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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研究员 宁超

自本世纪80年代初开始编纂地方志以来，方志界的同志就在志书中如何记述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政治运动问题，发表过许多文章。其中争论比较多的一个问题

是：政治运动是分散记述于全书各章节中好，还是把它集中起来，按其发动之先后记述

为宜?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个记述方法问题。其实不然，这中间包含着许多内涵，问

题并不简单。

持前一种观点即分散记述的人认为：我们所经历的那些政治运动，并不完全都是政

治性的。每次运动从始到终，都渗透到社会各方面，制约着国家的各个领域。因此，在

编纂志书的各部类或章节时，把历次政治运动对这一类事物的影响穿插进去就行了。坚

持这种记述方法的人反对把运动集中起来写。原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开展的这

些运动，大都是在极左思想指导下或受极左思想影响发动的，造成了许多严重恶果。如

果集中起来连贯记述，就把这些恶果联成一片，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似乎中共执政

30余年全是错误。如此做，等于给共产党脸上“抹黑”，有损于中共的光辉形象，等

等。主张第二种写法的人认为，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并不都是错的，有些运动是正

确的。错误的政治运动是在1957年及其以后。它一次比一次“左”，弊端丛生。其影响

所及，天怒人怨。同时，这些运动一个接一个，连续不断，经常是头一个运动还未结

束，下一个运动又开始了。运动没完没了，人们都是在政治运动中过日子。如果把它们

连贯起来，集中到一个编章记述，其错误的指导思想，运动之前因后果便可以看得更清

楚。何况这些运动时间都比较长，其内涵极其丰富，列为专章，便于叙述。至于这些错

误的政治运动造成的不良后果，那是客观存在，中外皆知，用不着为尊者讳。何况十一 ’

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都逐一作了纠正，并宣布今后不会再搞那种运动了。照这样的方法

记述，尤其有警戒作用，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等等。

中国的知识分子中50岁以上的人，有不少是被政治运动整破了胆的。虽然事隔多

年，仍Ifl,t二'有余悸。所以持第一种记述方法的人未必是。左”；持第二种记述方法的是少

数，但他们也未必是“右”。我本人早期也主张用第一种方法记述政治运动，并曾在一些

场合向修志同仁宣传过。最近几年我发现，从省志到地州市县志大都是按照第一种方法

来处理政治运动的。至于按照第二种方法处理历次政治运动者，为数极少，《元谋县

志》即其一也。
’

以上所述思想状态是好几年以前的事了。六七年后的今天，回过头来再看看这个问

题，人们的思想境界是不是有所提高呢?我看，云南省方志界同仁的思想认识是大大提

高了一步。尤其是学习了邓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讲话之后，思想更加开通，更加解放了。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方志中分散或集中记述政治运动各有利弊，这不是问题的症

结，关键是你站在什么样的立场、用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标准去记述。鉴于这一届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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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修的各级志书均非个人著作，而是在中共各级委员会和人民政府领导、主持下编写的

官书，那么我们就要立足于它们的位置上，用它们的感情，口吻，以中共中央《关于建

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决议》公布以来，中共陆续采取的方针路线和

实践活动为准绳，对过去的政治运动给予肯定或否定，或部分肯定与否定。在记述这些

政治运动时，应该遵循：1．秉笔直书，切勿曲笔回护。因为这些政治运动中央已有明

确的可否态度，而其本身是为海内外所共知的事，志书没有必要去隐讳它。2．记述要

简明扼要。那些完全搞错或部分搞错的政治运动，无非是造成冤假错案，伤害了无辜的

人；或者使生产破坏，人民生活极端穷困，如此等等而已。只要把它们记述清楚就行

了，用不着花笔墨形象地去描述迫害者的各种凶恶、残暴手段和受害者遭受凌辱折磨时

的痛苦表情，这不是方志家的任务。

由李坤同志主编的《元谋县志》把历次政治运动单列成一章，也就是我在前头讲

的，他采取的是第二种记述方法。这种方法首先表现出一个明显的特点：事物的系统

性。‘它从建国初期的“清匪反霸”到“文化大革命”，共12节，每节记述一次运动。把这

些运动在元谋开展的过程、背景和结果记述得有头有尾，作到层次分明，井然有序。这

对于那些对建国后元谋历史不甚了了或根本不知道政治运动为何物的元谋人，无疑是一

本好的乡土教材。正直的有识之士读了之后，如果遇到某些妄图再搞这类错误政治运

动，或者鼓吹极左思潮的人，也会起而抵制。从而保证中央改革、开放的方针路线在元

谋的贯彻执行。

其次，《元谋县志》记述历次政治运动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首先，它并不认为所

有的运动都是错误的，它肯定了诸如“清匪反霸”、“土改”等运动的巨大功绩，它用事实

告诉读者，如果没有这几个运动，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各阶层人民群众的土匪不知还要

