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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怒江州第一部当代教育志书经过编纂者的精心组织和编纂，就要出版问世了。志书

的出版不仅填补了怒江州教育史上无志书的空白，为怒江州的方志园地增添了一朵小

花，更为怒江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历史资料和科学依据。

怒江州地处边陲，由于高山大江的阻隔和其它原因，社会发展缓慢，解放前尚处于

结绳计数、刻木记事的原始传统形态中。解放后，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怒江

州发生了翻天履地的变化，各族人民从原始社会一步跨进了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教育的日益重视关怀下，在省教委的直接帮

助和指导下，怒江州的教育发展很快。到1997年，，怒江已有1000多所学校，4000多教

职工，7万多在校学生和40多万平方米的校舍面积，形成了普教、职教、成教共同发

展的现代教育的基础体系。几十年来，辛勤工作在第一线的广大教育工作者。他们始终

把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敬业乐教，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为怒江州

的发展作出了巨大成绩和贡献，培养了‘批又一批的现代化建设人才，使怒江州各民族

的素质有了很大提高，怒江城乡面貌日新月异，无不浸透着他们辛勤劳动的汗水和满腔

的热情。 ．

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优先发展教育已深入人心，并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当今世界的竞争，最终就是人才的竞争，教育的好坏，直接关系

着国家兴衰，关系着民族的发展和振兴，关系着边疆的繁荣与稳定。

我1lJ'OOD将迈入21世纪，我们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党的十五大为我国下世纪发展

绘制了宏伟的蓝图，我们面临着最好的发展机遇，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

解决温饱，摆脱贫困，团结奋进，负重拼搏，把怒江的事情办好，为提高怒江州各族人

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推动怒江州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作出贡献。

《怒江州教育志》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全面客观

地记述了怒江教育发展的兴衰起落。毒书资料翔实，内容丰富，具有‘资治、存史、教

化。的功能作用，是一部融思想性和科学性为一体的资料性著作。值此《怒江州教育

志》出版之际，特向全州广大教育工作者以及为志书编纂付出辛勤劳动的编委和编辑同

志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副州长 欧志明

1997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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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三四千年以前，这里就有了人类的活动。

从西汉至民国的4000多年时间里．怒江地区分属于丽江、大理、保山等地历史上的郡、

府、州、县和后来这一地区的土司统领。千百年来，勤劳善良的各族人民在这块土地上

繁衍生息，开拓经营，创造着自己的丰富历史和文化教育。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怒江

州长期以来除兰坪租泸水南部地区已进入封建社会外．福贡、贡山和泸水北部地区生产

力和生产水平低下，社会经济和文化落后，民族内部阶级分化不明显，社会发展层次较

低，基本处于原始社会或原始社会的末期，因此，怒江州大部分地区的教育也长期处于

原始传统教育的刻木结绳记事状态。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

辉照耀下，各级政府采取了大力扶持发展民族教育的方针政策，从内地派来了大批支边

教师．支援边疆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经过40多年的艰苦努力，怒江州的民族教育事

业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取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形成了今天普教、职教、成教共

同发展的民族教育体系o《怒江州教育志》正是以严谨的结构、规范的体例、朴实的文

风，实事求是地全面记述了近一世纪以来，怒江这方热土上教育的兴衰起落的发展历程

和不断发展壮大的轨迹，记述了无数有志于边疆教育事业的仁人志士的献身精神和光辉

业绩。它不仅可以给我们提供可借鉴的史实资料，也可以惠及子孙后代，并在。资治、

存史、教化。的功能方面长期发挥应有的作用。

我作为怒江州教育战线上的一个组织者和领导者，深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完

善和发展的战略过程中，教育的地位和作用理应得到全社会的充分肯定。为了充分体现

教育发展的地位，加快怒江州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步伐，这就迫切需要各级教育部门和全

