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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西昌县志》的编纂及其学术价值
沙各各

（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成都 610041）

摘要：民国时期的《西昌县志》是凉山地区重要的地方旧志，在体例和内容上对清末的几部志书《西昌县志》既有传承又有创新，

该志在地理、食货、产业、政制、教育等志下均有新类目出现，志书体裁和门类设置更加科学合理，体现实用性。此外，民国《西

昌县志》更设“武备志”“兵寇志”“夷族志”，这与西昌所处地理与政治环境相关，也与修志者对于战争、少数民族的重视程度有

关。由此反映出民国《西昌县志》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真实地展现了清末至民国年间的西昌社会经济

状况和社会历史变迁，是研究西昌以及凉山彝族历史的重要文献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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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ilation of Annals of Xichang County in Republic of
China and Its Academic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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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nnals of Xichang County in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was an important local past record in the

Liangshan region. In style and content, it inherited and innovated several Annals of Xichang County compiled in

late Qing Dynasty. The Annals presented new categories under all records of geography, foodstuff, industry, political

system, and education. The Annals' genre and category divisions are mor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reflecting its

practicality. In addition, the Annals of Xichang County in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was added with Defense

Preparations Record, Soldiers Record and Minority Nationality Record, which were related to Xichang County's

geographical and political environment as well as to compilers' focuses on war and ethnic minorities. All these

strongly reflected the local, nationality and times characteristics of Annals of Xichang Count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It truly represented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social and historical changes of Xichang

from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being an important and valuable historical document for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Xichang and the ethnic Yi people in Liangshan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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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昌市位于川西高原安宁河平原的腹地、川滇

地区结合处，是凉山彝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其境

内除了彝族和汉族，还有其他少数民族居住，各民

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中不断融合发展。西昌是攀

西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交通中心，此外，西昌

卫星发射中心作为中国四大航天基地之一，就位于

西昌。历史上，西昌“‘地据西南咽喉要冲之处’，是

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各封建王朝征讨、民族纷争，又

使其成为多民族杂居地”。西昌在清朝时期曾四次

修志，为“存史、资政、教化”留下珍贵史料。

一、清代西昌县志的编纂概况

清代是我国方志修纂的鼎盛时期。特别是清

康熙以后，国家实现初步统一，经济、文化等发展均

超过前朝，为巩固中央政权的需要，清廷上至帝王

下至各省督抚都非常重视方志的编纂工作。清代

西昌也多次编修方志，基本概况如下。

（一）[乾隆]《西昌县志》

清佚名纂。此志无序跋，不著纂修职名，原稿

本已佚，仅有传抄本流传，后道光、光绪年间纂修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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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时，便已不知有此志。此志分十余门，约1万字，

记事较略。选举门记至乾隆间五十四(1789),查时任

知县为云南建水进士余大鹤。以山川、古迹、职官、

选举、学校、人物、土司等记载较有价值，山川古迹

着墨略多，土司仅记凉山之彝、僰等少数民族事

略。今存乾隆纂修之传抄本，藏于国家图书馆和南

京大学图书馆。

（二）[道光]《西昌县志》(二卷·首一卷)

清书纶纂修。书纶，字紫园，号硕农。正蓝旗

汉军籍人，道光二年(1822)进士，六年(1826)任四川

冕宁县知县，十年(1830)调任西昌县知县，后来两次

回任，十七年(1837)署越嶲厅同知。此志编纂于道

光十年(1830)，记事止于道光八年。分十余门，约4

万余字，详于山川关梁、古迹寺庙、职官人物、学校

赋役、风俗土司等。对于境内彝、僰少数民族历史

沿革、生活习性、与汉人之交往等史料收载比较详

细，较有价值。今存道光十年(1830)稿本，藏于四川

西昌市图书馆。

（三）[道光]《西昌县志略》(二卷·首一卷)

清徐连纂修。徐连，直隶任丘人，嘉庆十四年

(1809)进士，道光三年(1823)由四川冕宁知县调任西

昌县知县。此志纂修于道光三年(1823)，分十门，约2

万字，山川古迹、人物土司等记载略详。山川中多记

泸山、大凉山、邛海、安宁河、泸水等；土司中多记夷人

之民风习俗。以上记述都较有史料价值。其后道光

八年（1828）知县书纶据此续修邑乘，均未及最后厘订

刊印，至清末、民国初再修县志时，便仅知书纶有志

稿，而不知徐连纂修邑乘事。今存清抄本和传抄本。

（四）[光绪]《西昌县志》(四卷)

清胡薇元修，郑宗瑞纂。胡薇元，大兴(今北京)

