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漾濞彝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第一届(1984．12—1989．8)

李秀峰范成矩 李致明
常结根

郑‘科赵志生 王秀美段庆云

杨汝寿 左家杰 陈南翼钟应光李永胜何天祥

杨蔚清 肖万鹏 赵 明 苏绍和 马兴祥 吴定清

王朝栋

杨占文

张建成

杨蔚东

第二届【1989．8—1993．9)

第三届(1993．9—1998．6)

熊正照

李子霖窦一钧 文朝钧

李金才 李佐政茶跃泉 李新中 罗分田 罗文智

杨蔚东 荼永泉 罗国茂 苏桂庭徐昌文 李瑞金

常于贵宋诚良

赵新光

杨占文

梅汉光

窦蔚邦

罗文智

冯德耀

第四届(1998．6一 )

何池康郑科祁焕然

苏建红

每金右

黄汝林

吴光雄

马 琴

毕锦辉

邢晓彤

杨占华

文朝钧

廖光荣 窦一钧杨登堂

杨凤鹏刘赤平仲 寅

崔绍全

问任任员

光应钟

清智定文吴罗清畅学新马杨泉基跃寿茶赵科贤辉汝云郑马蔡

任任员

主

任任员

主

顾主副委

主副委

主副委

问任任员顾主副委



《漾濞彝族自治县志》编纂人员

主 编文朝钧

副主编崔绍全

编 辑 文朝钧 崔绍全马经纬 常雄良

冀誓芙薛琳李鹤林
英文目录译、校赵丽昆

制 图

图版编辑

提供照片

校 对

崔绍全

范希圣文朝钧崔绍全

汪 洋 杨 源 张家坤 黎罗清 字雄春 文朝钧

崔绍全只学新李如玉

文朝钧 崔绍全马经纬 ．

漾濞彝族自治县地方志办公室工作人员

主 任

副主任

工作人员

郑科(兼1984．12—1989．8)

吴定清(专职1989．8—1991．8)

文朝钧(专职1993：9一 )

昊定清(兼1984．12—1989．8)

(按在职先后顺序排列)

吴定清(1984．12。1991．8)

蒙正和(1986．1—1990．7)

崔绍全(1988．8．。 )

文朝钧(1992．10．一 )

马经纬(1993．2．2000．2)

常雄良(1993．3—1999．2)

傅兴红(1993．3—1993．11)

张士俊(1994．3—19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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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漾濞彝族自治县志》总审人员

赵新光(中共漾濞彝族自治县委书记)

何池康(中共漾濞彝族自治县委书记)

杨占文(漾濞彝族自治县县长、县地方志编委会主任)

梅汉光(中共漾濞彝族自治县委副书记)

郑科(漾濞彝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祁焕然(政协漾濞彝族自治县委员会主席)

窦蔚邦(中共漾濞彝族自治县纪委书记)

李金才(中共漾濞彝族自治县委组织部长)

毕锦辉(中共漾濞彝族自治县委宣传部长)

廖光荣(中共漾濞彝族自治县委办公室主任)

窦一钧(漾濞彝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苏建红(常务副县长、县地方志编委会副主任)
马 琴(副县长、县地方志编委会副主任)

文朝钧(漾濞彝族自治县地方志编委会专职副主任)

崔绍全(<漾濞彝族自治县志>副主编)

刘文权(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特殊内容审定

保密 漾濞彝族自治县保密局

漾濞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军事 漾濞彝族自治县人民武装部

民族 漾濞彝族自治县民族宗教局

宗教 中共漾濞彝族自治县委统战部
数据 漾濞彝族自治县统计局
司 法 漾濞彝族自治县检察院、法院、司法局、公安局



马国盛

孙浩

李继武

马晋春

马子仁

左廷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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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金安

何素宝

杨国灿

罗国茂

张树红

段正宏

常秀文

熊富强

《漾濞彝族自治县志》评审人员

袁爱光

杨文琴

张焕明

马铨

吴定清

刘赤平

字又春

吴光雄

何其辉

杨国富

罗汝祥

张开荣

赵明

常永沛

熊 义

常结根

李建川

王文松

王朝栋

马驰先

刘子恭

李树银
苏定中

陆宾华

杨舒军

郑 宇

施德忠

赵国雄

黄汝林

熊正照

薛琳

陆家瑞

蔡云辉

甘德耀

仲 寅

李国权

苏正祥

杨登堂

杨德宏

郑万才

施俊品

常自忠

谢全顺

杨光复

廖 严

李玉生

王建辉

田舒

朱祥

李学芝

苏天生

杨占华

杨仕团

张奎

茶庆高

常自东

蒙正和

那 鹏

陈永俊

杨繁昌

孔竹英

冯德耀

华锌田

李华荣

苏丽萍

杨凤鹏

杨树贤

张平稳

茶子高

常学海

蒙海燕

王丽珠

余述祥

玛京铆

马漪丽

只学新

邢晓彤

陈宝相

何永春

杨朝现

杨继银

张润林

茶德根

常永进

廉子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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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漾濞彝族自治县志》审验单位人员
及批准出版单位

