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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独山县志》：付印时中共独山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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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人大常委会、．县人民政府、。县政协正、
。． ·4 ． t一 ．

。

，

，书记

副书记

主任

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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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 一，’ j： ：。卜。 ⋯7：

县人民政府、?， ?一，_。1’j t
。、

县长陆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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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有史，地方有志：由来已久。史志体例虽存各’、
4， 异，但撰写旨意大抵相似。县志是_县的“百科全书”，

一 它记载一个县的自然、地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4，、

。 社会习俗的历史和现状_对于了解一县的发展变化和指导

√ V革命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起着“前有所稽，、后有所鉴’’

，。和“补史之缺，1 r修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的作，
用，、它是研究政治历史、自然地理和经济发展史的资料来

。’源，。也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66乡土教材”o
7—

4』’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独山县志>编纂成

’功，实为独山人民的一件大喜事，这是时代的新篇，精神’

，1文明建设的成果，’全县人民的共同愿望Jo’成稿时，县志编
，

．r 纂委员会约我作序，我不胜荣幸，浮想联翩。 ，

’+

一。‘．～· 独山地处贵州黔南边陲，山雄水秀；地灵人杰，’我们 ．，．

．的祖先j一经数百代人的栉风沐雨，『在这里开拓土地，创造

+． 了悠久的文明史和灿烂的民族文化。惜县境的名胜古迹多、、+
一 焚毁于民国三十三年的“黔南事变"之中，‘现存无几。‘独

山各民族人民历来勤劳好学，j敢于斗争，如：东汉时期黔．
’

“。

汉文化的传授先驱尹珍；．清乾隆时期贵州首倡朴学的学 。'

。者、教育家、‘影山文化的创始人莫与俦；”晚清著名学者
。

?西南巨儒”莫友芝；清末反清起义的杨元保；，现代“云

贵高原的保尔"杨礼平等等。’ 一。’。一．一， ’，一
’’

。独山交通便利，黔桂铁路和黔桂公路纵贯南北，册

(亨)三(都)。公路与独(山)荔：(波)公路横穿东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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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山县急。- 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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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竺!!!!!!!!!!!!竺!!!!竺!!!!!!!!
城郊区的飞机场是省、州、县举行航空模型的竞赛场地及

’

· 黔南和黔东南两州飞播造林基地，将成为独山加速对外开。√
’

放的空中通道；独山畜牧业用地为，79万亩，人212牧草基
+

．

地逾万亩，位于城南37公里的上司筹洞是贵州省第一个
1—

，引进国外技术和设备的牧草种籽生产基地二贵州省牧草 -‘

H．‘ ，种籽繁殖场；，麻尾镇的牛马‘市场，为贵州三大牛-5市场之．，’，
’

÷j年成交大牲畜万余头，j销往省内．各地及两广、湖南、j。‘

．安徽、‘浙江等省外各地。独山锑储量占全国第三位，品位，√，．

，居全国之首；．独山盐酸菜有．300多年的历史，为全国八大：．，
一 腌菜之二，被誉为l‘中华一枝花”，。驰名中外；独山皱皮

辣椒，，其色-香、味居全国之首；．独山高寨茶在省内外享

。有盛名；，，独山龙凤背扇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古色古香：

．深受省内外各族人民喜爱的生活用品；．独山是贵州南路花
。

灯的主要发源地：素有“花灯之乡"美称，。曾多次上京演
。

一
‘一

‘-

～ 、
√

出得奖。 ‘；，。2·： -一。一。≯．，。 ．1气，∥。、
建国40年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

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经全县人民的共同努力，加大

改革开放，加速经济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均

有可喜的进展。全县工农业总产值，1990年为24507万

元，比1980年增加1．2倍多。随着经济的发展，，各项事

业蒸蒸日上，．人民生活日趋富庶，。可谓政通人和，百业俱

兴卜进入了新时代的和平盛世o，实践说明，。要领导好一个
’

县的工作卜不仅要认真研究，^|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i．而

且要深刻了解县情；不仅要认识现状，：而且要弄清历史脉

络。独山县委、县人民政府在1982年9月决定编修新的

独山县志，并组织筹备0 1986年元。月建立县志编纂办公
·2· 。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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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 室，调配人员，开始采编工作。经9年努力，五易其稿，

新编<独山县志>终于问世o ，

’

。

新编<独山县志>，记述了自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

前111年)毋敛县至1990年独山的自然、地理、政治、．

军事、经济、文化、风俗等各方面的演变情况，上溯千，

一年，纵横百里，。凡重大事件，力求记载j它将为保存史。
料，3推动独山经济建设和繁荣文化等等发挥应有的作用o。 ．·．

j“+ 值<独山县志>成书之际，当与家乡30万人民鉴古

知今，：通力协作，兴利除弊，继往开来，”建设独山，这是

我们的目的。我们身在独山，要认识独山，振兴独山，这“

7亦是我们的责任和新编<独山县志>的最终目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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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莫时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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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山历史悠久，秦代属毋敛县，+晋为新宁县，‘唐为石

牛县，．元为独山州蛮夷军民长官司，明为丰宁长官司、九

。名九姓独山州长官司。至弘治七年(1494)起废九名九姓

独山州长官司，创设地方行政区域——独山州，为本县建
’县之始。翌年，改长官为土同知。清承之。民国三年‘

(1914)更名独山县o。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仍称独山

县至今。 ：√ ：-I。 ； 。‘，。
”

