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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编审(修改文字)有关志稿人员

车光杰 俞承商 张曙东 张明远 王 平

《陆良县志》审定人员 ．、

～

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宁 超(云南省地方志编委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研究员)
二

郭其泰(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

李承鼎(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地州市县志指导室主任)

宋永平(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地州市县志指导室编辑指导)

温益群(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省志总编室编辑指导)

秦 榕(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省志总编室编辑指导) ，

中共曲靖地委史志工作委员会 -

孙周远(主任)

车光杰(科长、副编审)
‘

陆良县委、人大、政府、政协、纪委等领导人

’艾加茂(县委书记)

师建云(县长) ．

魏汉通(县委副书记)

太忠富(县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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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荣世(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明显(县政协主席)

计寿常(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

朱建义(县委常委、县委组织部部长)

宋万坤(县委常委、县人武部政委)

杨冬生(副县长)

赵建成(副县长)

孟晓富(副县长)

赵龙(副县长)．

王朝云(县政府巡视员)

张明远(县政协副主席)

陈小广(县纪委副书记)

．’赵培建(县财委主任)
●

●

朱明文(县委农工部长)

吴家明(县广播、电视局局长)

李吉明(县政府办公室主任)j．

何建荣(县保密局局长)

牛和先(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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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中共曲靖地委秘书长王常

《陆良县志》是曲靖地区第一部社会主义的新方志。它的编纂出版，是在中共陆良县委

和县人民政府领导下，各部门通力合作，相互协作取得的，是参与修志工作的上百名编撰

人员六年辛勤耕耘，呕心沥血，艰苦劳动的结晶。此书贯通古今，着重记述了1912年至

1985年间陆良县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是认识陆良县情最

有权威的工具书。

陆良县是云南最早建置的二十四个县之一，距今已有二千余年的历史。从东汉至隋唐

数百年，陆良是大姓爨氏的根据地，也是爨文化的主要发祥地。闻名遐迩的大小爨碑都在

这一带，因此也是滇东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唐宋之际，经济文化已相当发达。明洪武年

间之后，内地大批屯民入县，治理江河，垦田植桑，无垠的土地被开发，生产得到进一步发

展。直至近现代，陆良县在全省都占有重要地位。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四十年，虽经周折，经

济、文化建设仍取得很大成绩，在粮食、蚕桑、水果、烤烟以及水利建设、工业生产、乡镇企

业、文化教育、农业机械诸方面都有了较大的发展。

。治天下以史为鉴，治郡国以志为鉴”，陆良历史上曾多次修志，现留存的志书中，最早

是清代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由知州沈生遴纂修的《陆良州志》共六卷。清代道光二

十五年(公元1845年)，知州谬阗又续修《陆凉州志>)十卷。民国4年(公元1915年)，知州

刘润畴主修、俞庚唐纂的《陆良县志》稿八卷，1959年编修《陆良县志》稿四卷。这些志书，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无论在内容上还是编纂体例上，都不能与今天新编(<陆良县志》同日

而语。应该说，新编(<陆良县志》是对三部旧志(明修志书已失)的继承与创新，是陆良历史

上较为系统、翔实、完整的志书。

(<陆良县志>)出版了，它的问世，对正在开展的地方志事业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对认识

陆良、建设陆良提供系统的、完整的基础性资料信息。我们深信，随着历史的演变，时代的

变革、社会的发展，它将越来越产生深远的影响，日益发挥其重大社会效益，并以思想性、

科学性与资料性的统一而载入史册，永存后世。

198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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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中共陆良县委书记艾加茂

编纂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经过六年的艰辛，一部新的(<陆良县志》问世了。

这是48万陆良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所取得的一项丰硕成果，是一件可庆

可贺的喜事!

陆良，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西汉元封二年(公

元前109年)，汉王朝在云南设郡县时，陆良是云南最早建置的24个县之一。初名同劳，东

晋时更名同乐县，一直延至唐中叶。 ，

从东汉末年至唐天宝五百余年，陆良作为统治南中的大姓爨氏的故乡和重要根据地，

曾一度成为南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灿烂的爨文化的发祥地。陆良境内出土的爨龙

颜碑、爨宝子碑、爨龙骧石刻及精美的铜鼓等实物，证明这时的陆良已是“文献名邦一。早巳

蜚声国内外的爨龙颜碑至今已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它不仅为南朝时期的云南记下了

很多宝贵史料，而且历代书法家推崇其为“雄强茂美之宗”，列为“神品第一”。

陆良，山川秀丽，坝子宽阔，具有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千百年来，生活在陆良这块土

地上勤劳、勇敢的各族人民，为了生存与发展，曾经过多少代人的努力，与大自然进行了长

期不屈不挠的搏斗，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由于历代封建统治制度的腐败，人们的美好愿

望，总是难以实现。历史上的陆良坝子，一日大雨就涝，三日无雨就旱。过去流传的民谣说：

“陆凉，陆凉，平坝无水最荒凉，忽然一阵盘江雨，早地成河田成江”。旱涝灾害，害得人民食

无就口，衣无就身。大灾之年，不知有多少农民逃荒饿饭，流离失所，是全省有名的“穷州”。

“往事越千年”，历代封建统治者并没有给陆良人民带来福音，留下的却是一片惨淡破

败景象。近代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陆良人民更被推到水深

火热之中。在全国革命形势的影响和推动下，陆良革命先辈举起革命火炬，燃起了反对压

迫和剥削的革命烈火。早在1928年，境内就出现了中共地下党员的活动。1930年举行了

震撼全省的革命武装暴动。在解放战争时期，陆良是云南的一个重要根据地。陆良人民周

国民党反动派浴血奋战，前赴后继，流血牺牲，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许多优秀儿女用自

