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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1·

序一
中共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委员会书记历a故

盛世修志。志载沧桑巨变的昨天。

客观记史，史书既往开来的今天。

1954年8月23日，怒江傈僳族自治区(州)成立，怒江州各族人民从

此在政治上实现了管理自己事务、当家作主的历史夙愿。建州50年来，特

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怒江州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实现了社会形态的历史

跨越和经济的长足发展：从原始的刀耕火种转变到现代农业。从以物易物的

自然经济突变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蛮荒的石器时代飞跃到新型工业，从

幽暗的火把照明到万家灯火的辉煌，从蒙昧的求巫祭鬼到医药保障的逐步完

善，从险曲的“鸟路鼠道”到纵横交错的天堑通途，从刻木结绳记事到信

息时代的腾飞⋯⋯这一切辉煌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成果；这一

切沧桑巨变，无不凝结着怒江州各族人民艰苦创业、建设美好家园的辛勤劳

动和心血。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怒江州各族人民以顽强的生存意识，与大

自然和谐共处，以朴实无华的情感创造了绚烂的民族文化，以坚定执著的信

念默默守护着壮美河山和莽莽边关。

历史是属于人民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o《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志》从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出发，对怒江州历史发展过程中

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记述，在字里行间、尺幅之中使社

会兴替、人事更迭、荣辱盛衰、功过得失等有籍可查，有史可鉴。编纂《怒

江傈僳族自治州志》，是近20年来我州在各级各届领导的关心重视下盛世修

志的一项壮举。也是广大修志工作者甘于寂寞、呕心沥血完成的一个浩大的

历史文化工程，其功可嘉，其心可勉。

相信《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志》的出版，将起到认识过去、服务现在、

开创未来的作用。对我州实施“一手抓干部、一手抓项目”的战略举措，

加快“两个基地、一个品牌”战略进程，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

现实意义。怒江州拥有世界级的水电、矿产和旅游资源，是自然地貌博物

馆、生物物种基因库、人类文明处女地、民族文化大观园。如今的怒江州还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志

很落后，大部分群众还没有摆脱贫困。但怒江的贫困是人口少、资源优、后

发展的暂时性贫困，是可以通过怒江州各族人民艰苦奋斗而改变的贫困。只

要我们认真总结前人的成功经验，吸取艰难探索中的有益教训，以古鉴今，

开拓创新，就一定能书写更加辉煌的历史。

在《怒江僳僳族自治州志》出版之际，寥作数语，以此为贺，是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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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怒江傈僳族自治角人民政府州长必喜砭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地处祖国的西南边陲。怒江一线设治开发较晚，社会

发展比较落后。历史上的怒江州仅留有一部《泸水志》，简略记载1922年

前泸水县的一些历史情况，其余各地则只留下“地志说明”或“沿边志”

初稿数件，均未刊印，仅作存档而已。这些稿件也只有十多万字，由此可

见，全州历史文献资料相当匮乏。．

志书是一种文献体，它是有别于其他文献的编纂体例，是记实之书、资

料之书，是严谨的科学文献。在历史上，它具有资政、存史、教化的功能。

在当代，编史修志已成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

要内容之一。盛世修志，编史兴邦。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社会主义文化建

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o

1985年，中共怒江州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成立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地

方志编纂委员会，下设办公室，拨出专款，调集人才，开展《怒江像僳族自

治州志》的编纂工作。

坚持实事求是，从怒江州的实际出发，编纂出一部涵盖全州、结构完

整、内容宏富、符合志书要求的科学论著，是《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志》编

纂工作的总思路。遵循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在

政治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是编纂《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志》的党

性原则。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指导编纂工作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辩证唯物

‘主义修志者在指导思想和党性原则上的集中表现和突出反映，《怒江傈僳族

自治州志》编纂工作者始终坚持了这一指导思想和党性原则。详实记述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所取得的重要成就，从而达到资政、存史、教化的良好社会效益，是

编纂《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志》的目的o
‘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志》编纂工作遵循这些原则。先后历时近20年，

