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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新编《岑巩县志》出版问世，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工程，它的

胜利完成，是岑巩各族人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是时代的篇章，精神文明建设

的成果，全县人民的共同愿望，意义极为深远。

《岑巩县志》在中共岑巩县委、县人民政府和省、州地方志编委会及办公室的

指导下，经过全体修志人员10余年的辛勤耕耘，广集博采，认真考证，精心编纂，

比较全面系统地记述了岑巩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解放40年来社会政治、经济、

文化建设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对研究岑巩的历史，了解岑巩的现状，开拓岑巩的

未来，教育和激励人民爱国爱县，致力于兴岑富民，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岑巩，古名思州，历史悠久，文明早轫。素有。先有思州，后有贵州"之说，

是贵州政治、经济、文化的先发地之一；境内，山川秀丽，物产丰富。世居岑巩

的仡佬、土家、侗、苗、汉等各族先民，最早在这块土地上艰辛耕耘、繁衍，创

造了古代文明，为岑巩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县境，名胜古迹众

多，文物古老而神秘，誉称“奇、美、古、特’’，为古府雄基之地。

古思州经历了漫长而纷繁的历史变迁。始名于唐，开府于明。春秋属楚，秦

属黔中郡，汉隶武陵郡，南北朝时为。五溪蛮’’地。唐武德元年(618)置羁縻思

州。北宋大观元年(1107)番部长田佑恭内附，置思州军。元置思州军民安抚司、

宣抚司，领府、州、县及蛮夷长官司六十八。幅员辽阔，盛极一时。明洪武元年

(1368)，置思州宣慰司。永乐十一年(1413)，置思州府。清承明制。民国二年

(1913)，改名思县。四年(191 5)，裁思州四土司，结束土司的世袭统治。民国十

九年(1930)。更名巩县。

岑巩历经汉武帝“开三边’’、明王朝“调北征南"、“调北填南力，实行“军

屯"、。民屯"、“改土归流"及“土流并治"；经历了千余年的土司世袭统治和社会

大动荡。土官、流官、豪强地主相互勾结，使杂居岑巩的各族人民饱受欺压和剥

削，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各族人民曾先后多次揭竿起义，英勇斗争。虽未能逃脱

官府、土司豪强的镇压，但充分展示了被压迫阶级的人民顽强反抗压迫反对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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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斗争精神。民国时期，军阀割据混战，官府横征暴敛，匪患连绵，社会动荡，民

不聊生，苦不堪言。1936年1月，贺龙、任弼时等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第六

军团路过岑巩，打土豪，惩劣绅，开粮仓，济贫民，播下了革命火种。县境有17

名青年参加红军，走上革命道路，在岑巩的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49年11月9日，岑巩县城解放，人民翻身当家作了主人。在中国共产党和

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全县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建立人民政权，进行镇

反、土改和社会主义改造，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

设，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不断提高，虽然工作中有经验有曲折有教训，但各项事

业都在蓬勃发展。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春风使岑巩这块土

地和人民焕发了青春。解放40年来，全县工农业生产、交通邮电、贸易等都取得

了巨大的成就，法制宣传深入人心，社会稳定，教育、文化、科技、广播、电视、

体育、卫生事业蒸蒸日上，各族人民更加意气风发，为兴岑富民打下了坚实的物

质精神基础。、

岑巩虽然历史悠久，开发较早，但由于历代封建王朝统治者长期推行民族岐

视和阶级压迫政策，加上县境地处僻远，社会、经济发展到今还存在不少困难和

问题，有待我们在前人创造的社会文明基础上继续开拓前进。《岑巩县志》是对岑

巩县情的一次全面调查和总结，是承先启后的一部巨大历史著作。它的问世，将

为我们继承、借鉴古代文化遗产，“古为今用"，提供极其宝贵的材料。我们要为

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开发岑巩，振兴岑巩，作出最大的贡献!

中共岑巩县委书记

龚绍涛

1 992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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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巩，古名墨州。思州修志始于明初，直到民国，曾先后编修过《思州草志

略》、《思州新旧，合志》、《思州草志稿》、《思吻志略》、《思州府志》及《思县志

稿》、《岑巩县志》，共7部史志，可见岑巩历来十分重视修志。惜多佚失，现仅有

3部，而且记载简单，残缺不全，．未能反映岑巩的历史全貌。岑巩解放后，．历40

余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日新月异，新鲜事物层出不穷，旧貌换新颜，

令人振奋。1982年，中共岑巩县委、县人民政府研究决定新编《岑巩县志》，随后

建立机构，选调专业人员，查档案，访口碑，考史实。1987年后，工作紧锣密鼓，

增派专干，内查外调，广征博采，精心编写。经辛勤笔耕，反复推敲，几易其稿，
0 ·

终于成书。 ．

《岑巩县志》贯穿古今，以其内容丰富，体裁严谨，资料翔实，文字通俗而成

为全面反映岑巩历史与现状的“百科全书"。与旧志相比，更具有地方和民族特色。

其时代性、思想性、资料性、可读性融为一体，称得是岑巩的一部科学文献。一

册在手，一方乡风，展卷可得；，且鉴往知来，可作为建设改革决策的依据。

新编《岑巩县志》成书，实为岑巩18万人民的一件大喜事。从1982年初组

建修志机构至今，历时10年，经过修志工作者的广集博采，精心编纂，终于完稿，

正式出版，完成了一项浩繁的工程。

岑巩，山青水秀，风光绚丽多彩，物产丰富，文物古老。有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1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36处，堪称。思州文物群落一。溶洞奇观和自然风光

