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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记载过多次的农民起义战争，也记载过多次
缓和农村贫富斗争的措施，这样反反复复几千年，农村依然贫

困如故。孙中山‘‘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也只

▲ 停留在书本上，没有得到实现。梁漱溟在山东搞了七年的乡

村建设研究，他认为中国社会没有鲜明的阶级问题存在，富

贵贫贱，上下转通， “朝为田舍郎，暮登夭子堂，将相本无
种，男儿当自强”。农民务农不过是职业分途，只要从事乡

。村建设，注重民众教育，就可以解决农村问题。那知日本侵

’略军在1937年—举就毁灭了梁漱溟的改良主义梦想。还是中
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对内消灭

了支持反动政权的地主阶级，中国人民才得到彻底翻身。中
”

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实施土地改革政策，农民分得田地，

组织互助合作，发展农业生产，逐渐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

但是，下九五八年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超越了现实，农

民的温饱反而成了问题。后来有些农民顾不得‘毙资本主义
道路”的非议，才提出包产到户的主张。‘一九七八年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经验教训，陆线藏发展农村商品生产，调

整农村产业结构和发展乡镇企业，以及发展农村合作制度等
· 问题，发布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农村情况又才逐渐发生了巨

大变化，而且影响和推动了城市的改革，全国出现了建国以

来最安定团结和繁荣兴旺的局面。以我们从事地方志这一项

，一t
’



工作来说，也创造了一个有史以来“盛世修志什的局面。黔

西县有修志的优良传统，县志编篡委员会发动城乡群众广积
资科的启事和宣传提纲，几乎是家喻户晓，区—级政府都组

成采编小组，进行工作。甘棠区三角乡农民李华明同志听了

宣传，受到感动，自觉地动手编写《三角乡志》，这本志书
记载三角乡的历史、社会和自然情况的变化，本着详今略古，

立足当代的原则，着重写了解放以来的变化，更鲜明地反映

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根本性变化。在《各族人民的

生活变化》一章中，记载这里的各族农民，已由穿破布衣，盖

破被，发展变化到男女青年穿新式服装；全乡人家有棉缎被
不下三千床，各式手表不下五百只，这真是翻天覆地的奇迹。

三角乡历史上贫穷落后和现实富裕生活的对照，也就是全省，

甚至是全国大多数农村两个时代生活对照的缩影。这部乡志

的出现，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深刻的政治意义。

两千多年前管子讲过：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

荣辱”o两千年后的李华明，以·农民而写出一部乡志，应

该艘人信服地证实今天的农村确有仓廪实、衣食足的景象，lP
存今天累象，没有这种景象，正如弛子说的事簟魄“救死隅
恐不暇。誊奚暇治礼义哉”l

“*

李华明同志在农忙农闲时，都勤奋地从事采访和编写活

动，自不免引起群众的惊异。他心里想到祖辈父辈生在苦难

的年代，那里知道修志这样的事，而他有幸生在社会主义时

代，凭一点自学的知识，写出一部志书，真是—生莫大的幸

福，只好说： ‘世人笑我痴，谁解其中味"?越加刻苦地边
学习，边编写，终于完成了初稿。县志办公室约请李华明同

志—起，就篇目体例，文字风格作了研究，在保持原稿的风
貌，尊重原稿的乡土气息的要求下，协助修改，经过地方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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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

政领导认真审议，决定付印问世。仨角乡志》的出版，将
会激励农村广大青年热爱家乡，热爱文化，热爱科学，更好

地进行学习；将会教育广大群众认识祖先披荆斩棘，建设家

园的艰苦，从而热爱社会主义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将会

引起各阶层人士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的伟大作用，共同提高民

族的思想道德素质，为建设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的一个完满的社会而工作。

华明同志的采编热情和工作方法，也将鼓舞我们修志队

伍中的同志，愈加严肃地、为完成自己承担的修志任务，奋
勇前进。

编写《三角乡志》的消息传出，还受到省内外各方面的

重视，也陆续传来省内一些县里的农民参加到修志队伍而努

力工作的消息。空谷传音，万山响应；修志新风，遍及城乡。

李华明同志的贡献和黔西县志编写委员会对农民修志的鼓励

和表彰，必将在文化史上写下辉煌的篇章。
· 贵州省志副总编 陈福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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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地方志，内容广泛，
有‘‘资治、存史、教化”之功用。古人说： “治天下者，以

