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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昭通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84年8月。1989年4月

顾问朱君和I吕茂林l

主任l赵本玖1 ．

副主任张福崇尹信国江兴泽张荣才

委员 (按姓氏笔划为序，下同)

王世中王宗尧付茂相任绍元安平沈开义l李泳民l李洪邦
李孝骞张荣张维鉴周金国祝其敏范文钟贺正高 郝崇书

凌辉明梅文彬陶盛文彭太康谭乃宽

顾问

主任

副主任

委员

顾问

主任

副主任

委员

张福崇圃
杨传江

马才顺

陈序德

张福崇

梁公卿

杨传江

于洞之

沈开义

蒋鼎文

1989年4月一1990年9月

尹信国朱君和

和子岳彭太康张荣才

马贤福王世中 吕云涛李春仁杨孝全陈光荣

沈开义张荣侯开瑛范文钟樊同炽

1990年9月。1993年7月

尹信国朱君和和子岳

冯建昆

马才顺

杨孝全

谢崇昆

杨永智

王家高

和继尧

谭乃宽

张荣才

邓开琳付茂相刘荣德刘贵铭牟树贤

罗 维金盛鹏秦耀明崔汝雄彭太康

翟思明樊同炽

1993年7月。1996年8月

顾 问 张福崇尹信国朱君和和子岳

名誉主任梁公卿



主 任杨传江

副主任聂昭诚冯建昆(1994年调离) 郭玉鉴杨永智 张荣才

委 员于洞之马才顺王家高邓开琳付茂相刘荣德刘贵铭牟树贤

沈开义杨孝全和继尧罗 维金盛鹏秦耀明 崔汝雄彭太康

蒋鼎文谢崇昆谭乃宽翟思明 樊同炽

顾 问杨传江

和子岳

名誉主任梁公卿

主 任杨应楠

副主任朱恩铸

委 员万家胜

陈永达

符长荣

1996年9月

蒋鼎文聂昭诚张福崇尹信国杨永智郭玉鉴朱君和

张荣才

王迤忠陈家朝杨孝全

马才顺王家高文成端孔利华刘世铭刘世煌陈寿辉

李春山 连卫民张友炎张思濂柴钰连’高云福殷举盘

傅永祥崔汝雄高波翟思明
●

昭通地区行政公署地方志办公室

主任张荣才(1994年离休) 杨孝全(1995年任)

副主任范文钟(1991年离休) 杨孝全刘贵铭(1995年退休)

总编室主任马才顺

副主任马有富

编辑、编务邓光敏(1989年退休) 陈序德(1992年退休) 庞金祥 马才国

卢常美雷世电胡崇青孔靖桃陈钧陈朝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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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通地区行政公署地方志办公室

主任张荣才(1994年离休) 杨孝全(1995年任)

副主任范文钟(1991年离休) 杨孝全刘贵铭(1995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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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通地区志>编审人员

总纂张荣才

副总纂杨孝全

刘贵铭(1995年退休)

马才顺(执行副总纂)