体教育工作者深入了解怒江州的教育发展情况，从历史中寻找得失，从现实中总结成功

与失败以及应吸取的经验和教训I。《怒江州教育志》可贵之处，就在于它通过编纂者的

组织和辛勤耕耘，把怒江州独特的教育发展史实和献身于边疆教育事业的杰出人物，呈

现给关心怒江教育事业以及为之而奋斗的人们。从这个意义上讲，《怒江州教育志》的

出版问世，无疑是怒江州教育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教育战线精神文明建设的

又一个重要成果。

最后，我借为志书作序之机，谨向为怒江州教育事业作出贡献的园丁们。向一贯关

心和支持怒江州教育工作的各级领导，以及为圆满完成怒江州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当代教

育志书的编纂任务而辛勤耕耘的编辑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怒江州教育委员会主任 杨思武

1997年12月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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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凡 例

一、志书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

则，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准确全面地记述怒江州教育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二、志书时限上至追溯到州教育史实的发端，下至1996年，个别史实至落笔之日。

三、志书以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载为表达方式，以志为主体，志首设

图、概述、大事记。志末设附录，志中夹以表和传。

四、志书采用章节体，以章统节，以节辖目。共设20章93节。

五、志书文体用语体文记述，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大事本末体。

六、志书年代记述，清末和民国时期，沿用旧称，加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

七、志书所用数据，多数使用档案资料和历年统计报表数据，数字书写均使用阿拉

伯数字。

八、志书名词(包括地名)和专业术语，一般使用全称和规范化简称或正式出版的

地名。
，

‘

九、志书坚持以事系入。并按照。生不立传”原则，专为全州教育战线成绩卓著的

过世人物设立传略，其他的人只立人物名录或简介。

十、志书资料主要来源于省、州、县(市)有关档案史料，州教委档案、报刊、图

书资料，省和县、市教育志稿、社会采访资料和部分个人约稿，文中概不加注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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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西北部，地处东径90"397—99039’，北纬25。33’一

28023 7之间，北靠西藏藏族自治区察隅县，东连云南省的迪庆藏族自治州、丽江地区、

大理白族自治州等地，南接保山地区，西与缅甸接壤。东西最大横面跨度153公里，南

北最大纵距320．4公里，总面积为14 703平方公里，国境线长449．467公里。自治州首

府设在泸水县六库镇，距省会昆明638公里。

怒江州境内居住着傈僳族、怒族、独龙族、白族、普米族、彝族、纳西族、景颇

族、汉族等12种民族。1994年末总人口为450 340人，各民族人口的比例：傈僳族占

50．93％，怒族5．69％，独龙族1．15％，白族28．39％，普米族3．02％，彝族1．74％，藏

族0．38％，纳西族0．50％，其他傣、回、景颇等族为0．19％。

州境汉时分属越嵛、益州、永昌三郡，唐分属铁桥、剑川、永昌节度，宋分属谋统

府、和胜乡郡，元分属丽江路、云龙甸军民府和永昌府，明清分属丽江、钛理、永昌三

府。辛亥革命后，设知子罗、上帕÷菖蒲桶三个殖边公署，1916年后殖边公署改为

。行政公署”，1928年后改为泸水、碧江、福贡、贡山4个设治局。1949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废除民国时期的设治局建制，各县成立人民政府。1954年8月成立怒江

傈僳族自治区，1957年改为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现辖泸水、福贡、贡山、兰坪4县。

怒江州地处滇西横断山脉纵谷地带，地势由北向南，巍峨高大的山脉与汹涌湍急的

江河相间，构成切割很深的怒江、澜沧江、独龙江三大峡谷。境内主要山脉有高黎贡山

山脉、碧罗雪山山脉、云岭山脉、担当力卡山山脉。河流有怒江、澜沧江、独龙江，

分别为怒江、澜沧江、伊洛瓦底江三大水系。由于高山峡谷的特殊地形，大地构造成藏

滇“歹”字型，褶皱强烈，断层发育，岩石破碎，正处于地震活动强烈时期，属多地震

区之一。

怒江州在地理上处于青藏高原的东南部，属于低部高原。气候为亚热带山地季风气

候，垂直温差大于水平温差，是典型的立体气候地区。雨季南晚北早，雨量南少北多，

干温南北分明，热带资源丰富。由于高山峡谷的地理和气温的垂直相差，构成了节令垂

直变化，耕地垂直分布，土壤的垂直差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作物的多层次、多品类的立

