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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文化在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中的作用



以云 南边境民族地区修志为例
＊

温益群

提 要
： 在 国家典籍平 台上 ，

通过对地方 志 书 和地 方 志 编纂 活动在 云 南边境 民 族地 区若干文 化 现象 的 呈

现 ， 可 以考察方志 文化在边通 稳定和 民族 团 结 中 的 作 用 、 边境地 区 的 地方 志 书 对 于 民族 国 家 的 贡 献 ， 以及地

方 志编 纂活 动 在 民族认 同和 国 家认 同 中 的 文 化功 能 。 正 是 方 志 在 民 族 团结 和边疆 稳定 中 的 特 殊作 用 ，
因 此 ，

我 们 应该给边疆 民族地方修志 活 动 以特别 的 关注和考 虑 。

关键词 ： 方志 文化 边境 民族 国家典籍 国家认 同

关于
“

文化
”

， 中外学者的定义和解释众多 ，
至今莫衷一是 ，

这表明人们可 以从不同角度来

看待和理解文化 。 方志文化
，
道理亦然 。 笔者认为 ，

“

方志文化
”

是指地方志及其编募活动与社

会发展各事项之间在观念意识层面的相互关联和影响 ，
以及所形成的物质文化成果和精神文化现

象的总和 。

云南是我国世居少数民族种类最多 、 特有民族最多 、 跨境民族最多 、 自治州县最多的边疆省

份 。 据 ２０ １０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
，
云南全省总人口４５９６ ． ６ 万人

，
少数民族人 口１４３ ３ ．

７ 万人 ，

占全省总人口 的 ３３ ． ３ ７％
； 人口在 ５０００ 人以上的世居民族有 ２５ 个① 。 在这 ２５ 个世居少数民族

中 ，
有 １ ５ 个民族为云南省特有 。

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疆 ，
边境线长达 ４０６ １ 公里 ， 占我国陆地边

境线的 １／５
，
分别与緬甸 、 老挝、 越南接壤 ；

２５ 个世居民族 ， 其中 １６ 个民族跨境而居 ， 占全国

跨境民族总数的 １／２
， 这些民族与周边国家民族文化同源 ， 语言相通 ， 习俗相近 。 云南有 ８ 个 自

治州 、 ２９ 个自治县 ， 是全国 民族 自治地方最多的省份 。 边境 ２５ 个县市中
，
２２ 个为民族 自 治县或

民族自治州中的县份 。 云南的这些特点 ， 使得云南边疆特别是边境地区的修志情况 ， 为方志文化

与 民族团结 、 边疆稳定的研究
，
提供了一个内容丰富的样本 。 以 民 国时期云南方志的纂修来看 ，

从 １９ １２ 年到 １９４９ 年
，
据不完全统计 ， 累计籑修成省志 ２ 种 、 县市志 ７ １ 种 ， 成为 中华民族地方

文献宝库中一份值得珍视的遗产② 。

不过 ， 如果从地域和民族的角度考察这些志书 ，
我们会发现 ，

在旧 中国的修志格局中 ，
云南

边境少数民族是
“

缺席
”

的 ， 在中华民族编修地方志这
一传统文化活动 中 ，

云南 ２５ 个地处边境

县市 （其中 ２２ 个是民族 自治县 ） 大多没有 自 己的县志 。 这些边疆县中 ，
虽然有些县有文字记载

的历史可以上溯到西汉时期 ， 但多半是一些片段的文字 ， 分散在不同的书籍之中 ； 作为全面记载

当地历史与现状的志书 ，
始终是个空 白 。 对此情况 ， 人们唏嘘不 已 。 《沧源佤族 自 治县志》 直

＊ 由于 自然和社会的原因 ，
云南各地区和各民族的历史文化发展很不平衡 ， 内地修志活动历史悠久 ，

成果颇

丰 ；
而边境各县或各民族地区 ， 绝大多数在历史上都没有修过志 。 本文主要以云南 ２５ 个边境县作为考察对

象 ， 由于社会主义新编地方志与历史上传统志书在编纂 目的和宗 旨等方面有着本质的不同 ， 为便于讨论 ，

文章主要对新编地方志活动进行分析研究。

① 《云南省 ２０ １０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査主要数据公报》 ，
云南省统计局 ，

２０１ １ 年 ５ 月 ９ 日 。

② 宋永平 ： 《解放前云南方志的纂修》 ， 《史学史研究》 １９９４ 年第 ４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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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

“

沧源 自古未 曾修志 ， 因此 ， 对古今沧源人来说 ， 修志是一个陌生的名词 。

”

① 德宏俸族景

颇族 自治州 《瑞丽县志 》 主编陈江感叹道 ？

？

“

就编修地方志而论 ， （瑞丽 ） 和内地州县相 比
，
差

之万里 。 随着岁 月 的流逝 、 典籍之沦淹 、 历史的变迁 ， 给瑞丽的历史留下了巨大的空 白 。 满 目青

山夕照明
，
尚缺史志载春秋 。

”

