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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莳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盼

光辉照耀下，在浙江省丽水地区《畲族志谤编纂委员会同志们的艰

苦努力和广大畲族人民的支持下，浙江省丽水地区《翕族志谤终于

编纂出版。这是浙江省丽水地区畲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喜事，

是畲族人民长期以来的夙愿，显示着丽水地区民族工作的一大成

就。民族志是地方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编修是资政、存

史，教育的需要，是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各民族之间、各

地区之问相互交往日益密切的要求，也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修

志特有的优良传统，在世界上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共产党

和人民政府历来十分重视编修地方志的工作，国务院正式把编修

地方志的工作纳入国家。七五修规划。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亲切

关怀下，全国各地出现鼻盛世修志骨的喜人景象。正如江泽民同志

在上海地方志编委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l叠编纂社会主义

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系统工

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代的千秋大业。矿

我有幸在有生之年通读浙江省丽水地区((畲族志)》的送审稿，

认为这部Ⅸ畲族志3i》是一部新型的方志。它忠于历史，把握现实，

富于时代感，不溢美，不掩过，科学地把丽水地区畲族人员的昨

天和今天，从自然到社会，从政治到经济，从人物到风貌，从革

命到建设等方面进行全面、系统，准确的综述，尤其是力求贯通

古今，遵循详今略古的原则，记录了丽水地区畲族人民在新中国

建立后的四十年来，经历了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

建设的过程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前进中的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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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经验和工作中深刻的教-kll。为党和政府提供翔实可靠的地区情、

市情、县情，为地区今后的施政和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为地方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提供科学的根据，为改革开放和杜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事业，提供有益的经验和启示，为全国各族人民提供一

个较好的历史教科书，帮助人们了解丽水地区裔族人民的历史变

革和现实变化，通过新旧对比，立足于现实，反思历史，进一步

认识在我们这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家庭中，各族人民团结合作所

展示的强大创造能力和无穷的智慧，激励着各民族人民更加团结，

振奋精神，同心同德，推进改革开放，．为振兴中华，建设具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共同奋斗。它还将使我们更加深刻认识为什么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少数民族，只有社

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从而启迪人们更加热爱祖国、热爱共

产党，热爱社会主义，满怀信心地进行社会主义四化建设，起着

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作用。

畲族63万余人(1990年)，主要分布在福建、浙汪，江西，广

东、安徽五省八十多个县的部分山区，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

烂文化的杂散居少数民族。畲族人民勤劳勇敢，在漫长的历史长

河中，不仅以自己的辛勤劳动与汉族人民共同开发祖国东南沿海

地区，刨造7多姿多彩的传统民族文化，丰富了我们伟大租国各

民族共有的文化宝库，并与各民族人民一起，在共同反抗历代反

动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结成了亲密的友谊，终于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

主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畲族人民在共同缔

造我们伟大祖国的历史和文化上，都作出自己的贡献。

就是这样的一个勤劳勇敢、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畲族，

在旧中国却长期惨遭民族压迫和歧视，生活极端贫困，人民处于

水深火热之中。新中国建立后，少数民族的历史命运发生了根本变

化，各民族人民共同生活在平等、团结的民族大家庭中，党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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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团结政策在各民族人民中深深扎根。畲族人民纷纷提出确认

自己的族称和公开自己的民族成份，要求承认为新中国统一多民

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这是畲族人民自我觉醒的表现，只有在实行民

族平等团结政策的国家里，畲族人民这种自觉的返本归原恢复本

来面貌的要求，才能得到实现。为了帮助畲族人民充分享受民族

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事业，发挥他

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性，促使畲族人民尽

快地得到繁荣和发展，国家先后于1953年，1955年组织专家，学

者和民族工作者对福建，浙江，广东等省的畲族进行认真，慎

重，稳妥的民族识别调查。1956年由国务院正式确认畲族为祖国

统一多民族大家庭中的单一的少数民族。

我作为一个民族研究工作者，1,k1953年起曾多次到迂福建，

浙江、江西，广东，安徽五省畲族地区进行调查研究。由于频繁

的接触与交往，我同畲族结下了不解之缘，与畲族同胞建立了深

厚的感情。我曾三次来到丽水地区，第一次1953年到景宁东衍畲

村进行畲民识别，第二次1982年副丽水，景宁、遂昌了解禽族的

传统文化，第三次带领畲族硕士研究生雷玉虹(丽水市人)到丽

水，龙泉考察。当我重返三十年前调查过的东衙畲村时，只觉得

这里山变水变人也变。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却紧紧盯住我瞧，突

然走上前来，握住我的手说l弗你不就是当年来我们村调查的施

同志吗?一说着这个老人从身上掏出一张年久变黄的照片，上面就

有他与我们调查组同志们的合影。原来，他是当年乡文书蓝朝

基。全村得知I当年的调查组回来了，十分高兴，宰了山羊，煮

了豆腐，捧出米酒，用畲家人最隆重的礼节拓待我(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1984年5月3日“民族大家庭”节目中播送这个事迹)。往事

的回忆，使我深感有责任更多的为少数民族的繁荣富强尽力工

作。

丽水地区历史悠久。此地隋开皇九年于永嘉郡置处州，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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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皇干二年改为括州。唐复名处州。元改路，明改府，清因之，

首治丽水县。公元1913年裁府留县。在此漫长历史演变中，不乏

出类拔苹的人物及足资借鉴的珍贵史料。丽水地区山雄水秀，地

灵人杰，民情风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都具有自己的特色。

几千年来，丽水地区畲族人民随着中华民族的铿锵步履，谱写着

各族人民共同缔遣祖国历史文化的光辉篇章，解放后，丽水地区

畲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各民族

人民友好合作的大家庭中，积极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生产，

进行社会改革，有计戈lj地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无论在政

治，经济、文化等事业上都获得蓬勃的发展。当前，正值改革开

放的年代，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我深信

丽水地区畲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一定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

和睦共处，同心同德，团结奋进，努力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人民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呈现在丽水地区各族人民面前，将

是一幅更加绚丽多彩的画图。

施联朱
1991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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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取事．上限至畲族在本区的发端，下限至1988年。

人口分布根据第四次入口普查。

二、畲族志在丽水地区属首修，力求贯通古今，但遵详今略

吉之则，以现代为主。

兰，本志有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以志体为主。

除概述，大事记外，设10章。章下分节、目。

四、志酋设概述，综叙本区畲族之概况，以总摄全志，为全

志之纲。部分章之首亦以概述式补文总摄全章。

五、大事记置于概述之后，为全志之经。凡本区与畲族有

关、尤为畲族在本区影响较大之事件均记载，以编年体为主，辅

以纪事本来体。

六、本志为畲族专志，立足于畲族之特点，特色之处，力求

详述I与汉族共同之处，简叙或不记。

七、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竹原则。只选择本籍本族有较大影响：

人物入传。入传人物的顺序按卒年排列。

八、有些地名先后有变更，一般采用事件发生时所用的地．

名，并注以现名。

九．本志所用数据基本上为丽水地区行政公署民族事务处、

各县市民族科组织人员调查之结果。

十，引用有关原文，如文中未注明，皆在页底另注出处。

十一，畲族通用汉文，但汉字不能完全表达畲语的语音，语

意，((畲族语言》，《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章中用汉字表达部

分畲语，用汉语念不通，用畲族语读，朗朗上口，故非错别字豌

病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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