体农业的特点，有。一年四季种、一年四季收”之说。特殊的地形和气候加上特殊的地

理地貌和地质构造，又构成了分布广、蕴藏丰富的自然物质资源、矿藏资源，仅有色金

属矿藏就有铅、锌、铜、银、铁、锡、金等十种，非金属矿藏有盐水晶、玉石、大理石



2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教育志

等几十个品种，其中以兰坪县的铅锌矿为自治州的主要矿种。植物资源：包括高寒、

温、热三个气候带的多种林木、农作物、草药材、花卉和经济林木油桐、漆树、核桃、

茶叶、紫胶、黄连、厚朴等。动物资源：兽类资源达124种，占云南省兽类总数的44．

3％，占全国兽类总数的26．5％；鸟类资源达283种，占云南省鸟类总数的36．7％；土

著鱼类40多种。保护动物：兽类有78种，其中重点保护的有27种；鸟类达13种。水

利资源：全州高山峡谷间，湖泊遍布，江河纵横，水利资源蕴藏量达1 226万千瓦．占

全省水资源总蕴藏量的11．6％。

居住在州境内约占总人口一半以上的贡山、福贡二县和泸水县北部地区，直到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立时，经济形态尚处于原始公社解体，向阶级社会过渡的社会发展阶段，

被称为“活的社会发展史”，生产水平极为低下，各族群众过着半年以上的时间靠采集

和狩猎来维持简单的生活。基本进入封建社会的兰坪县和泸水县南部地区，虽有盐业的

开采和简单的冶炼生产，但生产条件差，科学文化十分落后，各族人民同样过着食不裹

腹，衣不蔽体的穷困生活。

怒江州的学校教育最早始于明代。明崇祯七年，泸水老窝中元开始立社学。之后又

相继出现了。文明书院”、“赵氏书院”。清雍正九年至光绪二十年，兰坪县各乡村先后

开办了12个义学馆和。宏文书院”、。沧江书院”、。天鸡书院”等书院和义学馆。居住

在兰坪、泸水的白族等少数民族子弟有的读私塾或上义学馆，有的进书院，读书的人逐

年增多。有少数学生在书院深造后还考取了贡生。而地处边境一线的贡山县到宣统二年

(1910年)，才在茨开、菖蒲桶开办了两所汉语学堂，每所学堂也只有二三十个学生，

但就是这样也还要靠“摊派”学生来维持，有的实在不愿让子女入学读书，竟合伙出力

雇人到学校代读。除此外，傈僳族、怒族、独龙族聚居的福贡、贡山和泸水北部的广大

地区则无学校文字教育可言。

辛亥革命后，从民国2年开始，怒江州各县都开始创办汉语学堂，后改为国民初级

小学．学校数逐年增加。到民国8年(1919年)，兰坪一个县就发展了高等小学3所，

国民学校53所，学生分别为120人和l 351人。福贡县到民国5年(1916年)就发展到

汉语学堂34所。但不论是在兰坪、泸水或福贡、贡山，各县都因经费拮据和其它原因，

加上缺乏师资，学校时办时停，很难巩固。鉴于以上情况，民国20年(1931年)4月，

云南省政府制定了<实施边地教育办法纲要>，对边疆民族地区教育作了系统规划。根

据规划，怒江州各县逐渐又办起了一些民族小学和简易乡村师范班(所)，其中福贡、

兰坪、泸水先后办起乡村师范班，以解决师资不足的状况。同时，根据<云南省省立小

学纲要>，于民国24年(1935年)在兰坪、泸水、福贡、碧江、贡山等县创办了5所省

立小学，实行公费教育，省对直属省立小学采取了若干特殊措施，学生的主要来源包括

了傈僳族、怒族、独龙族、白族、普米族等民族。从此居住在怒江地区的各民族儿童开

始接受近代学校教育。学校的开办对怒江各民族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就在这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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