② 衡量一个民族是否被边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 就是看这个民族

在以国家名义倡导和组织的社会活动中 ， 能否具有与其他民族平等的身份 。 中华民族文化是 ５６

个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 ，
中华民族的方志文化不应该只是汉族的和内地的方志文化 。 云南边境民

族地区在方志文化中缺席和被边缘化的历史 ， 其实也反映出封建时代边境各少数民族在政治和文

化上的不平等 。

从历史来看 ， 由于各种原因 ，
在以 中原 内地和汉族为主体的传统方志文化中 ，

云南一些边境

少数民族缺席 ， 这既是各具体少数民族的文化损失 ，
也是中华民族方志文化的历史遗憾 。 中原文

明之外的文明如果没有得到应有的呈现和记载 ， 中华文明 的 内涵将会大大缩小 。 边境少数民族历

史在没有进入国家历史典籍的情况下 ， 它丰富和完善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意义也就不可能真正

实现 。 所以 ， 社会主义新编地方志
，
应该通过作为国家典籍的地方志书 ， 把边疆 （边境 ） 少数

民族共同开发边疆的历史 ， 共同反抗帝 国主义侵略 、 反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历史 ，
以及各民族丰富

多样的社会变迁过程 、 观念意识形态 、 民间风情习俗等方面的内容 ， 进行记载和呈现 ，
以此来体

现民族不论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则 ， 体现社会主义国家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尊重
；
同时也使中华民族

方志文化的内涵和形式更加完善且丰富多样 。 从当前现实来看 ， 地处边疆 、 多民族聚居的云南

省 ， 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
一个缩影

， 也是中国
“

多元一体
”

民族关系的典型 。 云南长期以

来各民族和睦相处 ， 形成了世人瞩 目 的
“

云南现象
”

和各民族团结进步 、 繁荣稳定边疆的
“

云

南经验
”

。 进人 ２ １ 世纪以来 ， 随着世界格局的调整 ， 东南亚 、 南亚地缘政治的格局发生 了相应

变化 。 面对新的形势 ， 我们在奉行和平 自主外交政策的同时 ， 抵御外部敌对势力 的侵袭 ，
维护 国

土安全 、 文化安全 、 边疆稳定 、 民族团结尤为重要 。 地方志历来讲究经世致用 ， 方志文化应当也

可以为国家的稳定战略作出 自 己特别的贡献 。

一 边境民族方志文化对于 国 家历 史的补充和完善

民族方志使作为国家典籍的地方志中有 了少数民族的话语和笔迹 。 正因为地方志编纂对于边

境少数民族有着特别的意义 ， 所以云南省的 自治州 、 自治县对于修志都特别重视 ， 并以立法的形

式予 以强调和保障 ，
绝大多数 自治州和 自治县都专 门把地方志编修作为

一项条款
， 写人 自治州和

自治县的 自治条例中 。 少数民族在国家文化活动中的参与 ， 其实也是一种政治权利的行使 。 这种

参与 ， 保证了在地方志这一中华民族国家历史典籍中 ， 有少数民族 自 己的话语和笔迹 ， 有 ５６ 个

民族和各民族地区的历史呈现 。

民族方志使中 国历史的
“

宏大叙事
”

中有了边境少数民族的
“

具体添加
”

。 边疆志书的一个

特点 ， 就是用 国史宏大叙事的框架 ， 来收纳当地看似琐细却实为珍贵的
“

砖瓦木石
”

。 国史 （包

括省志 ）
，
往往避免不了概要的背景交代和抽象的定性阐述 ； 而地方上的

一

些事项传说和文字记

述 ， 则关注于史料的 当下记录 。 前者虽宏大壮观 ， 但毕竟有缺少细节和不见纤毫之嫌 ；
后者虽然

具有实在的
“

砖瓦木石
”

，
但不足以建构有历史存在意义的典籍殿堂。 而边疆民族的县志 ， 刚好

① 沧源佤族 自治县地方志编篆委员会编 ： 《沧源佤族 自治县志》
，
第 １ ０２ １ 页

， 云南民族出版社 〗 ９９８ 年版 。 版

本下同 。

② 瑞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 《瑞丽市志》 ， 第 ７９８ 页
， 四川辞书出版社 １９％ 年版 。 版本下同 。