征集、搜集了数百万字的资料。几订篇目，数易其稿。写出了320多万字的

罗二



·4·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志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志》评审稿，于1999年12月4日，在怒江州首府六库

召开评审会。应邀参加评审会的有省地方志办和全省8个民族自治州、6个

地市、10个县市、云南民族大学等单位的领导、专家、学者，以及全州4

个县和州级机关的离退休干部、知情人士共223人。与会同志认为，《怒江

傈僳族自治州志》评审稿内容丰富、史料翔实，体例基本科学合理，文风朴

实。文字比较通顺，如实地反映了怒江州的自然风貌和社会历史与现状，忠

实地记录了怒江州各族人民世代奋斗，兴衰荣辱的斗争史、革命史和发展

史，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和地方特色，是比较成功的，它具备了加工后成

为一部佳志的基础。同时，也对评审稿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如归属不妥当、

资料零碎、各部分之间不平衡、体例欠妥、数据单位不统一、史实有误、重

复交叉、名词术语不规范和校对上的错误等方面的问题。

编纂人员进行认真研究，择益而从，又用两年的时间，精心修改和补

充完善。在云南省地方志办及怒江州方志界的专家学者帮助指导下，呕心

沥血、殚精竭虑，终于完成此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志》是怒江州的党、

政、军、统、群组织的统一志。《怒江僳僳族自治州志》，立足当代，兼顾

近代，上限自有文献记载的历史，下限至2000年末，是翔实记述怒江州

行政区划内，州、县级历史和现状的科学著述。编纂《怒江僳僳族自治州

志》，对于怒江州的经济建设、扶贫攻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各项社会

主义事业的全面推进，具有重要的意义。从《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志》可以

看到怒江州的历史沿革，社会变迁；可以看到发生在怒江州的具有广泛影

响的重大事件和知名人士的业绩；可以看到辽阔的疆土，壮丽的江山，丰

富的资源，迷人的风光，多彩的民俗；可以看到怒江州宗教的活化石；可

以看到怒江州各族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团结奋斗、开拓前进，在政

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中所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就和怒江州发生的跨越

社会历史阶段发展的伟大变化。

本志书的出版，是几届州委、政府的领导和各族各界有识之士支持的结

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o《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志》是怒江州具有浓厚的民族

特点和地方特色，较全面地把怒江州从自然到社会，历史到现状，现象到本

质，经验到教训．比较系统、翔实地反映怒江州客观实际的第一部地方志。

《怒汪僳僳族自治州志》出版了。尽管它难免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

对于我们了解怒江州的昨天，怒汪州的今天，探索怒江州的明天，科学认识

州情，加快怒江州的历史进程，无疑是有帮助的。

祝愿《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志》伴随怒江州的山水永存1
2004年6月于北京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及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怒江州的历史与现状，反映时代特色和民

族特点。

二、本志记事上限起于发端，下限断至2000年12月底。遵照详今略古的原则，重

点记述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成就。 一

三、本志以2000年12月底的行政区域为记事范围，详州略县，对省属机构采取集

中概述的方法记述。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传等体裁，志为全书主体。全书首置序、

概述、大事记，中设30编，末设人物和附录，图表穿插其中，图文并茂。各编设章节

目，有的增设子目。

五、本志概述采用有叙有议、叙议结合文体；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

合，以编年体为主；其余均采用记述文体。

六、本志采用公元纪年，需要时加注历史纪年。行文中解放前(后)，系指1949

年5月至1950年1月怒江州全境解放前(后)；建国前(后)，系指1949年lO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

七、人物设传、表、录三部分。’坚持生不立传和以怒江州籍人物、现代人物、正面

人物为主的原则，选录有突出贡献和重大影响者。适当辑入对怒江州历史发展有重大影

响的客籍人物。自治州处级以上单位历任领导人员均以该单位提供的资料为准并在附录

中列记。

八、各时期政权机构及一些过长的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其后用简称。

九、本志资料来源广泛，其出处不·一注明。有关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数字．以

怒江州统计局的统计资料为准，州统计局未有的数字。以有关部门统计数字为准。

3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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