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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80年代初，云南省政府决定编修地方志书。
从1949年《新纂云南通志》刊印后，30多年间云南没有撰修过地方志书。
参加撰修《新纂云南通志》的老一辈学者都已仙逝，30多年间，没有培养过方志学的专门人才。
要编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云南省志及各地州市县地方志，急需培养方志人才。
为此，1984年6月，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与云南大学历史系联合举办云南省首届方志主编培训班。
我被任命为培训班的班主任，同时担任《云南政区沿革》等课程的教学任务。
我师从曾参加《新纂云南通志》撰修的“滇史巨擘”方国瑜教授研习云南地方史，获闻绪余，对地方
史志一知半解，且从未编修过方志，既无实践，又无理论。
我充任班主任实在是因为“山中元老虎”。
在三个多月的研习期间，我与参加培训的各位主编相互学习、相互切磋、相互探讨，从中得到不少启
迪，为日后云南地方史志的研究与教学积累了知识与经验。
经过十年撰修地方志的艰辛探索与认真实践，新修的方志一部接一部地问世，方志理论在修志实践中
有较大发展和提高，涌现出一批修志人才，形成一支相当可观的修志队伍。
当时的学员大都成为修志专家和编修地方史志的领军将帅。
他们时常把自己的修志成果与研究心得寄给我，我这个班主任和教员成为当年学员们的“函授学生”
。
正当我这个“猴”向他们这些修志之“虎”学习的时候，不少学员在出版他们的方志学著作时，向我
征序。
他们写的书，都是来自撰修地方史志的实践，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对方志学有所贡献，能为他们的大
作写序，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
这是我为专家学者的著作作序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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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80年代初，云南省政府决定编修地方志书。
从1949年《新纂云南通志》刊印后，30多年间云南没有撰修过地方志书。
参加撰修《新纂云南通志》的老一辈学者都已仙逝，30多年间，没有培养过方志学的专门人才。
要编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云南省志及各地州市县地方志，急需培养方志人才。
为此，1984年6月，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与云南大学历史系联合举办云南省首届方志主编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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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超民，云南人学历史学、民族学教授。
1967年毕业于云南大学历史系历史学专业五年制本科。
先后当过军恳战上、茶厂工人、中学教师。
1978年9月考取云南人学中国民族史专业研究生，从方国瑜、江应樑教授研修，获历史学硕士与博士学
位。
1990年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先进个人，1991年被嘲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
位获得者”，1992年被评为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3年获国务院专家津贴，1998年被评
为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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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以往.人们对瘴气的认识较为模糊，甚至有些混乱。
大多将瘴气混同于疟疾。
这种情况不仅是人文学者、社会科学工作者，就是自然科学、医学T作者，都难脱此窠臼。
周琼在阅读大量文献和田野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深入分析、仔细考辨、反复比对，提出“瘴”、“瘴
气”、“瘴疠”是性质不同的三种病态。
瘴是在特殊生态环境下形成对人体有害的自然物质，包括瘴气与瘴水瘴疠则是人们在沾染瘴气或涨水
后罹患的疾病。
瘴疠不只是疟疾，而是种类纷繁、表现各异的多种疾病。
本书对所涉及的关键词作了周详系统的清理与厘定。
厘定“瘴气”的概念，在学科研究上的意义和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要做到这一点，没有对历代文献作考辨的功底，没有对诸家论述作综合研究的细致，没有对已有成果
的大胆质疑和独立思考，显然是不可能的。
本书的“学术回顾”中，作者对以往在瘴气、瘴疠研究方面的基本文献、重要文章几乎无所遗漏地进
行了分析研讨。
这不仅是研究方法，更是治学的态度和学者的品格。
作者在清理和厘定“瘴气”的概念上，真正实践了陈寅恪所说“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的
名论。
清代的纪录，近人的描述，对云南的瘴气无不笼统言之。
周琼在厘定瘴气概念的基础上，对清代云南瘴气分为七大区域分别考察。
七个瘴气区域的划分考虑到地理的、生态的及人文的因素。
科学注重的就是差异，忽略了差异就不可能得出普遍的规律。
我们看重作者在学术上第一次对清代云南瘴区分布区域的划定，但更值得称道的应该是作者对不同区
域的瘴气的不同特点的质的区别。
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性的把握。
没有对特殊的把握，就谈不上二对一般规律的总结。
只有切实地研究事物的不同特点，我们才可能避免主观性、表面性、片面性，我们的研究才有可能取
得突破性的进展。
这就是本书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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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小时候就听父母讲女娲补天、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后羿射日的故事，深为他们的英雄气概所感动。
稍长，看女娲、夸父等古代英雄的连环画，中学读鲁迅的《故事新编》，对我国古代的英雄更加敬仰
。
大学开始读《山海经》，对中国古代的英雄有了更深的理解。
读《陶渊明集》颇喜欢《读（山海经）十三首》。
每当我遇到困难或挫折的时候便会吟诵“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以此激励自己。
年过花甲，我依然深深地爱着《山海经》的英雄们。
《山海经》伴随着我的一生，更确切地说，是《山海经》给了我理想、志气、决心、勇敢、坚定、毅
力，引导我在生命的历程中不断进取、不断向前。
《山海经》凝聚了中华民族不计功利、不畏艰险、不惧挫折、不怕牺牲，只知开天辟地、披荆斩棘、
造福人类的伟大精神。
《山海经》英雄们的共同特点是：无私、无畏，一心救民众于水火、为民众谋福祉。
与那些诡谋狡算、尔虞我诈、争权夺利、涂炭生灵的所谓英雄相比，无异天渊之别。
在聪明人看来，《山海经》的英雄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不识时务的傻瓜。
但中国历史正是这样的傻瓜谱写的。
《山海经》的英雄们大多失败了，但他们的精神值得万众崇敬并万世永存！
也许，靠祸害民众、牺牲百姓取得胜利的强俊豪杰也会得到一时的赞颂，但他们最终会戴上“乱世奸
雄”的帽子被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女娲、夸父、精卫、后羿等等英雄鼓舞我走过泥泞、崎岖、坎坷的漫漫人生路。
在不断进取的路途中，写下的文字，记录着我学习、研究、教学的心得，结集出版，展现我求索的过
程。
在我看来，进取的过程是最重要的，成果倒在其次。
步人花甲之年，重温《山海经》，我还会像陶渊明所云：“高酣发新谣，宁效俗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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