概述

撰稿张荣才

审稿杨孝全马才顺

校对孔靖桃

大事记

撰稿马才顺

审稿张荣才杨孝全

校对孔靖桃

自然地理篇

提供资料单位

撰稿庞金祥

审稿樊同炽

分纂马才顺

校对孔靖桃

建置概况篇

提供资料单位

撰稿范文钟

审稿杨孝全

分纂马才顺

校对孔靖桃

人口篇

提供资料单位

撰稿周颂浩

审稿崔汝雄

分纂马才顺

校对陈朝栋

民族篇 ．

提供资料单位

昭通行署农委、水电局、林业局、农牧局、气象处、地震办、农业

区划办

匡囹 安 平 杨华明 李克铨游厚安

赖三华

昭通市、鲁甸、巧家、盐津、大关、永善、绥江、镇雄、彝良、威

信、水富县志办

刘贵铭马才国

昭通行署计生委

戴开智

李玉祥李春山祝其敏

昭通地区民委



撰稿陈序德虎良辉李伯良 陇永志张建光宫琼

审稿马顺荣文成端王文保

分纂马才顺 、

校对陈朝栋

宗教篇

提供资料单位 中共昭通地委统战部、昭通行署宗教局

撰稿朱德学

审稿牟树贤郑奕卫

分纂马才顺

校对陈朝栋

经济管理篇

提供资料单位

撰稿张福崇

李斌

审稿廖良才

杨永达

黄仕万

分纂马才顺

校对杨孝全

财政篇

提供资料单位

撰稿朱兆翔

审稿沈开义

分纂张荣才

校对胡崇青

税收篇

提供资料单位

撰稿李启贤

审稿晏友琼

分纂马才顺

校对胡崇青

金融篇

提供资料单位

撰稿熊顺军

昭通行署经委、计建委、物价局、物资局、计量局、统计处、工商

局、审计处、土管局

姚志康温联华 曾建林邹吉生余德虎陈戎元l方在光f
朱兆翔侯太清

姜启祥李孝骞 吕福全l韦一德I赵煊文潘志安双家福
蒋元刚谭乃宽蔡一轩杨瑛 李尚恒何元德凌发然

昭通行署财政局

严隆祥常文

夏利才陈孝之周清江

昭通行署税务局

宋思孝王文钰

廖贤祺普安银李洪邦李孝端孙祖钧

中国人民银行昭通地区分行、中国工商银行昭通地区中心支行、中

国农业银行昭通地区中心支行、中国建设银行昭通地区中心支行、

中国银行昭通支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昭通地区中心支公司

孙国萍李永生邹锦国 高云宫国荣洪崇镇



审稿邓开琳

分纂张荣才

校对胡崇青

农业篇

提供资料单位

撰稿 田柱

审稿罗云登

分纂马才顺

校对马才顺

林业篇

提供资料单位

撰稿高灿荣

审稿赖三华

分纂马才顺

校对马才顺

水利篇

提供资料单位

撰稿王复政

审稿邹吉庆

分纂张荣才

校对张荣才

畜牧篇

提供资料单位

撰稿罗启龙

审稿李铭

分纂张荣才

校对陈钧

乡镇企业篇

提供资料单位

撰稿李文富

审稿黄万成

分纂张荣才

校对卢常美

烟草篇

提供资料单位

撰稿左顺昌

审稿傅发武

吴启勋徐忠华陈世德殷国泰李国智 雷加明

昭通行署农牧局

张万纯侯太清

邹维永詹春寓凌永平

昭通行署林业局

熊仕林

昭通行署水电局

侯远荣

吴绍德王明荣

昭通行署农牧局、地区畜牧兽医站

崔汉成赵松年管汉林

李兴燕陈国华

昭通行署乡镇企业局

昭通地区烟草分公司、昭通行署烟草专卖局、昭通卷烟厂

刘选科

曹吟葵



分纂张荣才

校对卢常美

英语目录翻译高德麟

索弓I马才顺

图片文字庞金祥

图片摄影(按姓氏笔划为序)马梦麟王勇 孙群孙德辉艾飞李远昌

李兴起阳留贵杨华岳杨贵全杨智雄杨德明宋大明～吕大明

陈瑞华陈家坤何培刚余泽平吴忠云庞金祥张恒芳秦 明

胡荣赵 明夏廷安郭清泉1高云光I程春元彭国祥蒋义涛
戴 焱

保密审查昭通行署国家保密局陈永达

民族宗教审查 中共昭通地委统战部郑奕卫崔汝雄

昭通行署民族宗教局 文成端 马顺荣 王文保

涉外审查 昭通行署外事办公室龙进

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审查验收人员

钱成润(省志办主任、副编审)

郭其泰(省志办副主任、副编审)

李学忠(省志办副主任、副编审)

宋永平(省志办主任助理、编辑)

李成鼎(省志办地州市县志指导室主任，编辑)

吴於松(省志办地州市县志指导室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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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目录翻译高德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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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 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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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鼎(省志办地州市县志指导室主任，编辑)

吴於松(省志办地州市县志指导室编辑)



序 ．‘一

乓_飞丁
<昭通地区志>即将付梓之际，行署方志办的同志嘱我为其作序，我欣然承命。个

中缘由，大致不外乎：我在昭通工作多年，曾亲身参加和体验了该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革

和建设，是这一场巨大历史变革的“见证者”，同时，在我任专员和地委书记期间，曾

兼任该区地方志编委会主任，对编纂工作，关注甚殷，虽难免有时不待我之处，但自忖

还是为其做过一些工作的。故为是序。

<昭通地区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为指导，重点记述昭通近现代，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历史。修志人员罄其