方 志文 化在 民族 团结和边疆 稳定 中 的作 用


９

＿

把二者有机结合 。 例如 ， 在首轮新编 《云南省志
？ 卫生志 》 中 ， 为了突出 云南边疆民族的地方

特点 ， 专门设少数民族医学章 ， 记述云南少数民族医学的发展历史和总体面貌① ， 是整个 《云南

省志 ？ 卫生志》 最成功的篇章之
一

。 然而 ， 在
一

部近百万字的省志卫生志 中 ， 需要记载的事项

太多 ， 读者在篇幅为 ２ 万字的少数民族医学章中 ， 仅可观其概貌而难见其具体模样 。 相较而言 ，

《瑞丽市志 》 卫生章则更为翔实地记载世居在该县境内的傣族 、 景颇族 、 德昂族 、 阿昌族 、 傈僳

族的医药知识 ， 还记载了若干位有名有姓的从医者和这些民族的中草药药方 （具体到对症 、 药

名 、 用量 、 制作 ， 乃至禁忌等 内容 ）
②

。 云南边境民族县的志书中
，
这样的事例 比 比皆是 ， 它们

在志书形式的 国家典籍里 ， 对于省级志书的
一些宏观记载和重要论断作了 印证 ，

以具体的史实资

料丰富国史或省级志书叙事框架的血肉 。

民族方志 以客观的
“

地方故事
”

留下确凿的
“

历史证据
”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 ， 是中华

民族 ５ ６ 个民族的共有家园 。 国界在云南边疆并不是
一个遥远抽象的概念 ，

而是与跨境民族群众

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事情 。 在 ２０ 世纪 ６０年代中缅勘界以前 ， 边界两侧各族人民按传统在部落村

寨领地内 自 由开垦土地 ， 各部落村寨之间未明确划定领地四至界线 ， 这种情况在云南边境司空见

惯 。 中缅两国划定边界以后 ， 部落村寨之间 的关系成了两国之间的关系 ，

“

过耕
”

等问题随之出

现 。 云南边境地方的县志用非常具体的例子
，
记载了 中国各跨境民族对 自 己家园和国家领土的守

卫和维护 。 例如 《沧源佤族 自治县志 》 的
“

界线界粧维护
”

中有这样的记载 ：

１９８４ 年 ５
－

６ 月

的中緬边界联合检查中
‘ ‘

发现 １ ５９ 至 １ ６０ 号界桩之间的巧克河上形成
一小 岛 ， 面积达 ０ ．００７ 平方

公里 （
１ ０． ２ 亩 ） ，

该岛属中国领土 ， 却为缅甸边民 田老二过耕 ； 该岛南面河道原状改变 ， 河水全

部流入中 国
一

侧 ， 系缅甸奥利亚边民修拦水坝 ３ 道致使泥沙淤积 、 河道堵塞造成 。 发现后 ， 由

（ 中 国 ） 当地生产队出 面劝缅方边民放弃过耕 ，
并组织 中方边民开挖原河 口

， 后恢复河道原

状
”

③
。 这样的内容在 《沧源佤族 自治县志》 和其他边境县志中多有所见 。 此类记载使我们联想

到
，
远在清代 ，

台湾府的方志文献即 明确将钓鱼岛列入版图 ， 记录了琉球王国汉文文献 、 中国册

封史的出使记录及其他有关琉球的历史材料 。 这些都成为人们今天考证钓鱼岛是 中 国固有领土 、

确定其主权的历史证据 。 补史之阙 、 详史之略 ， 本来就是地方志对于国史的意义 。 在云南边境民

族地区 ， 这类边疆群众生活 中的
“

小事
”

，
被客观详实地记录到具有 国家历史典籍意义的志书

中 ， 成为确凿的历史证据 ， 既是两国边民和谐相处的依据 ，
也是两国界线的明晰和宣布 ，

其重大

意义不言而喻 。

民族方志以载人典籍的方式体现国家对未识别 民族 （人 ） 的承认和尊重 。 史遍天下之大 ，

志则录一 邑之小 。 在 《云南省志
？ 民族志 》 中 ，

对于云南边疆的
“

未识别民族
”

， 只介绍 了生活

在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和景洪市的克木人 、 生活在文山州马关县的拉基人 、 生活在金平苗族瑶族傣

族 自治县的芒人④ 。 而在西双版纳傣族 自治州勐腊县 《勐腊县志 》 民族卷的第六章未识别族群

和外来民族中 ， 除了记载克木人之外 ，
还 以相当 的篇幅记载生活在勐腊县 的

“

补过人
”

和
“

排

角人
”

的情况 ， 体现了我们国家不论族群大小和人 口 多少 ，

一律平等 的 民族原则 ，
也体现了 国

家对于人 口少 （小 ） 的民族 （ 或
“

人
”

种 ） 历史的承认和尊重 。 国家的 民族政策和国家对于边

境少数民族的尊重 ， 正是通过包括地方
１

志编纂在内 的这些润物细无声的国家行为来实施和体现

① 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 《云南省志 ？ 卫生志》
，
第 ３ ８０ ￣ ３９３ 页