州级审验单位 大理白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审验人员 杨宴君(大理白族自治州副州长)

张如旺(大理白族自治州政府秘书长)

杨树元(大理白族自治州政府办公室主任)

杨光复(大理白族自治州地方志编委会副主任)

那 鹏(大理白族自治州地方志编委会委员)

孙 浩(大理白族自治州地方志编委会委员)

省级审验单位 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审验人员 钱成润(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郭其泰(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

李学忠(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

李成鼎(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地州指导室主任)

宋永平(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助理)

郑灵琳(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地州指导室)

批准出版单位 漾濞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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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漾濞彝族自治县委书记何池康

漾濞是著名的“中国核桃之乡”，建县虽晚，但“驿道先通，开化不后”。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立以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漾濞

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全县各族儿女团结拼搏，克难奋进，使千里彝山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遗憾的是，由于设治较晚，漾濞一直未曾有一本属于自己的可供“存史、资

治、教化”的县志，有关漾濞的历史仅散见于<蒙化府志>、<永昌府志>等典籍之中。

这种“有县无志”的状况，给漾濞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漾濞人民不甘

于将太多的遗憾带入新的世纪，“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一本崭新的志书千呼万唤始出来，终于在千禧之年展现于世人面前。这是漾濞各族人民

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是彝乡绽放的一朵精神文明奇葩，是漾濞社会发

展史上的一座跨世纪丰碑。

<漾濞彝族自治县志>通合古今，详今略古，纵书史实，横陈百业，从自然到社会，

从经济到政治，从军事到文化，从各种生产活动到各项社会事业，从物质生产活动到思

想意识形态方面，无所不包，内容广博厚重，时间横贯古今，是一部朴实、严谨、科学

而又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系统反映漾濞全貌的综合性资料书。

“珍裘以从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漾濞彝族自治县志>从编纂到出版，数易

其稿，倾注了编纂人员的心血和汗水，并得到了省州社会各界、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和关

怀。谨此，我代表县委、县政府对所有关心、重视和支持志书编写的部门和人士表示衷

心的感谢，并向那些孜孜以编纂志书为己任，考古证今，阐幽发隐，数年如一日，殚精

竭虑，矢志不渝的同志致以崇高的敬意!

<漾濞彝族自治县志>的问世，为人们认识漾濞，提供了最全面、最完整、最系统

的资料，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这部志书的作用将会日益显现。我们将从对历史的客观

分析和对现实的进一步认识中总结经验，把我县的各项社会事业推向前进，在政通人

和、事业兴旺的时代里，将漾濞彝族自治县建设得更加美丽富饶、繁荣昌盛。

庚辰年新春于漾濞



序 二

中共漾濞彝族自治县委书记赵新光

在人类历史即将迈进21世纪之际，<漾濞彝族自治县志>纂成了。它结束了漾濞没

有完整县志的历史，是彝县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成果，实现了

开县以来历代领导、全县万众殷殷热盼有自己县志的夙愿，各族人民无不为之欣喜和感

奋。

盛世修志，古今皆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十分重视地方志编纂工作。历

届县委、政府加强领导，把搞好县志编纂工作列为重要工作内容，常抓不懈；省、州志

办始终给予精心指导；县内外老领导、老同志和社会各界人士给予了热情关心和支持；

历任编委会成员、县志办领导和全体工作人员以高度的敬业精神和责任感，甘于淡泊，

一心修志，克服了资料极为分散、工作条件较差等种种困难，历六载之艰辛，终于使县

志得以问世。

漾濞“自古驿道先通，开化不后邻邑”，数千年的“苍山崖画”留存了先民们的生

活图景，<资治通鉴>在论及唐初“六诏”时有关于“样备”之记述，可见漾濞历史之

悠远。古往今来，这里的各族劳动人民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汗水开发和建设着这块

美丽富饶的宝地，把漾濞建成了蜚声中外的“中国核桃之乡”，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

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今天，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进行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

业，我们既需要正确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也需要全面透彻地研究县情和借

鉴历史经验、教训。“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县者以志为鉴”。“通古鉴今”历来是众

多有为者之共识，地方志书之可贵就在于为“通古鉴今”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资料。<漾

濞彝族自治县志>汇集了本县自然和社会、政治和经济、历史和现状等诸多方面情况，

为我们搞好彝县建设，为关心支持漾濞发展的各方面人士提供了宝贵的地情资料。希望

全县有识之士都能为彝县各项事业的发展而“读史明智，以志为鉴”，发挥好县志的重

要作用。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加强民族团结，发展民族经济，把“中国核桃

之乡”的两个文明建设全面推向新世纪。

1998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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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麓麓星碧嚣戮主茬杨占文<漾濞彝族自治县志>编委会主任 “。一

千年之交，全县各族人民企盼已久的<漾濞彝族自治县志>终于面世了。这是全体

编修人员6年苦战，呕心沥血精心编纂的结果，是彝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

是前不愧对古人，后不愧对来者的一项系统工程，可喜可贺!