十年功力，广征博采，认真筛选，去伪存真，取精用宏、修辞立诚，对昭通地区的历史

沿革和自然全貌，以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教育、杰出人物等方面进行了

全面、系统而精细的阐述．终于编纂成书。该书分析和概括了昭通的特征，运用忠于史

实并寓褒贬、辨是非于记述中的“笔法”，总结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

会主义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成就。这些证诸于

史、彰显于事的用血和汗换来的经验教训，对昭通的现在和将来，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

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昭通的历史源远流长．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铭有深远的足迹，对云南的开化和拓展

作出过重要贡献。

在昭通这块大地上。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繁衍和生息。昭通市过山洞发现的一

枚距今10万年前的牙齿化石，经鉴定为早期智人牙。鲁甸、威信等11个点也发现了新

石器时代的遗址。自人类社会最初形态以降。全区夏、商属梁州域；周为窦地甸、大雄

甸；春秋为靡莫部；秦为蜀郡辖地；西汉为犍为郡，东汉置朱提郡；隋置恭州；唐置曲

州、靖州、协州，南诏始称乌蒙部；明置府；清雍正改土归流改乌蒙为昭通，意为“昭

明宣通”。其间，秦代所开的。五尺道”，是南方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它为沟通云南与

中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交融汇合．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近现代以还，随着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昭通顺乎势而应乎人，应运产生了一

大批雄才俊杰。抗日名将、新四军副军长罗炳辉，大革命时期担任中共湖北省及满州省

省委书记的刘平楷，当代青年英雄楷模徐洪刚皆出生在彝良县；1929年起分别担任云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 序 一

南省主席，为云南和平解放作出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又分别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龙云

和国家体委副主任的卢汉出生在昭通市；辛亥革命任陆军总长、孙中山大元帅府大本营

参谋总长的张开儒出生在巧家县；曾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省政协副主席的陈方和曾任

民国政府监察院代理院长的张维翰，及解放初任云南省副省长的龚自知均出生在大关

县；原国民党60军中将军长，辽沈战役中率部起义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长，1955年

授予中将军衔的曾泽生出生在永善县；1946年在东北率部起义后加人中国共产党，新

中国成立后首任昆明市市长，任期长达18年零5个月之久的潘朔端出生在威信县。

昭通还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足以彪炳千秋、传诵万代的业

迹。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中在威信县召开了著名的“扎西会议”，红一、五、九军团和

二、六军团先后经过威信、镇雄、彝良、巧家4县，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

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肖克、王震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曾涉足、转战过昭通这片土地。

解放战争时期，活跃在滇东北地区的主力部队“永煜支队”，就是中共云南省委在蒋永

尊、傅发炮英勇牺牲后，各取其名中一字命名的，他们分别出生在永善县和昭通市。

在中国文化的灿烂星空中，也有从昭通升起的几颗耀眼的明星。出生于昭通市的姜

亮夫先生。在楚辞学、敦煌学、语言学、历史文献学等方面均有举世瞩目的造诣和贡

献，最终以当代“国学大师”的盛誉修成自己的胜业。当代天文学家陈一得，亦出生在

盐津县⋯⋯。他们的学术风范、道德品操、人生境界、嘉言懿行，斐然成就，必定会昭

示和鞭策着昭通的子孙后代勇猛精进，开拓创新。

与共和国的历史一样，昭通的历史，也是一部文明不断取代愚昧的历史，是昭通人

民不断奋斗与抗争的历史，是人文荟萃、英雄辈出，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历史。

由于多方面原因，和先进地区相比，昭通经济目前尚欠发达，但她的大山之腹蕴藏

着十分丰富的资源。昭通地区已探明的矿物质达33种，其中煤、硫两种矿储量居全省

之首，镇雄、威信硫铁矿是全国五大硫铁矿区之一，预测储量14亿吨，探明储量2．12

亿吨；煤炭总储量209亿吨，占全省煤储量的三分之一，昭鲁坝区褐煤田储量84．45亿

吨。占全省褐煤储量的43．34％，是云南最大的褐煤田；全区无烟煤储量113．75亿吨，

占全省同类储量的55．73％，居全省之首；水能资源高度密集，金沙江、牛栏江、横江

流经境内，全国12个大电站基地中。就有白河滩、溪落渡、向家坝三个在昭通与四川

界属的金沙江上。昭通经贸史上也曾有过灿烂的一页，清末、民国时期是粮食、经济作

物、山货药材、土杂百货集散地，有“搬不完的昭通，填不满的叙府”之称。新中国成

立后．昭通历任领导与全区群众一道，励精图治、艰苦创业，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谱写了崭新篇章。1990年昭通被列入“攀西—六盘水”开发区，为昭通的进