横行几个世纪?贫困老百姓的生活能改善吗?经过这几个运动，土匪肃清了，贫困人民

翻身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对于那些错误的政治运动，诸如“反右”、。文革”，尽管其弊

端丛生，造成许多不良后果，《元谋县志》都是站在党委和政府的立场上，客观、公正

地记述了事情的背景和前因后果，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警醒后世。

要而不繁、文字较简练是《元谋县志》的另一个突出的方面。元谋正式建县至今已

有700余年的历史，人口不算少，事务同样纷繁，但全志只60万字。在各种志书篇幅

日趋庞大的今天，编纂者用这样的规模，而且无重大项目遗漏，确乎是花费了大功夫

的。就拿第二编第六章建国后的重大政治运动说，次数如此多的运动，这么复杂的历史

事件，但从头至尾不过1万多字，而且把事情都大体交待清楚了。如果不节省笔墨，不

考虑印刷费用，不珍惜读者的时间，是可以写出好几万字来的。当然，篇幅单薄，字数

少，倒并不一定是写得好的书。例如《三国志·蜀书》(当然整部《三国志》都很简

略)，篇幅短，文字极其简洁，是它的优长，但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这个。优长”，把

这一时期包括云南在内的西南地区许多重要情况漏掉了，要不是裴松之旁征博引，加以

补充，我们今天研究当时西南的情况还要困难得多。所以，我们提倡志书篇幅要小，文

字要简洁准确，但重要史料一定要翔实，门类项目不能缺漏。

古人云：文章千古事。作为一个地方的信史的《元谋县志》必将传之久远，为元谋

各族人民的利益发挥出不容忽视的影响。

遂

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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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中共元谋县委书记、元谋县志编纂委员会主任杨绍昌

元谋的修志工作，在中断了200年后，又一部《元谋县志》终于和大家见面了。作

为县志编委主任，为书作序，义不容辞，只因本人才疏学浅，要为传之后世的志书作

序，恐文不达意。好在前任县长胡之才同志已作一序，省志办主任、研究员宁超又作一

序为之评介，因此，我仅对志书作点说明罢了。

《元谋县志》的编纂工作，始于1983年，先后调来的编纂人员，在缺乏理论准备和

实践知识，手边又无一星半点史料的情况下开始工作，真可谓“筚路蓝缕”了。但他们雄

心勃勃，努力钻研，同心协力，不畏困难，呕心沥血，日夜耕耘，誓为元谋县编纂一部

社会主义时代的新志书而历尽艰辛。

编志书难，编好志书更难。全体编撰人员为了实现编写一流志书的志愿，首先从广

征资料入手，访知情，听取亲见、亲闻、亲历之事；查文献，获得700多年来元谋兴衰

的史迹。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又认真进行审查核实工作，本着实事求是，

反映历史本来面目的原则，在“准”字上下功夫。先后召开了近百次专章审稿会议，有数

百人参加审稿修改，将80多万字的初稿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形成了60多万字的送审

稿。县编委又邀请县五套领导班子进行复审，召开有省州专家学者、外地州县同仁参加

的元谋县志学术讨论会，对志书的政治观点、体例、资料和有关技术问题作了审查和探

讨。这部志书，征集资料面之广，评审规模和耗资之大，都超过当地历史上所编的任何

一部文献，而且它体例新颖，观点鲜明，文字精练，真实地反映了元谋县700多年的历

史进程，尤其突出了新中国建立后建设的实况，达到了“资治、教化、存史”的目的，资

料丰富，有可读性和借鉴性。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我希望

这部志书会得到县内外一切有识之士的喜爱。

地方志是我国独特而宝贵的文化遗产。早期的方志，仅反映地形，气候，疆域等。

此后，逐渐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到了清代，方志不只全面地反映一个行政区域的社

会和自然概貌，而且用比较规范的体例来表现它。由于受历史的局限，‘旧志在反映事物

的深度和广度都远不及今日。新中国成立后，科学技术取得很大成就，各项事业蓬勃发

展，事物纷繁，要正确地认识它、反映它就需要具备更多的知识了。

’新中国的史志是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服务、为四化建设服务的。因此，志书是以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确反映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的历史事迹。新中国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使我国政治、经济、军

事j文化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深刻变化，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可歌可泣

的英雄人物和革命业绩层出不穷。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

业，也是万象更新、百业俱举的开创性工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确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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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实行了改革开放的强国富民

政策，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思想，制定了本世纪末奔小康的奋斗目标。

这一切，既提供了修志的丰富素材，又拓宽了修志的指导思想。

修好新中国的地方志，既是党和人民的要求，又是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

需要。这是因为：第一，总结过去，了解县情，认识县情，是正确贯彻党的实事求是思

想路线的重要基础。特别是在全面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形势下，县情不会一成不

变。因此，要不断加深对县情的认识，及时掌握处在剧烈变化中的全县情况，县志的出

版，为我们深入了解和认识县情，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第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迫切要求领导决策的科学化。科学化决策不仅表现为正确的决断，还表现为一个完整的