独山素系黔南重镇，是贵广南北诸州、县的交通枢

纽，为西南内陆通往华南沿海的咽喉要地o’’随时代的推

，。移，演进至今，在漫长的历史演变长河中，独山人民随着

中华民族的铿锵步履，为开拓黔南门户的历史，作出了巨

大的贡献。本县当不乏出类拔萃的人物及足以借鉴的史

料，因地处黔疆，为少数民族聚居之地，交通闭塞，长期

以来，被封建正统史家视为“苗蛮之邦”，对少数民族的

历史不予笔录和记载，加之本邑修志较迟，成书无几，现

存方志仅有乾隆年间及民国初年两种。后因政局动乱，战

事频仍，终未能得以修志。据方志专家考证，<独山县志>

曾有4部，明崇祯独山州牧王希曾创修的<独山州志>和

清乾隆莫舜鼐修的<独山州志>两书皆于乾隆三十四年

(1769)亡佚。现存的有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知州刘

岱修的<独山州志>和民国四年(1915)县知事王华裔修

的《独山县志>两部。而这两部县(州)志，过于简略，
“

多有漏误，难以总瞰独山全貌。独山县史料空缺如此，实
．4．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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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人惋惜。纂修独山县志：以补国史之漏缺，纠旧志之谬

误，记当代之演进，反映独山之全貌，供'-3前以借鉴，。资

后世以考研，乃是续史延流，惠及子孙的一件大事o 1949

．年11月独山解放后，“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来，全县两个

．文明建设蒸蒸日上，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修志条

件已经成熟o 1982年9月，县委、县人民政府决定编纂新

的<独山县志>，’并进行编纂县志的筹备工作。．1986年元

’月，成立独山县县志编纂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调配人

：员，始进行新<独山县志>．的编写0经9年努力，五易其

稿：新编<独山县志>终于问世。这是全县人民的一件
?

喜事。 ·，

．．-‘ 新编‘<独山县志>不同于历史上的旧志书。她是以新

观点、新资料、新方法和新体例，把独山的古今诸要史实

资料进行了比较科学的编纂。全书为11篇62章295节共

’148万字。既有继承与发扬，更有创新特色。新县志以三
-‘ 分之一的篇幅记述了全县的经济建设，纠正旧志书轻经济

的陈规，改变了旧志中只载官而不载民的历史偏见。以较

丰富的资料。如实地记载全县的自然资源和社会的历史与

现状。这不仅为各级领导认识县情，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扬长避短，建设独山提供施政决策依据，同时给全县人

民，特别是青少年一代提供一份爱祖国、爱家乡的教材。

希望全县有阅读能力的志士，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

．认真阅读和研究，进而不断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在深化

．。县情之乡(镇)情认识的基础上，制定出本乡(镇)、本

部门以至全县的各种规划和措施，使独山人民尽快摆脱贫

困。奔向小康o
。

÷

f彳



新编<独山县志>。是全县60多个部门，，200多位采编
人员和县志办公室全体编辑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此，向全

体修志人员以及曾给我们热诚帮助指导的省、州领导和地
方志学界的专家、+学者致以诚挚的谢意。 1，．。‘一．。

中共独山县委书记杨成兴“

独山县人民政府县长‘陆运军’：
．。，～ 7

．。t ，1993年4月 ．，=一
。



‘’一、本届<独山县志>编纂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运1．

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

记述本县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历史与现状o． ：

。，。二、：本志立足于近代，侧，重现代。清代以后力求翔 一。·

实。春秋战国时期至明朝，邈远而史文不足，不作繁考，

只叙其沿袭大势。对争议之事，保存异说，以供后人

考究。 一 一 ．’ w‘

三、‘本志上限采取“上溯起源，因事而异”的方法记 ．

述独山的历史与现状。下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

1990年。对某些需记述清楚本末的事物，下限则可延伸到。
7 1994年。 ‘

’．、 。．

’

四、‘本志内容取材仅限于独山县行政境域内，包括自 ，

然、社会等发展面貌。结构是以历史发展顺序为经，以事，

业和事件分类为纬，采取篇、章、节结构和述、。记、志、

。传、图、表、录七体并用。共62章295节。人物和附录

不设章节o j ．
．，

五、本志文字表述：概述有叙有议，叙议结合，大事

记采取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其余均采用记：叙文

体，只记事实，不作评述，寓观点于材料之中。凡生僻难

解的语句，一概勿用。凡事求实，杜绝空洞说教二引用古

文；原文加注。力求文辞严谨、通俗、：准确、流畅o’

六、志内录用档案及各单位提供的资料，一般不’注明

’，‘
1．-r

·1．

·j| 勿



独山县志 ·

出处o ，

，．

七j本志不为生人立传。立传人物以原籍独山为主。
在世人物的贡献须记载者，其事迹按以事系人载入有关

章节。 一 4．： 、，

’。

’八、文内使用建国前和建国后的概念，’系指1949年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时间。 ．-’’。

九、文内使用解放前和解放后的概念，，系指1949年

11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独山前后的时间。‘
· 十、统计数字以县统计局年报为准，统计局没有的则

由有关部门审核提供o+， ．， ：。 ．4

，呜。 { ，
．．j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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