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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专

序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源远流长，至今留下的8000多种旧志，

成为我国文化宝库中的一大珍品。楚雄地处滇中，受中原文化影响较早，境内地方志书

的编修始于明成化年间，但保留下来的最早的志书，则为明隆庆《楚雄府志》，也是州

境至今尚存的唯一的明代志书。清代州境纂修志书蔚然成风，保留至今的旧志尚有30

余种，其中的盐井志(《白盐井志》、《黑盐井志》、《琅盐井志》等)独具特色，反映了

楚雄州境主要资源开发的历史。民国期间，政府虽多次“迭令纂修，，，但刊印成书的仅

《姚安县志》一部，《镇南县志》保留了大部残稿。新中国成立以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

命家曾几度倡修，到本世纪80年代，我国出现了盛世修志的大好形势。楚雄州白1982

年起，在州委，州政府的重视下，设立机构，组建班子，着手编纂第一代社会主义新方

志。在领导重视，各部门支持，各方人士积极参与下，经10年艰辛，笔耕墨耘，于

1992年纂成数百万字的《楚雄彝族自治州志》(下简称《州志》)初稿。又经一年多修

改审订，杀青付梓。在评论和审定中，有关专家认为， 《州志》体例详备，史料翔实，文

字朴实通达，反映了楚雄州从自然到社会的历史和现状，是一部具有时代特色、地方特色

和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方志，也是我州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丰硕成果，可喜可贺。

志书自古以来都是为一定时期的政治服务的，倾向性十分鲜明，因此被称为“辅治

之书，，，“致用之书，，。也正因如此，旧志往往精华和糟粕并存，需要我们有批判地继承，

有选择地吸收。我们今天所编修的社会主义新方志与旧志截然不同，它以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为指导，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识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对人们

既有知情的功能，借鉴的功能，也有教化的功能。清代的方志学家李兆洛说：“夫志者，

心之所志也。志民生之休戚，志天下之命脉，志前世之盛衰以为法鉴也；志异日之因革

以为呼吁也。”所谓“心之所志”，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也就是从历史中总结出经验教训，

提高为政者的认识，鉴前世之盛衰，知往日之因革，为民生之休戚负责，做好自己的工

作。因此在我国封建社会里，一些有见识的当政者都重视地方志的纂修和使用，下车伊

始，首览志乘。唐代的韩愈到岭南时，先阅韶州图经；南宋时朱熹知江西南康郡，“下车

首以郡志为问，，。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顾炎武，阅览了21史和1000多部地方志，辑录

有关民生利害部分，编成《天下郡国利病书》，提醒人们注意搞好农田水利建设，减轻

人民负担，加强国力等等。但在封建社会里，他的主张是不能实现的。在社会主义的今

天，充分利用地方志提供的信息为国为民，正是我们编修的目的所在。

楚雄州历史悠久，从元谋人至今，我们的祖先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繁衍生息170余

万年，有多少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汲取l且不说庄矫通滇，汉武置县、武侯渡

泸、天宝战争等历史的大事件，就是解放后40多年的历史，我们也还没有认真地站在

历史的高度予以重温。尤其是我们今天开发彝州，振兴民族经济，更有必要继承历史，

借鉴前人。楚雄州曾有过开放的历史，妥甸酱油、禄丰剪刀、大姚核桃、武定壮鸡、烤

：l



楚雄州志

烟、丝绸等等，无一不是外地引进之物。外地的品种、外来的技术与本地资源相结合，

形成了楚雄的特产，这就是历史对我们的启迪。烤烟是1942年引入楚雄州境种植的，

而卷烟技术的引进则是70年代中期开始的。假若固步自封，烤烟和卷烟便不可能形成

楚雄州的经济支柱。但引进又不是盲目的，烤烟试种的成功，是建立在楚雄州的土壤、

气候资源的基础之上，没有内因这个根据，楚雄州也不能成为云烟主产区之一。所以引

进要从实际出发，首先有一个认识自己、立足本地资源的问题。

今天，党为我们改革开放制定了很好的政策，并为我们贯彻执行这些政策打破了坚

冰，开辟了航向，铺平了道路。但我们在贯彻执行中还有一个从实际出发的问题。实事

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点。建国40多年，我们的工作成就是大的，但也受

过不少挫折，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真正弄清我们的国情、

地情、州情，以致人云亦云，亦步亦趋，脱离了我们实际，教训十分深刻。作为一个领

导，要把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的工作搞上去，自己的历史和现状是什么?应当有比较透

彻的了解与研究。毛泽东同志说过：“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

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楚雄州志》是大型的资料工具

书，它的问世，从州情的基础资料方面提供了系统的信息，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进一

