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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巩，古名思州。思州之名始于唐，距今已有1370多年的历史。

从自然地理环境条件、文物出土查考、历史文献记载看，岑巩系古思州故地，在贵州来

说，是一个人类活动聚集、开发较早、文化比较发达的多民族县。

岑巩县位于贵州省东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东北部，居于沅水上游的溉阳河畔，武

陵山脉，苗岭山脉伸延过境，地处低中山丘陵地带，土地肥沃，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县境

思踢桐木出土的“趺地虎”恐龙化石，属中生代侏罗纪七千万年的古生动物遗物，1987年7

月16日《人民日报》公布，考古人员在浇水河畔发现8处旧石器地点，出土的石器表明，五

至十万年前就有人类在这一地区活动。清康熙《思州府志>)记载，思州田氏“乃由秦汉以至

唐宋，历千五百余年迄于元季，田氏犹得据而有之”，自隋开皇二年(582)田宗显授黔中

太守至明永乐十，年(1413)田琛被废止，田氏世袭思州土司，统辖“川东半壁，湖南一

隅，夜郎全幅”之地，历仕九朝，传二十六世，世袭830多年。明思州宣慰司副使刘贵奉诏

“平定夜郎、水西，奠服夜郎，，，其后裔与黄氏世袭黄道溪长官司、施溪长官司，以及何、

周二氏4家自元代至民国初年，世袭都坪峨异溪蛮夷长官司、都素蛮夷长官司轮流掌事等

等，思州历来确实是中国西南的军政重地，楚黔要津，民族杂后，文化发展的地方。

据史载，先有思州，后有播州、水西，才有贵州。明代建贵州行省，始为内地。思州历

史悠久，文化灿烂，史迹辉煌，是贵州政治、经济、文化的先发地之一。元代为极盛时期，

置思州军民安抚司，曾领府、州、县及长官司六十八，广土众民，地跨湘、黔、川、桂几个

省区。明代置思州宣慰司，永乐十一年(1413)废思州、思南二宣慰司为八府四州，置思州

府。溺代沿袭。民国二年(1913)废府，改名思县，十九年(1930)继更名为岑巩县至今。

文化是人类活动、经济及政治生活的反映和表现，又为政治、经济建设服务，属上层建

筑。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社会，既要着眼于今天，又要了解昨天，才能筹计明天，创造美

好的未来世界。主编《岑巩县文化志》作者的本意，在于让人们对岑巩有个历史的全面的了

解和认识。编者晏晓明身患重病，在短短一年时间内编纂成这本志书，除了他多年来积极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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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工作，刻苦学习，深入实践、调查，积累资料，有多方面的文化艺术基础知识条件外，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他雄心在人的一生中坚持为人民办一两件有益事业的决心和忘我的拼命进

取精神的结果，很值得敬佩和学习。这本书的编辑与出版，正是县委、人大、政府、政协四

大班子重视关怀，省、州、县文化部门领导，专家具体指导、大力帮助的结果，也是各方面

志士同仁，干部、职工、特别是人民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

《岑巩县文化志》按照志书体例，共分为七章三十六节，比较详实而全面地记述了古名

思州的岑巩文化面貌，思州文化的兴衰起伏，发展变化过程，具有知识性，资料性、通俗

性，富于时代感。它将成为地方文化的工具书，为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

出应有的贡献。

主编晏晓明敦促本人给这本志书写篇序言，作为搞地方志，义不容辞。但是，由于自

己政治、文化水平低、社会科学知识浅，虽有千言万语想说，未能由衷地表达其意．错误定

有，敬请作者、读者、有识之士多多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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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 巩 概 貌

在巍巍峨山东麓，滔滔龙江之滨，有一座历史悠久，美丽富饶，山清水秀，幽雅恬静的

文化古城，它就是古代的思州城，明清时代的思州府治地，今日的岑巩县城。

岑巩古名恩州，禹贡荆梁二州之裔，殷周为荆州西南裔，周属楚巫黔中地，秦属黔中

郡，汉为武陵郡地，隋初为清江县唐置思州，宋为羁縻思州，元置思州安抚司，明清设思州

府，民国二年0913)称思县，民国十九年0920)寻改思县为岑巩县。建国后属镇远专

署。1959年并入镇远县，1961年复置。截至1987年止，全县有11个乡，四个镇、130个村民

委员会，1，664个村民小组、174，967人，境内居住有汉、侗、苗、土家、仡佬等多种民族。

岑巩县地处贵州东南部l，居东径108。20 734”至109。02 707扩，北纬27。09 740矿至27。31 754∥

之间，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北接江口，西邻镇远，东北与铜仁、玉屏相连，西北与石

阡毗邻，东西宽68．7公里，南北长40．95公里，呈蝶形。全县土地总面积1483．a-Y-方公里。

年降雨量1200毫米左右。属中亚热带到南亚热带气候型。海拔300至1359i9米。为低中山丘

陵地貌，寒武溶岩地区。森林复盖率为34．6％。全县有常年性河流二条，即龙江河，车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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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九登高望江楼，盖世桐林遍山丘，

橙黄桔树家家有，薇百枫丹处处幽，

双桥贯通湘黔路，二水锁住雾思州，

纵然不及京钟景，山城唯有它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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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零七十四年历史的汉砖，城内原有名胜古迹81处，如迥龙寺、禹王宫、万寿官、思州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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衬映生辉。绿树红楼垂映江中，湖光山色极为壮丽。可惜因年长月久，风雨剥蚀，加之历代