引人入胜，著名红学家冯其庸教授来岑考察时誉为。人间天上一。县内农业开发较

早，在汉代就有。火耕水耨"。特产以桐油、茶叶、花生、石砚最负盛名。思州桐

油，解放前远销湖广，解放后为出口创汇免检产品。思州茶叶为唐代进贡朝廷佳

品，茶圣陆羽所著《茶经》将思州列为全国六大茶叶产区之一。思州绿茶含茶多

酚39．26％，近年精制的产品被被列上乘名茶。思州花生以壳薄粒满油丰、香脆可

口而受到消费者的青睐；思州石砚，史有千年，唐代即名传于世，北宋名人苏东

坡誉为。球璧"。清康熙皇帝纳为“御砚刀。周恩来总理生前视为珍品，轻工部列



为中国八大传统名牌工艺美术品的第五位，颇受国内外文人墨客的喜爱和珍藏，

曾远销港澳、日本及东南亚各国。

岑巩是一个农业县。解放40年来，社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主

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果辉煌，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会后，全面贯彻。改革开放"政策，促进了全县经济的高速度发展。1990，全县

工农业总产值达6082万元，比1949年增长6．4倍。农田水利建设成绩显著，已

建成大小水利工程935处，其中蓄水百万方以上的水库14座，使水稻田保灌面积

达71．7％。粮食产量不断提高，油菜籽年产量达381万公斤，花生年产130万公

斤，分别比1 949年增长11．3倍和32．8倍。工业已拥有国营、集体企业20余家，

全民所有制职工人数比1953年增长37．5倍。县内公路里程达495公里，乡乡通

了汽车。邮电、财贸金融、城乡建设及文教卫生事业等都有了可喜的发展。人民

生活不断改善，温饱基本解决。市场物资丰富，价格稳定，商品经济在不断发展，

呈现出了一派新的景象。 ’

·

《岑巩县志》编纂出版，记录了岑巩的历史，记录了岑巩人民革命和建设的成

就，对岑巩人民建设更美好的家园，必将起到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积极作用。这

是值得充分肯定和热烈祝贺的。

《岑巩县志》在编修工作中，一直得到全县各族人民、各方人士的关·际，得到

省、州有关部门的细致指导和热情支持，参加县志、部门专志的修志人员，辛勤

工作，作出了无私的贡献。这部新志书，实际是群策群力，众手修志，集体汗水

和智慧的结晶。在此，仅向为本志出力的志士仁人，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岑巩县人民政府县长

潘开德

。÷ 1 992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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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新编《岑巩县志》，由概述、大事记、人物志、杂志及地理、民族、党群、

政权、军事、公检法司、人事劳动、民政、经济管理、农牧、水利电力、林业、工

业、交通邮电城建环保、贸易、财税金融、教育、文化科技、医药卫生、文物名

胜等篇组成。共1述1记2志20篇91章376节。

二、本志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中国

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岑巩县

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历史与现状。
‘

一+；

三、本采用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纵述历史，横排门

，类；以新的观j占、、新的资料、新的方法编纂，从实际出发，力求思想性、科学性、

资料性、可读性的统一。 ．-

四、本志贯串古今，详今略古。上限的时间从查到的文献、文物资料上溯到

事物发生的年代，下限到1990年，个别特殊的大事延续到定稿出版之时。

五、本志按社会分工和现代科学分类的方法，不受现行行政管理系统的限制，

依事物性质设篇、章、节、目；用规范的语体文及记叙体，除必要的引文外，不

用文言文或文言夹白话体。概述、『引言叙议结合，大事记以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

记述。志中行文只记史实，不作评述，寓观点于叙述材料之中，或适当作画龙点

晴之笔，以明是非。 ’一
。．

．。。．

六、本志使用的数字以统计局资料为准，县统计局缺的数字。由部门专志提

供核实后，按照国家《关于国家出版数字字甩法试行规定》使用。 ·t。 』

‘|．七、本志对各个时代的政权机构、，官职、党派、地名，均直书当时名称，不

加褒贬之词，不以今称代替；凡多次出现又可能缩减的名词术语，第一次使用时

使用全称，加注后使用简称，并按新编志的规范要求书写。 。

八、本志生人不立传。凡生人政绩可入志者．均在各篇章节目中以事系人记

述。

九、本志资料来自省、地(州)、县档案资料，正史，家史，文物碑记，各部

门专业志和报刊专著，以及有关人士的回忆资料等等，均经考证鉴别后载入。不

能定论者，采取多说并存，以俟后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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