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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史上的第一部《金沙县志》历经十五个春秋的耕耘，今天终于出版问

世了。

地处祖国大西南腹地的金沙县，夹赤水、乌江两河之问，衔乌蒙、娄山

两脉之缘，气候温和，四季分明。真可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金沙人民有着优良的传统，勤劳勇敢、诚实厚道。几千年来，在恶劣的

自然、社会环境中，一代接着一代，艰辛而忘我地劳动，不断地延续生命的

存在，不断地发展着生产力，使金沙这片荆棘丛生的不毛之地，逐渐熟化为

一方沃土。金沙人民爱憎分明，敢于抗虐反暴，明、清以来的两三百年问，

就举行过“河酋大叛”、“沙溪暴动”、“缘人起义"、“号军反清9,q等暴动，以及民

国时期的“自治学社”等革命团体。先辈们横眉冷对千夫指，前赴后继，以热

血和生命动摇了历朝统治阶级的地位o 1 935年，金沙人民迎来了举行长征

的工农红军，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军委领导由境内安全北上作出了卓

越的贡献；抗日战争中，上千名金沙儿女奔赴抗日前线，为雪国家耻，报民

族恨j不少爱国志士血洒疆场；民主革命时期，一批优秀青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一为人。民革命的胜利献热血以沃中华，终于迎来了1 949年1 2月金沙

解放。

40余年来，人民当家作主入。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全县人民

奋发图强，艰苦奋斗，走过了曲折、艰难、胜利的历程。无论成功的喜悦或

失败后的反思，金沙人民始终崇敬党的领袖，坚信党的领导，理解党的困

难，始终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县人民坚

决维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中共金

沙县委、县人民政府坚决贯彻执行了党中央“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决策，

带领全县人民高速度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国民党给金沙留下的是一个民不

聊生、一穷二白的烂摊子，共产党历经几十年整治就克服了人民的贫穷，实

现了温饱。相当部分乡、村的群众已进入了小康水平，金沙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纵观金沙发展的轨迹，是金沙人民创造了金沙的历史，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的金沙人民创造了金沙前所未有的辉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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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民国时期，金沙县政府曾议修县

志，奈何官场作孽，战乱纷繁，天下本不太平，何谈修志。跨入80年代，

县内经济进入稳定、高速发展时期，编修县志已成当务之急。从1 981年议

修县志起，历经四届修志班子，有九位热心于修志的同仁相继去世。1 994

年后，志稿四易，多经雕琢，今成此书，可谓以心血和汗水浇出的成果。

《金沙县志》坚持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路线为指针，坚持实

事求是的严谨态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全面系统地

反映了金沙的历史。横排百科，纵纂千年，详今略古，记事完整，去粗取

精，去伪存真；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于一体。是一部开展爱国爱县教

育的好教材，也是一部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宏篇巨著。

我生在金沙，成长在金沙，工作在金沙。对哺育我的这片土地，谨以赤

子之心为之服务了43个春秋。特别是后十四年，能在金沙的主要领导岗位

上，组织领导完成了《金沙县志》这一巨大的系统工程，感到十分的欣慰和

荣幸。

古人云：“以人为镜，可明得失，以史为镜，可知兴替"。望《金沙县

志》能予社会，予后人起到“存史、资政、启迪、教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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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J 一

前清以远，境内地处地方势力土司土目领地与中央集权的府县之间，剽

夺地盘，战乱时有发生，疆无定域。康熙之后，“流官”代替“土官”，今县境

成三界之交。在长达两三百年的历史时期，分属黔西、大定、遵义所隶，民

国30年(1 941)以三县分割建成金沙县。古往今来，三县均有史志，有光

耀志坛的《遵义府志》，有志界宏篇的《大定府志》，以及《黔西州志》、《黔

西县志》等。以上志书，对地处边远的新场，鞭长莫及，·著述甚少。立县至

今，50有6年，欣逢盛世，编修金沙历史上的第一部县志已成为当务之

急，刻不容缓。

备修县志，主要是标立前事之师。几千年来，金沙人民在这块土地上勤

恳耕耘，为繁衍生患进行艰苦卓绝的拼搏。回顾金沙历史，不同的社会制

度，不同的路线政策，有着不同的结果。深刻民心的甲子乙丑年(民国1 3

～1 4年，即1 924"-"1 925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适逢天大荒，禾稻如

焦，人民生活尤如火上烧油，度日艰难。乙丑年入春，灾民四起，遍地流

饥，入夏，，饿殍遍地，荒郊遍尸，境内人口饿死十之六、七，有新场大户开

始备薄木以收葬，后抛尸日多，薄木不济，改挖大坑以群葬，故今车站一带

地名曾名“万人坟”，并立碑志；1 958年在“左”倾错误路线指导下，掀起大

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以钢为纲”，举钢铁元帅升帐，使本来很脆弱的

农业基础受到强大冲击，是年粮食丰产不丰收。次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和不

断的“反右倾”延续到1 960年，国库少粮，公共食堂缺粮，农民断粮，“三

病，，骤起，县委、县政府派出医疗队倾全力救治，难疗病因，降低居民供应

标准供应农村，杯水车薪，难解众渴，号召大种蔬菜实行瓜菜代，终不能以

辅越主，终成大患，几万人非正常死亡和流落他乡，1 990、1 991年相继出

现特大水、旱灾害，其危害程度，旷金沙之世所未闻，由于实行正确的农村

政策，大力推进科技兴农，两年收成与高基数比较，损失惨重，与解放以来

的正常年景比较，小有丰收。对部分短收、绝收地域，县委县政府明令开仓

放粮，有钱钱买，无钱赊借，特困救济，想尽千方百计外调外购粮食，大灾

之年，人心稳定，未出现一起非正常病例和流落他乡者。从此三例，足见同

l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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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金沙县志》，即将出版。县志编委，嘱我作序。。因修志事业，工程浩

繁。官书正史，取材广泛。十有五载，几易主编。历尽艰辛，方成总纂。存

史资治，教化育人。留传后世，功德久远。故不殚鄙陋，命笔欣然!