人，字孝博，号诗舲等，为光绪三年(1877年)进士，出

任广西天河知县，后改官四川宁远西昌，调重庆涪

陵。他晚年定居、著述、讲学于四川犍为(今四川犍

为)，胡薇元暮岁久居巴蜀，为各界所尊崇，卒于1920

年前后。郑宗瑞，字觐臣，西昌县人，咸丰九年

(1859)举人，同治四年(1865）进士，官福建侯官(今闽

候)知县。此志纂修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自道

光十年(1830)书纶纂修过县志后，历七十年未见再

举修志事。胡薇元到任后，应县中人士之请，方设

局举事，延聘郑宗瑞出来总事纂辑。不数月纂成是

书，遂付梓行。此为本县首次刊刻印行之志乘。

此志分八门，约6万余字，详于山川、人物、祠祀

等门类。山川中以泸山、邛海记述最详，且附入历

代文人墨客所作之诗文辞赋，如明代建昌观察使朱

篮、周光镐等人登泸山望海楼、泛舟邛海之诗赋；清代

邑举人杨学述的《建昌竹技词》二十首，书纶的《西昌

杂咏》十四首，薇元和书纶出《西昌杂咏》十四首，以及

邑增生张鸣凤《若水绳水孙水辨》，庐生傅骥才《导黑

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说》，胡孝博《泸山记》等文，皆具

有较高史料价值。武备门主要收载历代(明、清者多)

政府对本境少数民族用兵之史料。此志未专列艺文

门，有关诗文皆附于各相关门类中。书首除县图外，

专门绘刻了泸山图、邛海图、长利高望始昌三苑图、大

凉山图、斛焚和山图，绘刻俱佳，并附有胡薇元的题

辞。今存光绪二十二年(1896)刻本。

清代，西昌作为地处西南边陲的民族地区，先

后四次编修方志，实属难得。这为民国时期编修

《西昌县志》在编纂的方法技巧、体例、内容等各方

面提供了借鉴。

二、民国时期《西昌县志》的编修概况

民国《西昌县志》郑少成等修，杨肇基等纂。郑

少成，四川乐山人，民国二十九年(1940) 任西昌县县

长。杨肇基，字启周，西昌人，日本大学毕业。民国

十四年(1925)，本县清末拔贡傅光逊(字让三，日本宏

文学校毕业)便继光绪旧志续修县乘，但未能竟其

事。至民国二十一年(1932)县人杨端宇等为之修

订。民国二十六年(1937)，本县清末举人康敷镕再

次踵事将原稿加以删订，仍未付梓。民国三十年

(1941),郑少成和县文化协会方延请时在成都的杨肇

基返里主事总纂，取历次所续修之志稿重新考订、

补正，历十月而成书翌年付之铅印。

民国时期《西昌县志》的编修经过了几任总纂，

前后历经三次修订，可见其成书经历了很多坎坷和

不易。该县志的修志人员修养高尚、学识渊博，傅

光逊、康敷镕、杨肇基等都毕业于宁远府研经书院

（胡薇元1894年创立），傅、杨两人在这之后去日本

留学，而康则到青海任职。“光逊弱冠入邑庠，适胡

公修志期间，承其流风，亦于师友讨论谊法”。由此

可见，光绪年间胡薇元所修西昌县志对于其学生们

影响很大，因此民国《西昌县志》的修编继承其风

格，而又有所创新。

民国《西昌县志》修志人员的学识修养和特殊

经历，加之该志书在出版上得益于民国西昌县政

府、西康省政府的支持，无疑为《西昌县志》成为一

部具有历史、人文价值的志书提供了较好的组织、

人员、经费基础。

三、民国《西昌县志》的体例、志书的内容特色

民国《西昌县志》分十二卷，一百二十余目，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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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余万字，记事颇为详尽，卷帙浩繁,内容丰富,包罗