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中国共产党和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珍惜历史，倡导修志。指出：要批判继承，取 ．

其精华，古为今用；要用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编写出

社会主义的新方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通人和，社会安定；

改革开放，经济腾飞，形势—派大好。 “盛世修志”，理所

当然。但历史上多是修县—级的志书，现在修志如春花怒放，

遍及区乡。《三角乡志》就是其中的一朵小花。这部乡志的

产生，体现了农村经济、文化的巨大变化，反映了党对农村 。

经济政策的伟大成就，开创了农民私人修志的新风，填补了
我县区乡无志书的空白。这一仓B举和成果，对于激发人们爱

国爱乡之情，促进我县编史修志事业的发展，将产生广泛而

深远的影响。

《三角乡志》的编写者李华明同志，在解放前只读过四

年私熟，两年民众学校，现已年近花甲。他除1953年至1962

年当过乡文书外，其余时间，包括现在都是务农。他能编写

出这部乡志，主要在于他热爱自己的家乡，热爱祖国的文化
事业。热心为桑梓编史．为当代和后人创造精神财富，他自

费购买文房四宝，利用农余时间，走访知情寨老50多人，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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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一滴地收寻口碑资料他踏遍三角地方的山水，记录地貌、
古迹、碑文；他到处借阅志书史籍，象大海捞针样寻找有关

- 三角的记载；他登门求助于有关单位，摘录文书档案和统计 ．

资料。在编写中，农忙时加夜班，农闲时昼夜千，在人们欢
度1985鞯节期间，仍然独伴火炉、独守清灯，整理材料，奋
笔疾书。他克服重重困难，花了八个多月的时问，写tlBA9，000
多字的三角乡志第一稿，复写分送乡、区和县的珲洪部门求
教。在黔西县志办公室的帮助下，他从头学习修志业务知识，

另拟篇目，于1986年春节期间，重新翻写出59，ooo余字的第

囊 二稿。此后，又经两次评稿，四次修改，才成今天这部志书o

《三角乡志》虽属私人采写，但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心、 ·

鼓励、支持：帮助，实是群众智慧的结晶。在采写期间，县
志编委的领导同志，亲自到李华明同志家中鼓励；甘棠区的 ：

领导同志表示支持；三角乡党委书记郭邦华同志，不仅提供

材料，听取汇报，还亲自参加审稿定稿．省志编委多次表扬
鼓励； 《贵州日报》、从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刊
播了消息； 《中国现当代女作家》编辑部的文艺评论家杨臻

”

同志主动写信和李华明联系。这些都是很大的鼓舞和推进。黔

西县志力公室的同志，不仅给李华明同志送参考书，讲解修
志知识、方法，还具体帮助补充，修改、纠误、编排和审定。．

。

全志共75，ooo余,字。分自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类，

记述三角乡23．95平方公里地域中上起元代、下至1985年的现

状和历史演变，反映了地方特点和时代特点，以及经验教训和
客观规律，资料翔实，乡土味浓，可说是三角地方的“百科全

'
书"和乡土教材。对现在和将来都有借鉴、启发、存史的作用。

． 当然，这部志书还存在许多不足和问题，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

，黔西县志办公室主任。张仁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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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虽个人采写，但是在县、区，乡党委，政府的

重视支持，在黔西县志办公室的帮助下编写的，属社会主义
的地方志。定名《三角乡志》。

二， 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

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

策，在政治上和中共中央保持一致。

三、遵循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则，以事实反映三角

地方的历史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建设成就。
四， 本志采取横排竖写，以篇统章，以章统节，以节统

目。分设概述、大事记，地理、农业、工交供销金融政治，
军事、文教卫生、社会等篇，后加附录。每篇前／JIVJ,弓l或导言。

五、明、清两代，直书朝代名称及年导中华民国，简
书民国；均注明公元纪年。但省去‘讼元”和‘‘年”字。中
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使用公元纪年：记述中写为‘懈放后”。
个：另l博实需使用古历的，前面均加“古历”或‘‘农历”。对
同年、同月发生的事情，在年，月前加‘‘是”字。