过程，它需要在实践中接受反馈，不断完善。县志记载了我县700多年来的历史，汇集

了大量的信息和资料，既为领导者今天的决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又检验了昨天的决

策，领导者可借古鉴今，全面正确地分析县情，作出正确决策，避免主观臆断，重蹈覆

辙，造成损失。第三，县志重点反映了建国40年来我县各个方面的发展变化，有利于

对从事不同职业的人们相互了解，把握全面，从而保证全县政治、经济、社会协调、均

衡、稳定地向前发展。

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新编的《元谋县志》，也会有缺陷。但是，它毕

竟是一部传世之作，将在富民兴元(谋)，建设“四化”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此，我谨代表元谋县志编纂委员会，对关心支持县志工作的各级领导、专家学者

及全体编纂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敬请各界人士、修志同仁批评指教。



序 5

序 三

原元谋县人民政府县长胡之才

元谋现存两部古代志书——康熙时的《元谋县志》和乾隆时的《华竹新编》。

康熙时期是清朝由稳定到发展的时期，乾隆是清朝的鼎盛时期。自1978年党中央

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以后，中国的面貌为之一新，各项事业取得重

大进展，人民生活大大改善，又将步人盛世。此时修志，不只是因为社会比较稳定，经

济发展，有可能调集人力、物力来从事这一工作，而且，在几经沧桑之后，很多历史事

件逐渐明朗，便于着笔。

新编《元谋县志》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

真实、系统地记述了700多年来，尤其是近100年来元谋历史的曲折发展过程，成败得

失，皆在其中。当政者除应知道国家的古今大事外，对所管辖区域的古往今来，更应当

有深刻的认识，才能从历史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结合现状，制订出切合实际的有效的

行政措施。志书的资治作用正在于此。纵观700多年的元谋历史，使人得出如此认识：

政通人和，社会稳定，才能促进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为此，地方的主要工作人

员，要力求制订出正确的战略和策略，领导全体人民，同心同德，维护安定团结，把地

方的事情办好。新编《元谋县志》还扼要地反映了自然概貌，并侧重反映了新中国建立

后各项建设的发展，具有相当的资料性。

新编《元谋县志》有几个特点：从总体设计到总纂，都是由本地人完成的，本地人

写本地事，可谓土色土香了；尽可能让专业人员写有关专章，或一再请有关专业人员对

专章进行评论，以确保其真实性和系统性；阶段性记述的处理法压缩了篇幅；政治运动

列专章，既有利于资政，也解决了一些横向联系，并避免了各专章涉及“运动”的重复记

述；文字较为简洁、流畅。

元谋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距今170万年前韵“元谋人”的牙齿化石即发现于此。元

谋又是金沙江流域典型的干热河谷地区，素称“天然温室”；成昆铁路纵贯元谋中部，境

内长78公里。在北国冰封，万里雪飘的寒冬，正是元谋蔬菜大量上市的季节，通过成

昆铁路，把年产7_10万吨的冬春蔬菜，运往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的120多个城市。

元谋土林姿态万千，似人似物，富于想象力的人步人其中，则幻象丛生，几不知身在何

处。元谋自然资源丰富，处于开发时期。希望通过新编的《元谋县志》，能够使本地人

进一步认识元谋，使外地人对元谋有所了解，进而为元谋县献计献策，甚至投身到元谋

的建设事业中来!

肜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观点，力求实事求是地反映元谋县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设概述、大事记、五个编二十七个专章、人物及附录，前有序言，后有后

记，通过阶段性的记述，尽可能真实、系统地反映元谋县的自然和社会概貌。

三、除《自然地理》中多用说明文体外，其他皆以记述体为主，辅以图、表；《大

事记》采用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各专章一律以事分类横排，以时为序纵写。

四，上限不限，下限一般为1990年。

五、生人不列传；旧志中已为之立传者不列。

六、主要资料来源于档案、部门志和书籍，建国后的各类数据，主要来源于《元谋

县国民经济主要指标资料汇编》；凡属采访资料，一律注明。

七、纪年。清朝以前(含清朝)一律使用当时年号，后用括号注明公历年代；民国

纪年的处理方法同上，以后一律用公历。

八、凡本志中的。××年代”，皆为20世纪的年代。

九、本志中。解放前(后)”系指1950年1月19日元谋县解放前(后)，。新中国建立

前(后)”，系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

十，元谋土地面积说法纷纭，各是其是，殊难核查，唯土地详查数2 021．46平方

公里与农业区划数2 021．04平方公里相近，然前者按行政区划详查，后者按气候带统

计，亦难区别其细小之差别，故凡涉及总面积和分数之合不等于2 02．1．46平方公里

者，皆注明出处。

十一、为了强调某几种数据在该类事物中的比重，所以，在总数后的“其中”中，只

列必需强调者，故分数之合不等于总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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