治郡者以志为镜，治国者以史为．鉴。以志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

鉴，可以知兴替。“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测未来之趋势"，此乃历

朝历代经验之谈。 ．

金沙立县55年来，从未修过县志。1 947年，金沙国民政府曾动议修

志，但因政治腐败，社会动荡而未果。’1 949年解放后，周恩来总理曾于50

年代对修志问题作过指示，但因种种历史原因，．末得实现。直到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后，中央再次强调修志工作，并成立全国修志指导小组，才在国内

掀起盛世修志热潮。在上级有关修志精神指导下，我县于1 982年组建了

《金沙县志》编纂委员会，设立了县志办公室，配备了专职修志人员，正式

开展县志编修工作。编委主任由历届县长担任。

经过1 5年辛勤劳动，《金沙县志》终于编纂成功，出版问世了。其观

点，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

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本着略古详今的原则，反映金沙社会历史发展规

律。特别是解放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功与失误、经验与教训，记

载得尤为详实。其资料，广博而确切，涵盖了历朝历代、各族各界、各行各

业、各条战线，是金沙首部百科全书．o尤其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加强

经济建设的资料，占全志十之四五。摒弃了历来旧志重人文、轻经济的弊

端，坚持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文明决定精

神文明，而后者对前者又有反作用的历史唯物辩证原理。其体例，宏观与微

观，纵分与横排，定性与定量，相互配合，相得益彰。注意了分类的科学

性、记载的连贯性，7力戒重复错漏。其文字，流畅自然，朴实严谨。无虚华

之词，无妄断之语，一律白话，通俗易懂。《金沙县志》融思想性、科学性

和资料性于一书，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科研性。

党中央、国务院反复强调加强“两史一情’’和爱国主义教育。县志为国史

飞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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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源，县情乃国情之基，爱乡系爱国之本。《金沙县志》的出版问世，为“两

史一情"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源头和基本的资料，是我县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的一大建树。它记载了金沙的历史，也记载了金沙的现实；既有我们

的成就，也有我们的失误；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既有我们的

优势，也有我们的劣势；既有金沙的正气，也有金沙的歪风；真善美与假恶

丑，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总之；是一部活生生的乡土教材。历史

的经验值得注意，历史的教训更不可忽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切望各级

干部与广大读者，悉心研读，于心有所得，于政有所资，于教有所益，方不

负编纂之初衷。更望教育界以县志为教材，对全县中、小学生进行县史国

史、县情国情和爱乡爱国的教育，使其从小就知乡知国，知恩图报，立志为

兴邦固国而发愤求知，成器成才，充分发挥县志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

作用。 。

晚清进士方伯鸾先生有诗赞云：“白云绿竹开旧甸，赤水乌江抱新场。子

弟如林皆锦绣，英才易世美名扬。”此诗热情赞颂金沙这块风水宝地的山川风

物和入文景观，洋溢着爱我金沙、爱我中华的深厚感情。我们今天的金沙人

生于斯，长于斯，更应研究金沙，认识金沙，宣传金沙，因为它是我们的父

母之邦，衣胞之地!只有这样，才能更快更好地建设金沙，振兴中华。此乃

金沙儿女的职责，亦是我们编修《金沙县志》的宗旨。是为序。并赋七律一

首志贺：

金宝屯与沙溪坝，各取一宇名金沙。
’

黔北商贸集散地，打鼓新场一枝花。

天马双狮育天宝，赤水乌江孕物华。

五十五年创业史，留与后代好传家。

一6一

金沙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一九九六年十月三十日撰



凡 例

一、本志是民国30年(1941)金沙立县以来的第一部志书。是在中共金沙县委、

金沙县人民政府领导和组织下编修的。定名《金沙县志》。

二、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运用历史唯物主

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力求全面、系统反映金沙的历史和现状。

三、本志上限力求溯源，下限至1992年，个别重要事件及大事记下延至1996年

10月。

四、基本内容取材于各部门专志，资料，部分取于省、地、县档案馆，有的史实取

之于《遵义府志》、《大定府志》、《黔西州志》等多家志书。通篇不加出处。

五，年号一律用通称；机关、团体用记事时名称，民国前年号一律用汉字，纪年用

阿拉伯数字括注。解放后的记年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职官人名从当时称谓，一般直书

其名，需加职务者，列于人名之前；地名均用记事时名，有变动的括注今名。

六、数据：解放前的按文献录用，解放后以县统计局公布数据为主。计量：历史计

量一般维持原单位，个别需与现时比较的，折合为现计量，货币单位维持原状。其他

度、量、衡同。

七、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但人物的入志时限，截至本志交付印刷时止。解放

后县的主要党政领导人在党群、政权专篇中列表。对在世的有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

有突出贡献的各界人士采取以事系人的方法纳入相应篇中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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