，
云南人民 出版社 ２０〇２ 年版 。

② 瑞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 《瑞丽市志》
，
第 ６ １ ２ 页 。

③ 沧源佤族 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 《沧源佤族自 治县志 》 ， 第 ６７６ 页 。

④ 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 《云南省志 ． 民族志 》 ， 第 ７９７ 
￣

８０５ 页 ， 云南人民 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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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对
“

补过人
” “

排角人
”

是这样 ， 对其他少数民族更是这样 。 这样的记载对于边疆稳定和民

族团结的意义 ， 必然是积极和向上的 。

二 地方志及其编幕活动在民族认同和国 家认 同 中 的文化功能

少数民族的 民族认同 ， 是少数民族成员对 自 己与所属 民族的同
一

性关系的认定和确认 ， 也是

对 自 己所属
“

民族关系
”

的确认
，
它包含人们的意识 、 感情 、 认知 以及和这个民族相一致的思

维方式等复杂的思想意识层面上的因素① 。 少数民族的 国家认同 ， 其本质是少数民族成员对自 己

与国家共同体同
一性关系的确认 ， 表现为在心理上具有国家归属感 、 国 家意识和爱 国主义情怀

，

在行动上能够效忠国家 ， 服从国家的需要 ， 维护 国家利益②。 在云南边境少数民族对 自 己所属 民

族和所属国家的
“

确认
” “

认同
”

过程 中 ， 地方志发挥了一种独特而微妙的文化功能 。

地方志以 国家历史典籍的形式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 自然融合 。

“

文化不能免于政治的内

容 ， 而是政治 的一种表达 。

”

③ 边疆民族地区的地方志 ， 是国家以历史典籍的形式 ， 对少数民族

的一种尊重 ，
也是少数民族参与国家政治的一种形式。 在国家组织的地方志编纂这个舞台上 ， 让

少数民族出场 ， 是社会主义新方志与封建时代志书编纂的
一大区别 。 正如前述 ， 编纂地方志是中

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 ， 但是以往在这个传统文化活动的舞台上 ， 地处边疆的少数民族多半是缺

席的 ， 国家对他们的态度
一般是不闻不问 ， 任其 自生 自灭 ， 形成了方志文化上国家与边疆民族之

间的疏离 ； 在地方志的诸多文化功能中 ， 也基本没有专门考虑和特别赋予其
“

培育边疆民族对

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

的功能 。 云南边境民族的历史文化 ，
多半还只是以

“

民族的历史
”

和
“

地方的文化
”

形式存在 ， 而地域文化往往只有在得到国家的描述后才能成为正史 。 从 ２０ 世纪

开始的社会主义新编地方志工作 ， 要求各省 、 市 、 县都必须编纂地方志书
，
边境少数民族的历史

文化因此得以载人具有国家典籍意义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丛书
”

。 这种全国统
一

、 自上而

下 、 不断推进的国家行动 ， 在本质上有着
“

将多元民族文化融和到 民族国家的文化符号之中的
结果

， 从而具有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统一的意义
”

④
。

少数民族的民族 自豪感和国家认同感通过地方志得到增强 。 民族 自豪感的获得和增强
，
并不

是一句空话 ， 它必须具有各种形式的实质性支撑 ， 而将 自 己 的完整历史载人国家历史典籍 ， 就是
一种重要的支撑 。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

，
云南边境的许多民族地区 ， 都还处于原始社会的末期或奴隶

社会初期 ， 处于刻木 、 结绳记事
，
以物传情时代⑤ 。 有少数在民 国年间编过县志初稿 （例如勐腊

县 、 江城县 、 泸水县等 ） ， 虽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 但 由于受历史的局 限 ， 内容单薄 、 篇幅极小 ，

内容残缺不全
，
且没有正式出版印行 ， 仅以抄本形式存于云南省图书馆等处 ，

一

般不容易看到 。

许多民族没有文字 ， 官府文书资料残卷碎纸字迹不清 ， 在相关的其他典籍中虽有
一

点记录 ， 但资

料甚微。 许多史实 ， 既无文字记录又无证据可查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 很多少数民族地区的
社会政治发展发生历史性跳跃 ，

但是很多历史事项因边疆的种种特殊原因而没有完整的资料记
载 。

一个没有 自 己完整正式的历史典籍的民族 ， 在说到民族 自豪感的时候 ， 多少是有些底气不足

① 周平 ： 《边疆治理视野中的认同问题》 ，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２００９ 年第 １ 期 。

② 马丽萍 、 桂皎 ： 《边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 ， 《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２００４ 年第 １ 期 。

③ ［ 美 ］ 戴维 ？ 斯沃茨著 ， 陶东风译 ： 《文化与权力 ： 布尔迪厄的社会学》 ， 第 ７ 页
， 上海世纪 出版集团 ２０ １ ２

年版 。

④ 马铆伟 ： 《世界遗产与 民族国家认同》 ，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
２０ １ ０ 年 ７ 月 ， 第 ４２ 卷第 ４