兵燹幸存者为数不多，部份遗址尚存，可测旧貌。

思州文明早孕，史程辉煌，文化璀灿。这里有古老的民族风情，如水尾大树林苗寨的挖

锣，羊桥土家族的爬山节，注溪的赶娃娃场等，有优美古朴的民间音乐，如平庄、天马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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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官贡品，驰名中外的工艺石雕——思州石砚等等。思州古老文明，可目黔省文化圣地之
√．j

o

1949年11月9日，岑巩获得解放，古恩州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三十多年来，在党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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砚定为全国名牌传统工艺产品，远销香港、日本、菲律宾等东南亚各国。农业方面。全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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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斤，油菜籽363．37Y公斤，花生177．54万公斤，生猪11．27万头。全县有百万方以上水库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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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个，全县有效灌溉面积占稻田面积的69％。商业方面t修建了百货大楼、纺织品商店等，每

年社会商品零售额大有增长。电力方面：全县共有水电站38个，装机2799砝，其中县办电站

一个，乡办12个，1921碰，村民组办25个，393聒。交通方面：1968年在龙江、小河上建起

“东方红力、“永红’’两座大桥，全县有乡村公路436公里，各乡驻地均通班车。主要公路有

两条，东通镇远，北通江口，西通石阡，共有公路桥38座．(解放后修30座)。矿源方面f解

放后经过普查，在龙马一带发现铀矿，北部边沿有磷矿，西部边沿有铁矿，水尾驾鳌有彩色

花纹大理石。教育方面。全县有普通中学12所，小学134所，幼儿园8所。共有中学教职员

264人，小学教职员926人，幼儿教职员20人．o在校中学生5181人，小学生24300人，幼Jt,330

人。卫生方面：现全县有医院11所，病床220张。有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站各一所。全县

共有医护人员202人。危害人民身体健康的丝虫病已基本消灭。文化方面：文化机构逐步健

全，现有文化局、文化馆、图书馆、文管所、民族文工队、新华书店，电影公司、广播电视

．局、电视转播站、广播站和放大站等。科技方面：建立了县科委和县科协，至今全县从事自

然科学研究的科技人员有460人，主要从事农、林、牧，医等项工作的研究。

总之，建国以来，岑巩县各族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建起了座座工厂，学校，商店，修筑

了条条街道公路，工业、农业，交通，卫生、科学，文化等等都得到欣欣向荣地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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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荏苒，物象更新，古恩州，如今一派春意，在未来的岁月中，她将以更加雄健的步

伐，向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l



岑巩建置沿革简述

思州是贵州政治、经济、文化早期发达地区之一。民国《岑巩县志》云：“吾岑昔为恩

州府地，思州始名于唐，开府于明，历史之久，驾乎贵州。在元代置安抚司，领府州县及长

官司六十八、广土众民，曾光耀史册。。力据《寰字记》、清《思州府志》等史籍记载，思州

最古，为禹郡荆梁二州之裔，春秋时属楚郡黔中地。秦为黔中郡地。汉为武陵郡无阳县。三

国时为吴国荆州武陵郡黔阳县。两晋南北朝时仍属黔阳县。隋代为信州巴东郡清江县，开皇

十九年，(599)设务川县属巴东郡。唐贞观四年(630)，改务JII为思州，初隶江南道，后

隶黔中道。天宝元年(742)，改思州为宁夷郡，乾元元年(758)复名思州。五代十国废。

北宋大观元年(1107)再建思州治。宣和四年(1122)又废。南宋绍兴元年(1131)又置。

元初为新军万户候，至元十四年(1277)改名思州军民安抚司，辖十二长官司。至元十七年

(1280)七月，思州安抚司还旧治，龙泉坪火烧其城，迁宣抚司治于清江郡(今岑巩县城)。

改安抚司为宣慰司，兼管内安抚。至元二十九年(1292)改名军民宣抚司，后又改名安抚

司，领府、州、县及长官司六十八。民国《岑巩县志》载，有今之铜仁、江口、思南，沿

河、务川、德江，印江、松桃、石阡、玉屏、三穗、凤冈、黎平、从江，荔波、施秉、锦

屏，榕江、镇远等地，并且有飞地在广西。辖士四万多平方公里。明初置思州宣慰司，领长

官司十二。永乐十一年(1413)将思州，思南两宣慰司地分置八府即：思州府，镇远府、黎

平府、乌罗府、新化府、思南府、石阡府、铜仁府。隆庆二年(1568)移治平溪卫(今玉屏

县城)领玉屏、清洗二县，长官司四。万历五年(1577)还旧治，仍领县二，长官司四。民

国二年(1913)废思州府，改称思县，民国十九年(1930)改恩县为岑巩县。1958年12月撤

销岑巩县与镇远、三穗并为大县，称岑巩公社。1961年8月复称岑巩县至今。

岑巩文化发展史略

岑巩为古思州故地，历史悠久，史程辉煌，文化灿烂，不仅是贵州政治、经济文化的先

发地，同时也是祖国西南文化摇链，文明圣土。

思州山明水秀，风光壮丽，寒武纪轳，溶洞奇观星罗棋布，她经过了一个伟大的洪荒时

代，是远古先民采集狩猎的居栖宝地。怂州源远流长，人类历史可以溯到尧舜夏商时期，古

为荆梁西南裔，秦汉为黔中郡地，唐置峨出夜郎县，后历置郡、府、州，县列为西南重

．镇，驰名赤县神州。局州广土众民，地处西南要充，素有“湘滇咽喉，，要地， “三省通衢”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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