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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地方志丛书

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文化艺术志

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又化局编







益同步上的显著成果；电影发行放映事业蓬勃发展，已普及全

县；文物保护工作逐步进入科学管理的新阶段。县、乡、村三级

文化网络已初步形成。兰坪文化艺术事业逐步走上多侧面、多功

能、多效益，多内容的文化发展新轨道，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

兰坪文化部门在抢救和弘扬民族民间优秀文化遗产方面做了

大量的工作。广大文化工作者不辞辛劳，深入山区，积极参加了

抢救整理民族民间几千年的文化遗产，为全国艺术学科重点科研

项目十大集成志的编纂工作作出了贡献。已编写出了<普米族故

事集成>，《普米族歌谣集成》，《兰坪民间舞蹈>、<兰坪民间故事

集成>、<兰坪民间歌谣集成>等著作，文化部门还经常开展具有

地方民族特色的县乡文艺汇演，一批批优秀文艺人才脱颖而出，

活跃在全国、省、州文艺舞台上。在省州举办的各种文艺调演

中。很多文艺节目获过奖。

编纂社会主义的地方文化艺术志是文化行政部门的一项基本

建设任务，是文化战线的基础工程之一。继几部《集成》先后问

世后。文化主管部门本着对党和人民的文化艺术事业负责．对历

史及未来负责的精神，坚持立足当代，回溯过去，放眼未来的原

则，精心组织，勤奋工作。广大编纂人员更是认真细致，废寝忘

食，勤奋笔耕，经过共同努力，<文化艺术志>这棵树终于结果

了。本志如实地记述了兰坪文化艺术事业的历史与现状，客观地

反映了兰坪各族人民艺术创作才能，实事求是地记述了兰坪文化

工作者辛勤耕耘的足迹。本志具有资料性强、内容丰富、全面、

翔实、准确。体例完备；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统一等特点。

是一本总结经验，鉴往知来，富有地方民族特点和学术价值的专

业志书。它不仅可以“资治、存史、教化”，而且能起到“资料

库、数据库、信息库”的作用。本志是兰坪文化艺术产生、发展

全貌的写照，也将为兰坪整个社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它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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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作为教育全县各族人民弘扬民族传统文化艺术，加强民族团

结，振奋民族精神，热爱家乡，建设家园的教材；又可作为进一

步研究兰坪各民族的历史、文化、民俗、生产，生活以及民族心

里、意识的珍贵资料；同时，又可为我们今后进一步发展民族文

化艺术，满足广大群众文化生活需要。创作更多充满浓郁古朴的

民族风格，又具有强烈时代精神的艺术珍品；为我们深化改革建

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

义文化艺术，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供了很好的依据；也为我们

更进一步了解兰坪提供了理论依据。总之，本志与读者见面，无

论从哪个方面讲，都是可喜可贺的。诚然，由于各种条件的限

制，难免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需要将来继续补充、完善。

党的十五大为我们绘制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

业的宏伟蓝图。我们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的旗帜，沿着卡五大

指引的航向，再接再励，奋发努力。把我县的文化艺术事业不断

推向前进。我们深信，在中共兰坪县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各级政

府、上级主管部门以及社会各界一如既往的关心支持下，通过广

大文化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兰坪的文化艺术事业将会更加绚丽多

彩，并以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

一九九七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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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

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力求实事求是地记述兰坪文化艺术的历

史与现状。

二、本志除概述、大事记外、专志共分13章，63节。历次

政治运动不设专章，其内容散见于各章。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纪

事本末体相结合，以编年体为主。采用语体文记述。

三、本志详今略古，上限追溯到有文献记载的年代，下限截

止于1994年。部分内容作适当顺延，有的延至1997年。有些史

实在大事记和有关专章中重复出现，但内容有详略之分。

四、本志的政区及机关名称。均用当时当地名称。地名除必

要的历史古称外．均用现行标准地名。

五、本志各类数据主要由各有关单位提供。币值统一使用现

行人民币值，1953年3月1日之前的旧币已换算成新币值。新

中国建立前按当时通用货币名称。 ·

六、本志所采用的档案和口碑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引用

书刊均注明出处，以资考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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