六、文体为语体文，记述体。引用古文、碑记，仍用原

文，重要处加注释。凡用有特色的方言，都要注释。不空发
议论，用事实说话，寓观点于叙事之中，力求文风严谨．朴
实、遗俗、流畅。

‘七、体裁有记，志、图、表、录。图表插在有关章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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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一)三角乡，位于黔西县腹部。座标为：北纬27。oo’一

27。03’，东经106。03’一一106。05 7。四周分别同花石、青

龙、天坪、双马、黎明、甘棠乡接壤。东西直径6公里，南

北直径5．讼里。总面积23．95平方公里。有耕地8304亩(习
惯亩，下同)，其中：土53s9亩，田2915亩。乡人民政府驻

杨柳塘村，西距县城7．讼里，北距区公所驻地(甘棠街)5
公里。

全乡为丘陵地形，西南高、东北低，呈倾斜状。海拔在
1 174米至1289米间，最高峰在乡之南边，名“蜂包山”，海

拔1289．4米。全乡河流纵横，井潭棋布。东南边有朵坭河(野

济河上游的一段)环绕，北边有龙潭河穿过，均为乌if_A<系，

中部有三锅庄、杨柳塘、筲箕湾三条常流小溪。附廓水利干

渠从西北进，东北出，在境内一分为二，灌溉大片农田。境

内分布有水井50个，龙潭23个，山塘18个。全乡属亚热带季

风气候，年平均气温14{聂氏度，最热月均23．2度，最冷月均

3．5度；年降雨量为1039．8毫米；无霜期265天；日照1349'J、时。

(---)三角乡距县城近，开发较早，有汉墓群，出土陶

器、汉币、汉砖等物，汉墓群已列为贵州省文物保护单位。明

初修建之“龙场九驿，，'驿道由境内通过。清乾隆时，在此设

有“杨柳睛”和烽火台，塘名沿称至今。解放前，属县城东

关镇和礼贤乡管辖。解放后，1953年建乡，依境内地理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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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脚山"而取名三角乡，隶属于甘棠区。195蛑锹，改建
三角农村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o 1959年至1962年，改为

甘棠人民公社的一个管理区。1962年秋，撤销管理区，恢复

公社建置。1984年秋，撤社恢复三角乡建置。现辖四个行政

村，31个村民组，1341户，6491人。其中，汉族人口占总人

口的95．9％，布依，苗、彝等少数民族人口占4．1％。

(三)三角南边的朵坭河两岸，是黔西县城东面的天然

屏障，古为兵家常争之地。元代初，元军同亦溪不薛(水西)

地方军在这里攻守。明代，水西土司安国亨、土目安智起兵

在这里争夺。清咸同年间，农民起义军在这里同清军和地主

武装攻守拉锯十余年，．现遗有山头营盘／＼座；同治七年(18

68)的大规模激战，。双方死亡渗重。战后挖十余个大坑掩埋

尸体，群众称“万人坟”，痕迹遗留至今。

这里还出过—些政治风浪。民国时期，岩头上群众打死

国民党师管区的排长和士兵；青柄林和筲箕湾的青年反抗拉

兵，组织伏击过乡、保长。两个事件都震惊一方。国民党黔

西县党部以这里为重点，先后发展党员26名，建立了区分部。

解放初期，一贯道活动猖狂，发展三百多名道徒，建立—个

总坛、六个分坛；地主还组织土匪叛配1963年闹过“皇帝”
登基，妄图颠复人民政权。

。

(四)三角地方，自然条件好，水资源丰富，气候温和，

土地肥沃，主产包谷、稻谷、小麦、大豆，油菜籽、烤烟叶。

是黔西的鱼米乡之—。解放前，剥削制度、耕作粗放、种植

单调等，阻碍了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困苦。解放后，在中

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扶持下，各方面起了很大变化：

农业方面，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开展了合作化运动和

农田基本建设；改革耕制、推广农业技术；改善经营管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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