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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册亨县志》出书问梓，我们掩卷逸思，感慨万千，抚今追昔，倍

感欣慰!册亨自清雍正五年(1727)设置州同以来，未修县志。《册

亨县志》编纂工程始于1981年，因时空跨度较大，工程极为浩繁，之

后时断时续。本志于1999年4月重新启动，紧急编写运作至2000

年底定稿，因了县几家班子的通力合作，因了省、州志办的领导、专

家及各方老同志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指导，因了全体修志人员的不

倦劳作和无私奉献，才得以快捷出书。故欣慰之余，我们以为：如同

本志将产生的效应一样，所有关心、支持、参与编纂工作的单位和人

员，将与本书齐名共辉，永载册亨史册o

《册亨县志》凡150余万字，图片112幅，全面、系统、客观地记

载了古往今来册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与自然状况的变迁。本书

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详尽地展示了册亨丰

饶的物产资源、秀美的自然景观和多彩的民族风情；反映了册亨各

族人民在历史性变革中所表现出的雄心壮志、献身精神和时代风

貌；突出了册亨县解放后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发展变

化和百业的方兴未艾；凸现了“革命老区"和“各方人士汇册亨"等特

定史实。

《册亨县志》收罗宏博，资料翔实，体例完备，文笔洗炼，编纂严

谨，结构科学。其观点，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详实地记述了历史发展轨迹；其资料，广博而具体，特别是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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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料，为全书的十之五六，摒弃了旧志重人文、轻经济的弊端；其

体例，宏观与微观、纵分与横排、定性与定量，讲究分类的科学性，记

事的联系性，相互契合，相得益彰；其文风，流畅而自然，不着猎奇之

词，朴实而严谨，不加妄断之语o“石蕴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

志书中不乏堪称“珠玉”的篇章，珠联壁合，浑然一体，也就使本书具

有较强的可读性和可研究性。

册亨县位于贵州省西南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南端，地

处珠江上游两大支流南、北盘江交汇的夹角地带，气候温和，雨量充

沛，是布依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杂居县。册亨自然资源丰富，尚有未

及开发可供利用的宜林、宜牧荒山、草坡133．6万亩，水面4万余

亩；有珍稀树种和野生植物桫椤、银杏、贵州苏铁、杜仲、红椿、四块

瓦、野生茵灵芝、“打宾烟"等；有量大质优的黄金、锑、镁、汞、冰洲

石、石油天然气等十多种矿藏，其中，黄金储量23吨以上，锑储量

6．4万吨，远景油气储量达595亿立方米；有水能可开发量26万千

瓦；有遐迩闻名的早熟菜果、保健灵芝酒、竹荪酒、农户自产“便当

酒"、桐油、黑木耳、茶油等土特产品；有绚丽多姿的燕子洞、郭家洞、

板其温泉及溶洞群等自然景观；有“刘道”、老县城城垣遗址、烈士陵

园等人文景观；还有风情浓郁的民族节日活动。这些，对于研究边

远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价值o

“地方志是一方之全史”o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编纂志书的目

的是本着“存史、资政、教化"的功能，启迪人们客观公正地对待历

史，全面系统地认识现实，信心百倍地创造未来o《册亨县志》是一

部为当地党政领导提供决策依据的资料书，是一部爱国爱县教育的

好教材，也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我们有建国以来尤

其是改革开放20年的辉煌成就：经济体制的改革，带动了各行各业

的蓬勃发展，工农业生产实现了翻番，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有了

长足进步，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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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我们理当研读此志书，于心有所得，于政有所资，方不负编纂之

初衷。我们身在册亨；当认识册亨、研究册亨、宣传册亨，唯此，才能

更好地建设册亨、振兴册亨。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我们寄望的是：《册亨县志》的出版发行，

对于那些为册亨的发展进步和为册亨的解放事业而献身的英灵是

一种告慰；对于健在的、曾经在册亨战斗和工作过的前辈们，将唤起

他们如春的年华和火热的激情，继续关心、支持册亨的发展；对于正

在前进中的册亨，将进一步激发各族人民的时代紧迫感和历史责任

感，立志身在册亨、热爱册亨、建设册亨、献身册亨；对于客居外地的

册亨籍人士，亦将唤起他们对故乡的眷念之情，为家乡的发展献计

出力；对于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推进册亨的对外合作与交流，使外

界更多地、更全面地了解册亨，进一步提高册亨的知名度将产生积

极而深远的影响o

《册亨县志》付印之际，适逢我国西部大开发战鼓频频擂呜，号

角响彻云霄，全县各族人民要紧抓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实施大开

发战略，加快发展步伐，同心同德，排难前行，为把册亨建成一个民

主、团结、繁荣、文明的美好家园而努力奋斗。

是为寿。

中共册亨县委书记 吴吉祥

册亨县人民政府县长 孟祥熙

册亨县人民政府原县长 王德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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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

导，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

绳，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册亨

县自然的、社会的历史发展情况。

二、本志书贯通古今，以详今略古为原则，上限追本溯源，下限

到1998年，个别重要史实，为记述完整，适当延伸。

三、本志书用概述、大事记统揽全书，归类设十七篇，以篇统章

以章统节，节下设目、子目、细目，个别内容作附录，政治类专志先分

时期后分类，其他专志一律横排竖写。

四、人物本着生不立传的原则，对社会有较大影响的已故人物，

按卒年为序入志，直书其名，不加褒贬称呼。在世人物有突出贡献

者，其事迹以事系人载入有关章节，为革命事业牺牲的烈士列入英

名录。

五、地名按历史时期称谓书写，古地名加括号注今名，如打言

(乃言)、威牛(威旁)等，但只在首次注明，以后不再加注。

六、清代以前纪年依旧年号，用汉字书写，用阿拉伯数字括注公

元时间。民国以后纪年数字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以1951年5月16

日成立册亨县人民政府划分解放前后。

七、各种币制，按历史时期币值记写，解放后1955年3月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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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值按新人民币换算后记写。

八、本志书使用的数字，以县统计局核定的为准，若无记载，则

按有关业务部门核定的使用。简化字、标点符号、数字、百分比的应

用，按出版部门规定书写。计量单位，解放前按习惯记述，解放后以

国家法定计量为标准。

九、本志书所用资料，来自各级档案馆，图书、正史、旧志、谱谍、

实物及知情人所提供，编纂时恕不一一注明出处。

十、文内简称，在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并括注以下简称。

十一、因编纂时间紧迫，本志书采用一步成书(即不编部门志、

直接编写县志各部门稿)的方式编纂。

十二、历来多有县外籍人员到册亨县供职，故本志书特列乡科

级正职名录，以记载“各方人士汇册亨”这一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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