己的鲜血浇开了革命胜利之花，为陆良历史增添了绚丽光彩，留下了可歌可泣的悲壮历史

和英雄业绩。陆良人民为革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陆良人民经过一段曲折艰难英勇奋

斗的历程，使陆良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巨大

成就。特别是中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政策给陆良人民注入了勃勃生机，

带来无限活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农业创造了历史最好水平，工业迅速崛起，

集镇普展新容，城乡经济繁荣，人民丰衣足食。陆良已成为全省粮食、烤烟、蚕桑、生猪等生

产基地县之一。“穷州”换新貌。



，陆良的巨大变化，唤起了陆良各级干部盛世修志，志载盛世的激情。为了记述伟大时

代的历史，达到资治、教育、存史的目的，使历史经验为“四化”建设服务，中共陆良县委、县

人民政府于1982年12月底研究决定编修一部较全面系统的陆良县志，并于1983年抽调

人员，组建班子，开展了新县志的编纂工作。经过全体修志人员五年的辛勤耕耘，日以继

夜，呕心沥血，于1988年6月写出初稿，同年8月召开了有本县各级干部100多人参加的

审稿会。11月，地区又召开全区各县、市和省、地、县部分专家、学者参加的审稿会。之后，

又经过一年时间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和修改加工。先后四易其稿，成书28编，约i00万字。

它凝结了上百人参与修志工作者的辛劳才智，倾注了上级业务部门及有关专家、学者的心

血。我代表县委、县人民政府向有关同志表示感谢!

．新编((陆良县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扬故土之美，表桑梓之

杰，较全面、系统地记述了陆良自古以来，又主要是1912年以来，全县自然、地理、政治、经

济、军事、文化、风土人物等史实。其中记述了半个多世纪以来，陆良人民为推翻黑暗的封

建统治，争取民主、自由和解放的英勇斗争业绩；记述了建国后，勤劳、质朴、智慧的陆良人

民在历届县委的领导下，改造社会，征服自然，创造文明壮丽事业及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尤其是客观地记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陆良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

放，努力建设富庶、文明的新陆良的工作和成就。编修县志，旨在前有所稽，后有所鉴，吸取

历史经验j加速陆良建设。这部县志，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和研究陆良县情，借鉴历史经

验，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具有及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将发挥其资政、育人、存史的功用。 ·

· 新编《陆良县志>)，从陆良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详今略古，广征博采，以现代社会分工

为依据，分门别类，上下贯通，去伪存真，探本求源，史料翔实，立意新颖，体例合理，结构严

谨，文图并茂，将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融为一体，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地方特色，是

兴陆富民的重要工具书，是开展科研的珍贵史科，是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

教材。

在编纂((陆良县志》的过程中，受到省地方志办公室和地委、行署领导的亲切关怀，受

到省、地有关专家、学者的指导，受到县内各级，各部门、各单位、各方面的通力合作和支

持。在此，仅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由于史料残缺，时间仓促，人员有限，差错漏

缺，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

‘

社会靠●代人推进，历史靠二代人谱写。过去，我们的祖先在这块土地上，披荆斩棘，

辛勤耕耘，千秋繁衍，久负盛名。今天的陆良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定能够同心同

德，振奋精神，锐意改革，继往开来，再展宏图，创造出比前人更加光辉灿烂的业绩，无愧人

民，无愧时代。让陆良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征途上，展翅腾飞，奋勇前进l
。

‘

。

1989年11月3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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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方针、政策，记述本县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
‘

二、本志结构，采用志、记、传、图、表、录等形式，由概述、大事记、专志各编、人物、附录

组成。首立概述、大事记，概括宏观，纵贯古今，为全志之纲。中设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等

专志，横排门类，纵写史实，为志之主体。末设附录，为志之末。

三、全志按。事以类从”，设28编，编下设章、节，目。编章为领属目，利于横展；节、目为

纵叙日，利于纵叙。概述、大事记、附录不设章节，不列入编的序列。 ．

四、本志文体，概述以叙为主，夹叙夹议；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

相结合；各专志均用记叙文，只记事实，不作评述。

五、经济、文化各编之首，均设筒述，贯穿其内在有机相连，以彰因果。

六j本志以文为主，辅以图、表。

七、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不设专章集中叙述，散见于《大事记》及有关章、节之中。

八、专志按事物性质设编章，不受现行行政管理系统的限制，相同事物，均编入同一章

节。 。。

表、列传人物，概列已故者，以卒年为序排列。入表级别包括县委正副书记、政府正副

县长、人大常委会正副主任、政协正副主席；省级以上授予的劳模、先进工作者；有重大发

明创造和突出贡献者。

十、本志贯通古今，详今略古。上限追溯到有记载事物的年代，下限截止1985年。

十一、历史纪年，民国以前朝代年号沿用朝代纪年，加注公元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立后均以公元纪年。
。

十二、政区及机关名称，均系当时名称。地名多出今名，历史地名加注今名。“反蒋武

装斗争一、。地下党”等，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军事术语，为保持历史本来面目，一般

未作改动。 ．

十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简称。建国后”。 ，·

十四、本志资料：民国时期，主要来自省、地档案馆、家谱j旧志、民间口碑。建国后多来

自县档案馆及各有关部门文书档案资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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