期 。

⑤ 西盟佤族 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编 ： 《西盟佤族 自治县志 ＞ ， 第 ３ 页
， 云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 。 版本下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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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在社会主义首轮新编方志中 ， 这些历史上没有志书的边境民族县 ，
以特别的热情和积极的投

人
， 与中原县和内地县

一

样 ， 以丰富全面的门类 、 珍贵翔实的史实 ，
正式编纂 出版了 自 己的志

书 。 云南边境 民族地区的志书出版问世 ， 对于当地少数民族的意义
，
也许比 中原内地汉族地区更

重大 、 更特别 。 例如 《西盟佤族 自治县志 》 的编纂出版 ， 被认为是
“

改变 了千百年来靠 口传耳

听民族历史的单
一

方式 ， 挽救了许多 即将失传的文化遗产
”

① 。 《沧源佤族 自治县志》 编成之后 ，

县委书记和县长联名为之作序 ， 把这部志书称为
“

千年佤山第
一志

”

。 当我们跟着志书的记载 ，

了解了这些边境民族的社会发展历史之后 ， 都会深切地感受到 ， 这类评价文字所负载着的民族情

感 ， 非
一

般书籍出版时的应景之语可比 。 从方志文化的角度来看 ， 通过县志编写这一 国家统一行 、

动 ， 收集边境民族地区分散的和碎片化的资料 ，
以志书 的形式还原和重现历史 ， 进人

“

中华人

民共和国地方志丛书
”

体系 ， 以完整的民族形象和系统的地方知识跻身于作为国家历史典籍的

地方志中 。 边疆各民族文化的拥有者 ， 通过地方志得到国家典籍的承认和重视 ；
民族 自豪感和国

家认同感 ， 也通过地方志有了依托和增强 。

“

国界
”“

外事
”

等特殊内容以客观事实和地理空间培育着国家认同感 。 少数民族的国家认

同 ， 是指少数民族成员对 自 己 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所产生的
一种心理过程 ， 其本质是少数民族

成员对 自 己与国家共同体同
一性关系的确认 。

“

国界
”“

外事
”

等 ， 是云南边境民族县志书中记

载的重要内容 。 例如在 《沧源佤族 自治县志 》 中
， 专门将

“

外事
”

列为一编 ， 其中基于真实客

观的历史资料 ， 记载了沧源县边界线的情况 ，
翔实记述了 中英勘界 、 中緬勘界的情况 ， 用科学专

业的术语表述了界线走 向 、 界桩的具体情况 。 虽然这些事项在相关部 门均有正式的文书档案 ， 但

是普通老百姓
一

般都没有途径和机会看到这些文献 ， 这些重要的文献更多只有档案收藏的意义 ，

而没有发挥广而告之和宣传教育的价值 。 但是 ， 在印刷数千册并公开出版发行的志书中 ，
公开记

录这些内容 ， 将边界的情况向包括当地少数民族在内 的广大社会人群作 了宣布 ， 使
“

国家
”

的

地理界线 ， 经过国家典籍的宣布而广为人知 。

一方面 ，
可 以减少 国境线上两 国边 民因不知

“

界

线
”

而过耕 、 过牧 、 砍伐所发生的误会和纠纷 ，
保证边境稳定

；
另一方面 ， 也使边境少数民族

增强 自 己的国界意识 ，
在具体的地理空间中 明晰和强化 自 己所属国家的概念 ， 这对于他们的国家

认同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

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在地方志编纂活动 中的
“

内化
”

与
“

感染
”

。 云南在社会主义新编地方志

工作中 ，

一直秉持
“

各民族 自治地方 ， 应吸收本民族干部参加 ，
注意培养少数民族的专业修志

人员
”

② 的理念 。 参与边境地方志编纂的人士中 ， 有相当 比例的人是少数民族知识分子 。 这些少

数民族知识分子是在党和国家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民族精英 ， 然后在国家修志机构 中担任地方史官

的角色 ， 长期的教育与熏陶使他们具有国家认同的思想 ， 他们接受并奉行国家传统地方志的编纂

理念和原则 。 同时在编纂活动中 ， 编者的思想也会潜移默化地更加接受代表国家意志的
一系列文

化思想 ，
进而把国家认同的价值观念内化成 自 己思想意识的

一部分 。 云南各边境县参与过地方

志编纂的民族知识分子 ， 有很大
一

部分后来都被调任地方相关部门的领导干部 。 这
一

批少数民

族精英 ，
在编纂地方志过程中具有领会与 阐释的双重身份 ， 在修志活动 中 自觉不 自觉地形成了

国家认同 ，
并通过志书编纂乃至 日 常言行 ， 影响身边的少数民族群众 ， 在今后边疆的 民族团结

和谐中 ， 在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 的统
一中扮演重要且特殊的角色 。

① 西盟佤族自 治县志编纂委员会编 ： 《西盟佤族 自治县志 》 ， 第 １ 页 。

② 《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 》 第十九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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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方志文化应该给边疆民族地 区修志活动以
“