漾濞自1912年设县，至今仅86年。设治虽短，然历史悠久。从青铜器时代的漾濞

苍山崖画到博南古道上的斑驳蹄印，从六诏并雄中的“样备诏”到唐九征毁缰夷城立铜

柱，从杜文秀大理政权的18年战争到辛亥革命的腾榆兵争，莫不与漾濞的历史患患相

关。及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爆发，漾濞儿郎慷慨从军报效祖国，马革裹尸血

战台儿庄。特别是在修筑滇西国际通道滇缅公路的壮举中，万千父老齐上阵，同仇敌忾

筑“血线”，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辉煌篇章。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

产党西山特区建立金脉支部，进行武装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漾濞地方政权。在这

些伟大的历史进程中，多少仁人志士上下求索，各族人民前赴后继，描绘了一幅幅波澜

壮阔的历史画卷，理当记之载之颂之。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县干部群众

解放思想，扩大开放，更新观念，开拓进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前所

未有的成就，使“中国核桃之乡”美名远播，面貌一新。由此，“盛世修志”方成现实，

漾濞“有县无志”的历史缺憾得以终结。

<漾濞彝族自治县志>打破旧地方志书重地理轻政治、重人文轻经济的格局，以马

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作指导，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和方法，客观、公正、准确、实事求是地记叙了漾濞各个历史时期的伟大变革，是一

部珍贵的权威的地方志书。这些资料，必将为现在和今后全县各项工作提供借鉴，发挥

其“资治、存史、教化”的作用。

新世纪在望，困难与希望并存，挑战与机遇同在。彝县近十万各族人民务要励精图

治，自强不患，再接再厉，勇往直前，加快脱贫致富奔小康步伐，为把彝县的各项事业

全面推向2l世纪而努力奋斗!

值此彝县首部县志纂成定稿之际，数语记之为序。
一

1998年11月8日



凡 侈IJ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编修方法、原

则等遵循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制发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

二、本志断限年代上起于设县时间1912年，下止于1993年末，部分内容适当前溯

或后延。

三、本志记述形式为述(概述)、记(大事记)、志(专志)、传(传略)、图、表、

录(附录)、索引的有机结合。行文以直录其事为主，兼有少量评述。

四、本志专志部分层次结构为编章节目体。节以上层次按类设置标题，节以下层次

不强求一律。

五、本志除引文和录文外一律用现代汉语书面语记述。有关语言文字、标点符号、

数字用法、纪年法、图表设置等技术要求，均执行国家<简化字总表>、<标点符号用

法>、<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等标准。

六、本志使用的计量单位，1949年以前的沿用当时习惯用法。1950年起，按<中

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的规定执行，其中人民币均按现行币值计算。

七、本志资料来源为县内各部门志或部门提供材料、档案，各级(地)档案馆藏卷

册，各级(地)图书馆藏图书、文献资料，有关参考文献，有关人士提供的资料(含采

访笔录)，石刻碑记资料。上列各项除必要者外不一一注明出处，其中第四项中的重要

参考文献列表附录，第五六两项中的入志资料均经与相关材料核对印证，当事人的回忆

与文献资料有出入者，均以文献资料为据。

八、本志数据来源为统计部门数据、部门业务数据、历史文献资料数据、各类调查

数据。以上各项除必要者外不一一注明出处。原资料数据计算有误者，本志均已订正。

九、本志适当使用当代通行的缩略语(简语、简称)以使行文简洁。但在文中首次

出现时仍用全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简称为“建国前”、“建国后”；“自治县

建立前、后”，系指1985年11月1日成立漾濞彝族自治县前、后。

十、本志所附现代地图，系以本县<地名志>附图为底编绘。按该<地名志>执行

的有关规定，其分界线不能视为标准分界线。

十一、本志收录的历史文献和诗文，除本志编者加以断句、个别明显的错漏、衍

脱、颠倒等予以勘正和部分数字由汉字改用阿拉伯数字外，原文照录。

十二、本志入志人物以漾濞人士为主，兼收在县内任职工作的县外人士，并坚持生

不立传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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