万象，为质量较高的旧县志。设有弁言、卷首、序、

凡例、地图、表。县志中具体分设地理志、产业志、

食货志、政制志、礼俗志、祠祀志、教育志、武备志、

兵寇志、人物志、艺文志、夷族志等十二卷，以志体

统辖各门目。

该志在类目上有所创新，与清代的几部《西昌

县志》比较，民国时期的《西昌县志》新增了很多新

类目和内容。再加上本志书是光绪年间西昌县志

基础之上的续修，很好地继承和沿袭了胡薇元《西

昌旧志》的风格，又在志书类目和内容上创新，比如

地理、经济、礼俗、教育、政治等志中设置了新的类

目，增加了新内容，记述更加全面、科学、实用。本

志书记载了很多清末民国时期西昌各方面的历史

状况，对于研究西昌的历史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

值。民国《西昌县志》志书体例具体内容安排如下：

1. 地理类：卷一“地理志”中设置了沿革、疆域

等之外，还设置了面积、地势、气候、温度、气压、降

水量、冰霜、交通等更精确、科学的类目，这些内容

以四川陆地测量局所提供的大量数据做支撑，比较

真实可靠。

2. 经济类：该县志中卷二“产业志”和卷三“食货

志”设置了一系列经济类目，详细记述了西昌的经济

发展状况。具体经济事项分类具象、科学合理，产业

志中用表格等形式列出了每种具体的物产门类；并且

记载了农业、工业、商业等职业概况。食货志中设置

了契税、厂税、油税、关税、印花税、统税、所得税、直接

税、营业税、肉税、地方税等很多税种，这些税种有的

是晚清民国以后新设立的新式税种；另外还收录了西

昌县地方财政历年出入预算比较表。

3. 政治类：该县志中卷四“政制志”中设有职

官、题名、政绩、党务、地方自治、地方法团、地方公

益等类目，体现了西昌县志浓厚的地方特色。

4. 礼俗类：该县志卷五“礼俗志”和卷六“祠伺

志”是对西昌民间习俗文化、信仰等各方面的记载。

礼俗志中分礼制和方言，具体包括冠、婚、丧、祭、风俗

等内容。祠伺志中设置了祠祀和宗教两个门目。

5. 教育类：该志专设卷七“教育志”，将教育独

立成志。其中卷上为科举时代之教育，卷下为废科

举后之教育，有所偏重，更重视民国之近代教育制

度，重点记载了初等教育（幼稚园、小学校）、中等教

育（中学校、师范学校）、高等教育（职业学校、专科

学校）、社会教育（省立民众教育馆、县立民众教育

馆）、边民教育（化夷学校、宁化学校、边民训练馆、

边民小学）的详细内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6. 夷族志：具体记载了夷族的沿革、阶级、部

落、姓氏、语言文字、历法、宗教、习俗等方面内容，

这对研究彝族的历史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

7. 其他：该志书设“人物志”“艺文志”，在人物

和艺文方面主要以激励乡民之爱乡敬祖的情操为

主，故所置类目均为“忠义”“孝友”“名宦”“隐逸”

“列女”“仙释”。另外还设置有“武备志”，其下置武

职、兵制、土司等；“兵寇志”包括兵事统纪、平夷纪

实。

四、民国《西昌县志》的学术价值

（一）民国《西昌县志》体现时代特色

该志书反映清末民国时期西昌的社会、经济、

思想等方面变迁。西昌地处西南边疆地区，自古以

来就为彝族聚居区，但同时西昌深受儒家文化影

响，在当时的凉山地区是汉化程度最高的一个县。

比如在食货志中，详细记载了清末至民国年间新设

的油、烟、酒、印花等各种捐税的征收。在政事志

中，对于民国改元后新设的机构、新开办的事业和

县乡议会、党务、三青团、农会、工会、商会、教育、各

种公益事业、慈善等史料收载比较详尽。由此，本

志书主要记载了清末民国时期西昌厚重而辉煌的

历史，展现了西昌长久以来的社会变迁，深刻地体

现了时代特色。

（二）民国《西昌县志》注重科学和实用性

县志之功用在于“资政、教化、存史”，民国《西

昌县志》其序中称：“人文演进，因革随时，文字以通

俗为宜，冀溥及于社会，则旧志宗旨，仅以资官治

者，今宜推而广之”。此中所言之旧志之宗旨，除资

政外，想必就是那些“旌乡美族”、宣扬教化的言语

了。又称“布帛菽粟，与民生相关甚切，文不必太

古，书不必三代两汉，但得简而赅，精而实，有条理

统系，即为今志之善本，初不必士之九能，史家之三

长，而后能为也，生勉乎哉”。更有“比之泰西乡土

科，岂徒为士大夫，观览云尔哉？”等较为务实的修志

宗旨。而其各种新类目的设置以及经济、军事篇目篇

幅的增加更可看出其资政、兴利的实用性目的，如“产

业志”前言就对开发宁远抱有极高的期望：“虽屡言开

发蕴藏，提倡制造，终困于势、限于时，然蓄积必洩，可

拭目俟也”。这充分体现了对实用功能的追求，使得

全志以简明通俗的白话文为主。

（三）民国《西昌县志》地方和民族特色浓厚

民国《西昌县志》专设“夷族志”一卷，详细记载

了宁属西昌历史以来的西番、僰人、摩些、路鲁、鞑

靼、苗子、渔人、倮猡等少数民族的历史沿革、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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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字、历法、巫术、生活习惯、奖惩、职业、打冤

