶贫脱贫的攻坚任务，正处在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新时期，然而，

在先辈开拓的这块热土上，优势与困难并存，机遏与挑战同在。望全县人民面对县情，全

面了解福贡的历史和现状，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总结历史的经验，抓住机遇，扩大开放，

深化改革，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再创辉煌，把福贡建设得更加美丽富饶，为福贡经济

的腾飞做出新贡献。

羹淼曩纛毳久贵才福贡县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

1999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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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凡 例

一、本志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结合本县特点，力求准确、翔实

反映福贡的自然社会发展面貌。 ．

二、本书断限，上限原则上起于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有的地方也简略记述了设治

的情况；下限内文止于1986年，福贡县政区图用于1987年行政区划地图。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分编、章、节、目、子目、细目6个层次，除

述、大事记、附录外，分地理、经济、政治、文化、民族宗教、人物6编。从本县实际出发。

坚持详近略远，也适当照顾存史的需要，附录部分收存史料较多，对某些历史事件，也记

较详。

四、本志卷首设<概述)，提纲挈领地介绍本县概貌特点。部分章前设“无标题序”，简

归纳介绍该章内容。以清来龙去脉。

五、人物编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选择了已故的起着推动或阻碍社会进步作用的人

立传。收人人物表的范围：民国时期县级党政负责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县团

负责人；革命烈士；州(厅)以上领导机关授予的模范先进人物。

六、历史纪年，民国时期用民国年号，夹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

年。

七、“龙马乡”、“章化乡”等旧行政区划名称，一般夹注今地名。民族舞蹈及民歌名称、

教仪式用语等无法翻译的民族语汇，一般以汉字译音标出。

八、本志所用的计量单位，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的有关书写规定，土

计量单位个别地方也按当时习惯“架”，夹注换算公式；数字书写，除表达性词语用汉字

，均用阿拉伯数字。

九、本志所用地名，均与<福贡县地名志>统一。

十、书中资料，主要来自本县有关部门和县内外人士提供的材料，省、州、县的档案及

社会调查材料，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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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福贡县位于滇西北横断山脉中段碧罗雪山和高黎贡山之间的怒江峡谷，地处东经

98041’04"一99000’29"和北纬26046’45”一27031’5∥之间；东与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维西

傈僳族自治县交界，南与碧江县毗连，北与贡山独龙族自治县相邻，西与缅甸联邦国接壤，

边境线长105公里；南北最大纵距83．03公里，东西最大横距22公里，依南北向呈长条状。

全县总面积1 792．8平方公里，1986年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28．42人。

县境东有碧罗雪山，西有高黎贡山，两山对峙，由北向南延伸，怒江贯穿其间，山顶和

谷底相对高差3 1300米左右，属典型的高山峡谷地貌，地势北高南低，依怒江由北向南倾

斜。海拔最高处为碧罗雪山的鹿崖山4 255米，最低处为碧江福贡两县交界处的俄玛底

怒江江面1 146米，县城上帕海拔1 190．9米，县内除沿江河有零星的冲积扇外，总面积

99％以上均为山坡沟壑。

县内最大河流是怒江，过境流程83．03公里；其次是木古甲河、施底河、亚莫河、利沙

底河、达旺河、木加甲河、木克基河等30余条怒江支流；碧罗雪山和高黎贡山两山山顶共

有天然高山湖泊14个，其中面积在200亩以上的有墨之墨湖、干地依比湖、恩热依比湖、

鹿马高山湖。境内江河湖泊水面总面积2．41万亩，蕴藏着巨大的水能资源。

福贡气候呈立体分布，江边河谷为亚热带，半山为温带，高山为寒温带。由于地形高

差悬殊大，县受印度洋季风气候和太平洋季风气候双重影响，形成了春季和夏秋问两个雨

季的独特气候环境。全县大部分地区温湿条件良好，春夏多雨，雨量充沛，冬季干凉，气候

温和。县城驻地平均气温19．90C，年平均降雨量l 394毫米，平均降雨天数250天以上，年

均相对湿度80％，全年无霜期315天，年积温5 0200C，年均日照l 383小时，日照率为

3l％。主要风向东北风，年均风速0．8／秒，全县灾害性天气主要是倒春寒和8月低温，福

贡也是泥石流多发区。

福贡自古以来就是伟大祖国版图不可分割的部分。西汉属越郡地，东汉属永昌郡地，

三国两晋属云南郡地，南诏(唐)属谋统府(驻今鹤庆)铁桥节度地，大理国(宋)属丽江临西

县(驻今维西县)地；清代康熙年间属鹤庆府地；康熙以后属丽江府维西守备厅；民国元年

(1912年)，国民革命军“怒俅殖边队”第一小分队进驻上帕(今县城)设立。上帕殖边公

署”，福贡开始设治。1916年改为上帕行政公署，1928年改称康乐设治局，1935年更名为

福贡设治局。福贡1949年6月由当地进步人士起义获得和平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改为福贡县，属丽江专区，1952年改设福贡傈僳族自治区；1956年隶属怒江傈僳族自

，



福贡的峡谷立体气候环境为多种类生物的生长繁衍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全县有林地

面积132．39万亩，森林覆盖率为30．4％，木材蓄积量1 230万立方米。主要树种有壳斗科、

木兰科、木全科、山茶科及箭竹、铁杉、冷杉等。珍贵树种秃杉以其树种古老、树形美观，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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