一步发展辟出了新的道途。昭通将紧扣时代的脉博，坚韧而扎实地稳步前进。

当然，对于昭通而言，前进的道路并非鲜花铺就。山区经济的薄弱，交通不便及人

才匮乏而造成的诸多制约因素，还可能不断阻遏我们发展的机运。但是，只要我们正视

困难，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挫士气、不折伟节，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抓住机

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奋发图强，脚踏实地进行现代化建设，昭通就必将在建设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昂首阔步地跨人新的时代。

古人日：“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昭通地区志>的出版，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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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提供了一份弥足珍贵的资料，她溯古贯今，内容浩瀚，以史证用，对于我们系统而又

全面地了解昭通。在改革开放中总结经验，鉴史察今，把握规律、确定战略、扬长避

短、科学决策，对于我们求实务实、办实事、见实效，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在此，

我要热忱感谢参加此书编纂的全体同志，他们为昭通人民做了一件非常有益并将流芳百

世的善事。 一

昭通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在这里工作了23年，和这里的干部、群众结下了深情厚

谊，对这里的父老乡亲、良师益友，对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我心里一直饱含着

一腔依恋之情。虽离开这里已三年有余，但在远离昭通的西藏和回省工作的日日夜夜，

我总是企盼这颗滇东北的明珠更加璀璨夺目，正在崛起的昭通各族人民尽快奔向富裕。

昭通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辉煌，昭通必将再创辉煌。

1994年12月初稿于北京

1996年5月修改于昆明

(梁公卿系原昭通地区行署专员、中共昭通地委书记、地区地方志编委主任、西藏自治区副主

席，现任云南省副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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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安邦

在中共昭通地委、昭通地区行署的直接领导下，各部门通力合作，经过全体编志人

员十年奋力拼搏编成的昭通第一部地区志正式出版了。这是全区人民的一件大事，也是

全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丰硕成果，值得庆贺!

昭通地区历史悠久，早在10万年前人类就在这里生息繁衍。自汉先后置朱提县、

南广县、堂狼县和朱提郡，唐(南诏)、宋、元、明先后设乌蒙、芒部、东川部(路、

军民府)，清改为昭通、镇雄、东川府。秦凿“五尺道”、汉筑“南夷道”之后。昭通地

区即是西南地区的重要通道，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要冲，为加强中原与云南的联系，

对西南地区的开发与繁荣，起了重要作用。据有关文物史料考证。西汉末期，昭通已是

国家的铸币基地之一。<汉书·食货志>记载：“朱提银八两为一流，流值一千五百八十，

他银一流值一千。”公元3、4世纪，昭通已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白铜之乡”。白铜冶

炼技术，早于西方各国，对世界科技是一大贡献。已出土的大量银、铜制品。银、铜质

量好，工艺精细；汉<孟孝琚碑文>美术、书法水平也极高，反映了当时的经济、文化

相当发达。勤劳智慧的昭通人民，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

昭通地区位于云贵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地处金沙江下游、乌蒙山西部尾

端，海拔最高4040米，最低267米，高差达3773米，加之受“昆明准静止锋”的影响．

亚热带、暖温带共存的高原季风立体气候特点突出，生物种类繁多，自然资源丰富，属

全国著名的“云烟”之乡，优质苹果、樱桃、核桃、木漆、五倍子生产基地，天麻、竹

荪等名贵山货药材的天然产区。已探明的煤炭储量达200多亿吨，占云南省的三分之

一，而且有储量达80多亿吨的祖国南方最大褐煤田。硫铁矿储量达14亿吨，为全国五

大矿区之一。境内长江干流水系可建大小不等的若干水电站。在金沙江下游国家已经规

划建设装机总容量2300多万千瓦的向家坝、溪落渡、白河滩三座巨型电站。昭通地区。

是一块等待开发的宝地。

这块神奇的土地，养育了一大批杰出人才。辛亥革命曾经担任陆军总长、孙中山大

元帅府大本营参谋总长的张开儒；红军长征和抗日战争时期曾经担任红军第九军团军团

长、新四军副军长的著名军事家罗炳辉将军；大革命时期曾经担任中共湖北临时省委书

记、满州代理省委书记的刘平楷；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曾经担任中

共云南省委常委、省政协副主席的陈方；1946年在东北率部起义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任昆明市市长的潘朔端；辽沈战役中率部起义、为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作