强调性
”

关注和考虑

应该正视的现象 ：
地方志对边疆民族关注不足。 鉴于方志文化在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中所具

有的特殊 、 积极作用 ， 笔者认为 ， 《地方志工作条例》 之于 《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 ， 在
“

边疆民族
”

问题上的关注和考虑有所欠缺 。 《地方志工作条例 》 第
一

条
，
阐述制定条例是

“

为

了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 ，
全面 、 客观 、 系统地编纂地方志 ，

科学 、 合理地开发利用

地方志 ， 发挥地方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

。 但所说的
“

中华民族
”

似乎只是一个概念

性的集合名词 ，
通篇没有提到

“

民族
”

问题 。 即使第十二条规定
“

对地方志书进行审查验收 ，

应当组织有关保密 、 档案 、 历史 、 法律 、 经济 、 军事等方面的专家参加 ，
重点审查地方志书的内

容是否符合宪法和保密 、 档案等法律 、 法规的规定
”

。 此条规定虽然点 出了若干重要的方面 ， 却

没有提及请民族问题专家参与审查验收 ， 没有提及与少数民族相关的 内容也是审查的重点 。 虽然

在编纂工作中 ，
相关省区的地方志书中列有民族志 ， 编写中对于 民族志编纂也有所考虑和研究 ，

但是此 民族志与方志文化意义上的少数民族以及民族地区的修志问题 ，
与方志文化和边疆民族相

关问题之间的关联和影响
，
并不完全等同 。 在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大规模文化行动中 ， 对于少数民

族修志问题缺少应有的考虑和提及 ，
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

历史的有益经验和有效做法值得总结并继承 。 回顾新编地方志的历史 ， 我们应该承认 ， 《新

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 》 对于民族问题的考虑 和规定是正确和有效的 。 例如 ， 第三条规定地方

志要
“

准确地记录并积极发扬当地各族人民爱国爱乡 、 振兴中华的革命精神和英雄业绩
”

。 第五

条规定
“

我国是
一

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 在民族聚居和杂居地区 ， 新方志应充分反映多民族的

特点
， 应当体现民族平等 、 团结互助和各族人民共同发展繁荣的原则 。 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

惯和宗教信仰 。 民族 自治地方的新方志 ， 可 以同 时用汉文和本民族文字 出版 。 各地编纂新方志

时 ， 对于散居全国 的少数民族 ，
都应给予相应的反映

”

。 第十九条强调
“

各民族 自治地方 ， 应吸

收本 民族干部参加 ， 注意培养少数民族的专业修志人员
”

。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 ， 云南边疆

（边境 ） 民族地区的地方志编纂工作
，
遵循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 ， 结合云南边疆 （边境 ） 民族地

区的实际 ，
按照 《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 的相关要求编纂 ， 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 积累

了
一

些经验
， 这些做法和经验应该得到总结和继承 。

应针对边疆民族的特殊性给予特别考虑 。 正如前述 ，
中华民族是由 ５６ 个民族组成的 ， 但传

统的地方志是以 中原汉族和内地 民族为主要行为者的
一

种文化活动 。
一些边境民族由于历史条

件 、 地理环境的原因和旧中国实行民族压迫 、 民族歧视的政策 ， 社会经济文化发展
一

般比较落

后 ， 他们在以往的修志活动中是缺席和被边缘化的 。 社会主义新编地方志对于这种状况的改变 ，

不能仅仅限于边境民族县编出
一

本新县志
；
从方志文化的角度来看 ， 还有很多问题要研究和解

决 。 历史和现实表明 ， 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是中华民族发展 中 的重大议题之一 。 这样的形势面

前 ， 方志文化对于地方志及其编纂活动与民族团结 、 边疆稳定各种事项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相互影

响 ， 应该有所研究和回应 。 国家相关法规和相关部门 、 地方志编纂活动的执行者 ， 应该给边疆民

族地方修志活动 以
“

强调性
”

关注和考虑 。

（联 系地址
：
云 南省 昆 明 市近华浦路春苑小 区春明星 ２８ 号省地方志 办公 室 邮编 ：

６５０ １ １ ８
）

本文责编 ： 盾利萍



Ｃｈ ｉｎａＬｏｃａ ｌＲｅｃｏ ｒｄｓ

ＬｏｃａｌＲｅｃｏｒｄｓａｎｄｔｈｅＮｕｒｔｕｒｅ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 ｓｔＣｏｒｅＶａｌｕｅｓ