家等史料，特别是对凉山彝族的历史、分布、生活习

俗、语言文字等各方面都做了深入的考察和详细的

记载，可谓是集彝族史料之大成。该志书体现了该

地区独有的地方性和民族性的特点，有利于我们了

解和研究彝族的历史。

（四）民国《西昌县志》修志观念先进

民国《西昌县志》的修志人员修志观念先进、学

识渊博，该县志的几任总纂傅光逊、康敷镕、杨肇基

等都毕业于宁远府研经书院（胡薇元1894年创立），

傅、杨两人在这之后去日本留学，傅光逊毕业于日

本宏文学校，杨肇基毕业于日本大学，两人留洋学

成归来，具有先进的思想观念，见识广博，对于修志

帮助很大。就如本志书的序中傅光逊所言：“逮夫

壮游日本，返历沪、宁、武、汉、汴、洛、津、京。观泰

岱之巍巍，江河湖海之浩瀚，耳目襟抱，为之豁然，

又得名师益友，导以学问之塗术，由是山经水注，禹

贡职方之疏证，海国之图志，次第讲贯，麤有所明，

而科学研究法，国学调查法，亦以治明，逻辑学渐之

辨质叙伦，以立学术之统系焉”。

民国《西昌县志》这些修志人员的学识修养和

丰富经历决定了该志书的修志思想和理念，他们结

合自己在日本所学，将西方的先进思想观念、科学

的研究方法和技术应用到了西昌县志的编修，同时

继承前人的修志风格，特别是光绪年间胡薇元的西

昌县志，在此基础上续修民国时期《西昌县志》。

（五）民国《西昌县志》的史料价值

该志书记事颇为详尽，是一部值得一读、质量

较高的县志，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

1. 在地理志中，对西昌本境的牦牛山、木托长

山、北山、大黄山、螺髻山等方位、走向、特色、山中

名迹胜景、关隘、特产、山中居住的少数民族等都有

记载。河流类的大箐河、安宁河、怀远河等亦如此

记载。对西昌各地的泉池、塘堰等水利建设等则详

细列表载之。

2. 在产业志中，重在本境的特产，如以登山著

称的建昌马、深山中之虎豹、大雪山所产的牦牛、邛

海渔业、全县各地产腊虫及制腊工艺等，对各种副

业和手工业也是详细载录，其史料价值较高。

3. 在食货志中，详细记载了清末至民国年间新

设的烟、酒、印花等各种捐税的征收。

4. 在政事志中，对于民国改元后新设的机构、新

开办的实业和县乡议会、党务、三青团、农会、工会、商

会、教育、各种公益事业、慈善等史料收载比较详尽。

5. 在教育志中，多记载新办的县、区、乡、保小

学、边民小学、县中学、女子中学、省立中学、师范学

校、职业学校、专科学校、社会教育等开办日期、经

费、地点等情况。

6. 在武备志中，详细记载了西昌地区派驻的军

队、屯垦、剿匪、团练、保甲以及境内土司分布等史料。

7. 在兵寇志中，首先记载清朝同治元年

（1862）、二年间石达开率太平天国义军与清兵大战

于大渡河而被镇压的史料；其次为辛亥革命后川滇

边地军阀混战；然后是民国二十四年（1935）三月至

十月中国工农红军强渡金沙江，攻会理、陷德昌，北

进西康地区的经过情形。另外，还收载了自汉代迄

民国两千年间历次镇压、平定少数民族起义、叛乱

的史料，其中又详于清末民国初对大、小凉山彝族

的用兵、平叛。

8. 在艺文志中，约8万字，先载邑人著述书名、

提要，再列诗文，以傅光逊《上滇军某军长青》《烟坪

记》，邑人何成瑜《火把记》以及明朝万历中邑举人

马中良《咏螺髻山记》等较有价值。

五、结语

综上所述，民国《西昌县志》的体例、类目、内容

等的设置和安排，无不与宁属西昌所承担的政治、

文化职能与历史文化认同等密切相关。民国《西昌

县志》记事颇为详尽，为质量极高之县志。其体例完

备，内容详略得当，语言简洁通俗，立足于西昌县情，

突出区域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同时具有极其浓郁

的民族特色，是凉山乃至整个四川地区的一部优秀

的旧志。它主要记载了清末民国时期西昌厚重而辉

煌的历史，展现了西昌长久以来的社会变迁，为我们

了解西昌的历史、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活等提供了

丰富的资料，也为后世凉山州地方志的编纂提供了

宝贵的经验，更为我们研究西昌、凉山地区历史以及

彝族历史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文献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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