出重要贡献的曾泽生将军；曾经为云南和平解放作出重要贡献的爱国将领、原国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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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姜亮夫、李士厚等都出生于昭通地区。红军长征途中。中央红军于1935年2月在

扎西集结，党中央召开了继“遵义会议”之后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扎西会议”；红军

二、六军团于1936年3月两进奎香，转战镇雄，在这里进行了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

“乌蒙山回旋战”。红军长征过昭通，留下了宝贵的长征精神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

张闻天、贺龙、任弼时、肖克、王震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辉足迹。

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任领导动员和组织全区各族干

部群众，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

速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使全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全区民族团结，

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到处是一片繁荣景象。

地委、行署紧紧抓住“盛世修志”的大好时机，组织编志人员把全区的自然、人

文、经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全面、系统、科学地记录、汇集起来，用以“资政、教

化、存史”，服务当代，垂鉴后世。阅读这部新编地区志，可对昭通区情有一个全面了

解，既能看到各个时期兴衰的外在表象，又能了解到各个时期兴衰的内在动因，既能看

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又能看到前进道路

的坎坷和曲折，看到前进中的困难和问题，从而激励昭通人民继往开来，奋发进取，再

铸新的辉煌，再写新的篇章。

值此地区志正式出版之际，诚挚祝愿她能够有效地发挥“资政、教化”之作用，有

． 力地推动全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为铸造昭通新的辉煌，作出积极的贡献。

(朱安邦系中共昭通地委书记)

1996年7月于昭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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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应楠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地处滇、川、黔结合部的昭通地区，尽管经

济文化不发达，但修志已有较长的历史。清朝民国以来，多次修志，赓续不断，馆藏志

书十余种。<昭通地区志>经过三年准备，六年编纂，数易其稿，在深化改革开放的新

形势下出版问世，这是全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成果，值得庆贺。

<昭通地区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

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政策，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广征博采，去伪

存真。用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记述了昭通地区的建置沿革、自然地理、经济、政

治、军事、科技、教育、文化、人物、风情。门类齐全、资料翔实、结构科学、体例完

备、特点鲜明。全书300万字，分上、中、下三卷分期出书。是一部系统反映昭通历史

与现状、自然与社会、革命与建设的科学记述文献资料。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这话很有哲理。阅读<昭通地区志>，

可以了解昭通的历史，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天翻地覆的变化和各行各业取得的巨大成

就，及历史进程中的挫折和失误，经验和教训，可为各级领导正确决策作借鉴。

编纂(昭通地区志>是全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

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惠及子孙的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业，它的

出版发行。对我们研究昭通历史，认识昭通现状，借鉴得失，指导工作，大有裨益；对

全区各族人民群众、机关干部、厂矿职工，特别是对青少年进行热爱祖国、热爱家乡教

育提供一部很好的乡土教材；为国内外人士了解昭通、研究昭通、开发昭通、推动昭通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一部大型历史性工具书。

<昭通地区志>的编纂成功，体现了“党委领导、政府主持、专家修志”的格局。

是在中共昭通地委、昭通行署领导下，在省地方志办公室指导下，在各行各业大力支持

下，数百名专兼职修志工作者宵衣旰食、尽职尽责、辛勤耕耘的结果，是众手成志的尝

试。地直各部门党政领导严把史实关，认真审查，洒下了艰辛的汗水。值此<昭通地区

志>出版发行之际，谨向参加修志的同志致以诚挚的谢意。

我到昭通地区工作的时间不长，对昭通社会、经济发展作了初步调研，这里勤劳勇

敢、朴实节俭、艰苦创业的人民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我们正处在世纪之交，承先启

后的关键历史时期，肩负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扶贫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的光荣而艰巨

任务，随着国家对西部地区的开发，我深信全区各族人民群众，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继

续发扬团结奋斗、艰苦创业、上下求索、积极进取精神，为昭通地区谱写更加光辉灿烂

的历史篇章。

1997年1月6日

(杨应楠系昭通地区行政公署专员、昭通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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