ＷｅｎＫｕｎｄｏｕ
， 

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ｇ （
４

）

Ｔｈ ｅｈｉ ｓ ｔｏｒ ｉｃａｌｅｘ ｉ ｓ ｔｅｎｃ ｅｏｆｃｕ ｌｕ ｔｒｅｉ ｓｔｈｅｒｅ ｓｕ ｌｔｏｆ ｌｏｃａ ｌｒｅｃｏ ｒｄ ｓｃｕ ｌｔ ｉ ｖａ ｔ ｉｎｇｃ ｏｒｅ ｓｏｃ
ｉａｌ ｉ ｓ ｔｖａｌｕｅ ｓａｓａｎ

ｉｍｐｏｒ
ｔａｎ ｔｃ ｏｍｐｏｎｅｎ

ｔｏｆＣｈｉｎｅ ｓｅｔｒａｄｉｔ ｉｏｎ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ｗｈｅ ｒｅａｓｔｈｅｒｅｇ

ｉｏｎａｌｅｘ ｉｓ ｔｅｎｃｅ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ｅｉ ｓｔｈｅ

ｓ ｉ
ｇ
ｎｉｆｉ ｃａｎｃ ｅｏｆｌｏ ｃａｌｒｅ ｃｏ ｒｄ ｓａｓａ ｒｅ

ｇ
ｉ ｏｎａ ｌｃｕ ｌ ｔｕｒｅｃｏｎｃ ｅｐｔｉｎｃｕｌ ｔｉ ｖａｔ ｉｎ

ｇ
ｃ ｏｒｅｓｏｃ ｉａ ｌ ｉ ｓｔｖａ ｌｕｅ ｓ ．Ｉｔｉ ｓｏ ｆ

ｇｒｅａ ｔ

ｓｉ
ｇ
ｎ ｉ ｆｉｃａｎｃｅｔｏａｎ ａｌ

ｙ
ｚｅｔｈｅｒｅｌａ ｔ ｉｏｎｓｈ ｉ

ｐｂｅ ｔｗｅｅｎｌｏｃ ａｌ ｒｅｃ ｏ ｒｄ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ｕｌ ｔ ｉｖａｔｉ ｏｎｏｆｃ ｏ ｒｅｓｏｃ ｉ ａ ｌ ｉｓ ｔｖ ａｌｕｅ 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ａｎｇ ｌｅｏ ｆ ｒｅ
ｇ

ｉ ｏｎａｌｃｕ ｌ ｔｕ ｒｅ
，ａｎｄｂａ ｓｅｄｏｎｗｈ ｉ ｃｈｔｏｄｉ ｓｃｕｓｓ ｔｈ ｅｅｆｆｅｃｔ ｉ ｖｅｐａ ｔｈｓｉｎｌｏｃ ａｌｒｅｃ ｏｒｄｓ

ｃｕｌ ｔ ｉｖａ ｔｉｎｇｃｏ ｒｅｓｏｃ
ｉａｌ ｉ ｓ ｔｖ ａｌｕｅ ｓ ．

ＴｈｅＲｏｌ ｅｏｆＬｏｃａｌＲｅｃｏｒｄｓ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ａｎｄＦｒｏｎｔｉ ｅｒＳｔａｂｉ ｌｉｔ
ｙ

－

ＴａｋｉｎｇＬｏｃ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 ｓＣｏｍｐｉ 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Ｙｕｎｎａｎ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ＥｔｈｎｉｃＲｅ
ｇｉｏｎｓａｓＥｘａｍｐｌ ｅ

ＷｅｎＹｉｑｕｎ （ ｌ ）

Ｏｎｔｈｅｐｌａｔｆｏ ｒｍｏ ｆｎａ ｔｉ ｏｎａｌｃ ｌａｓｓ ｉ ｃｓａｎｄｒｅ 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
，

ｔｈｒｏｕ ｇｈｖａｒ
ｉｏｕｓｃｕｌ ｔｕｒａ ｌｐｈｅｎｏｍ ｅｎａｏｆ ｌｏｃ ａｌ

ｒｅｃｏ ｒｄｓａｎｄｌ
ｏｃａ ｌｒｅｃｏ ｒｄ ｓｃｏｍｐｉ ｌａｔ ｉｏｎａｃ ｔ ｉｖ ｉ ｔ ｉｅ ｓ ｉｎＹｕｎｎａｎｆｒｏｎｔ ｉｅ ｒｅ ｔｈ ｎｉｃｒｅ