步深入探求，开发利用。但10年修志的功绩还不仅仅是出了一部《州志》、10部县

(市)志和几十部专志，它还在于为系统地、全面地、大规模地抢救、整理州情资料、

研究州情、认识州情开了先河，这是建国40年来未曾有过的。因此在《州志》问世之

际，我还要进一步倡导这种风气，向全州广大干部、特别是做领导工作的同志提出一个

“认识彝州"的要求。只有透彻地认识彝州，才能更好地建设彝州，振兴彝州。我们提出

了在本世纪末奔小康的目标，如何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就需要了解我们的历史和现状，

然后从实际出发提措施、订计划。认识的目的是为了建设，为了鉴往知来，加快发展彝

州的经济文化。因此我们不但要修好志书，而更重要、更迫切的是用好志书，用它来为

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服务，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建设商品经济大市场服务。

楚雄州地灵人杰，历史上曾涌现出无数革命先烈、志士仁人、英雄模范、能工巧匠，

他们各领风骚，在推动社会文明与进步方面做出过贡献。尤其值得人们永志不忘的是许多

志士仁人，他们为着各族人民的解放，为着中华民族的振兴而慷慨就义，从容捐躯，可歌

可泣!各族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在《州志》中为他们列表立传，树一方之风范，明千

秋之爱憎，这也是地方志的一种功能——教化。我们党历来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强调坚持

不懈地对各族人民，尤其是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的教育，以及革命传统教育。《楚雄州志》的问世，为我们提供了一部生动而具

体的乡土教材，希望各族人民，各界人士都充分发挥好志书的教化功能，用家乡的事件、

人物、历史来光耀乡邦，树立民族自信心、自豪感，使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后代更加热爱

祖国、热爱人民、热爱民族、热爱桑梓，立志振兴中华，服务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彝

州作出贡献f

中共楚雄州委书记 王天玺

。

1993年4月

，霪藿誓霉霸F；，墓霉潮拶纛鸳篷盛蓊蓠‰



序 言

序 二

楚雄彝族自治州地处云南高原腹地，是一个多民族的聚居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在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倡导下，编修地方志

这一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在彝州大地上得以继承和发扬，出现了盛世修志的前所未

有的大好局面。1982年9月，州委、州人民政府成立楚雄彝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

会，下设州地方志办公室，作为政府常设机构开展修志工作。感谢广大修志工作者锲而

不舍的努力，历10年之艰辛，数易其稿，洋洋数百万字的《楚雄彝族自治州志》终于

陆续与全州各族人民见面了。它是集体智慧与汗水的结晶，是全州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

宏伟工程，也是彝州出版史上一次空前的壮举。我深信，这部《州志》作为反映全州自

然和社会、历史和现状的资料性著述，必将起到服务当代、惠及子孙的作用。

回顾本志的编纂过程，10余年来大致经历了宣传发动、各部门编写上报本、总纂

全志、审改出版4个阶段，并具有以下3个特点：一是领导重视，对编修州志的价值、

意义、重要性和紧迫性有明确的认识，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管、各部门积极配合、

众手成书的修志格局。修志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州人大常委会召开

例会，认真审议此项工作，并将地方志编纂工作写入了《楚雄彝族自治州自治条例》。

州政府每年召开一次编纂委员会，贯彻国务院、省政府有关精神，听取汇报，研究和检

查工作进程，解决存在问题，保证了整个编纂工作循序渐进开展。二是在全州范围内兴

起了广征博采、调查研究之风，编辑了《楚雄彝族自治州概况》、《楚雄彝族自治州简

介》、《楚雄人物》、各县(市)志和部门专志，创办了《年鉴》、刊物，出了一大批成

果，开辟了研究州情，宣传彝州，提高彝州知名度，服务改革开放的先河。三是通过

lO年修志，培养出一支既熟悉州情，又具有一定的思想水平和文字功底的老中青相结

合的方志工作队伍。这支工作队伍包括州、市、县志办专业工作者近百人，州县(市)

两级委办局和全州有志之士近千人，不少离退休老同志奉献余热。他们中间的不少人，

为了《州志》的早日问世，十年如一日，宵衣旰食，默默笔耕，无私奉献。尤其可喜的

是他们爱乡土，写乡土，识乡土，扎根乡土，为全州两个文明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并

且还将继续发挥作用。

《楚雄彝族自治州志》是我州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总观全书，以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方志学理论，结合本州实际，制订篇目体例；按照详今略古的原

则，实事求是地记述了彝州各行各业的历史与现状，以及全州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艰苦奋斗，改造自然，推动社会进步的光辉历程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如实

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中的成功和失误、经验与教训，较好地体现了地方志资治、教化的

功能。全志共6卷。38篇，在征集上亿字的资料中编纂出900多万字的各种专志，经

总纂形成了500多万字的送审稿，再经分审、会审、终审，反复审改压缩，现在全志约

400万字。可谓史料丰富、编排科学，有总有分，有纵有横，有条有块；既贯通了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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