ｇ
ｉｏｎｓ

，
ｔｈｉ ｓａ ｒｔ ｉｃｌｅａｉｍｓ ｔｏ

ｃ ｏｎｄｕｃ ｔ ａｎｉｎｖｅｓ ｔ ｉ

ｇａ ｔ 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ｏｌｅ ｏｆｌｏｃａｌｒｅｃｏ ｒｄｓｃｕｌ ｔｕｒｅ ｉｎｎａｔ ｉ ｏｎａｌｓｏ ｌ ｉｄａｒ ｉｔ
ｙ

ａｎｄｆｒｏｎｔｉｅ ｒｓ ｔａｂｉ ｌｉ ｔ

ｙ ，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 ｉｂｕ ｔ ｉ ｏｎｏｆｌｏｃａｌｒｅ ｃｏ ｒｄｓｉｎｔｈ ｅｆｒｏｎ ｔ ｉｅ ｒｒｅｇ ｉｏｎｔｏｏｕ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ｕ ｎｔｒ
ｙ ， 

ａｎｄｔｈｅｃｕ ｌ ｔｕｒａ ｌｆｕｎｃｔ ｉｏｎｏｆ

ｌｏｃ ａｌｒｅｃｏ ｒｄｓｃ ｏｍｐｉ ｌａ ｔ ｉｏｎａｃｔｉｖ ｉ ｔ ｉｅｓｉｎｎａ ｔ ｉｏｎａｌ ｉｄ ｅｎｔ ｉ ｔｙａｎｄｃ ｏｕｎｔｒ
ｙ

ｉｄｅｎｔ ｉｔｙ ．Ｔｈｒｏｕ
ｇｈｔｈｉ ｓｉｎｖｅ ｓ ｔ ｉｇａｔ ｉｏｎ

， 
ｗｅ

ｒｅ ａｌ ｉ ｚｅｔｈａ ｔｓｐｅｃ
ｉａ ｌａｔ ｔｅｎ ｔ ｉ ｏｎａｎｄｃ ｏｎｓ 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ｇ

ｉ ｖ ｅｎｔｏｌｏｃ ａｌ ｒｅｃｏ ｒｄ ｓｃ ｏｍ ｐ
ｉ ｌａｔｉｏｎａｃｔｉｖｉ ｔ 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ｆｒｏｎｔ ｉ ｅｒｅ ｔｈｎｉｃ ｒｅｇ ｉ ｏｎｓ ．

ＰｒｅｆａｃｅｔｏｔｈｅＰｕｎｃｔｕａｔｅｄａｎｄＥｍｅｎｄａｔｅｄＥｄ ｉｔｏｎｏｆｔｈｅＭ ｉｎ
ｇ
ＨｏｎｇｗｕＳｕｚｈｏｕｆｕ

ＲｅｃｏｒｄｓＣａｎｇ
Ｘｉｕ ｌｉａｎｇ （１ ３ ）

ＡＳｃｒｏ ｌｌｏｆＣｉｔｙＰａｎｏｒａｍａ－ＯｎＲｅａｄ ｉｎ
ｇ
Ｎ ｉｎｇｂｏＣｉ ｔｙＨａｉ ｓｈｕ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Ｒｅｃｏｒｄｓ

 ＹａｎＹｕ ｅｈｕ （
１ ６

）

ＬｏｃａｌＲｅｃｏ ｒｄｓＣｕ ｌｔｕｒｅｄｕｒｉｎ
ｇ

ｔｈｅＷａｒｏｆ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ａｇａｉｎｓｔＪａｐａｎ
－ＴｒｉｂｕｔｅｔｏＯｕｒ

Ｆｏｒｅｆａｔｈｅｒ ｓＷｈｏＤｅｖｏｔｅｄ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 ｓｔｏ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ＲｅｃｏｒｄｓＣａｕｓｅａｍｉｄｔｈｅＦｌａｍｅｓ

ｏｆＷａｒａｎｄｉｎＤｅｐ
ｒ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Ｈａｒｄｓｈｉ

ｐ
ｄｕｅｔｏｔｈｅＷａｒ ．
Ｍｅ ｉ１ ９ ）

Ｌｏｃａ ｌｒｅｃｏｒｄｓａ ｒｅｐａ ｒ
ｔ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 ｔ ｉｏｎａ ｌｃｕ ｌｔｕｒｅｏ ｆ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 ｓｅｎａｔｉｏｎ

，

ａｎ ｄｐａｒｔｏ ｆａｎｔ ｉ

－

ｗａ ｒｃｕ ｌ ｔｕｒｅ

ｓｈｏｗｎｉ ｎｔｈｅＷａｒｏｆＲｅｓ ｉ ｓ ｔａｎｃ ｅａｇａ
ｉｎｓ ｔＪａｐａｎ

．ＴｈｅＣｈ ｉｎ ｅｓｅｐｅｏｐｌｅ
，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ｏｎ
ｇａｎｄａｒｄ ｕｏｕ ｓｓ ｔｒｕ

ｇｇ ｌ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