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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龙县妇女志

编纂小组‘名 单

组长。吴大珍
’

副组长。吴光琴

成 员：张淑仪左守惠陈萍

主编。房健

审定。刘登和潘贞学

资 料

采集，吴大珍吴光琴张淑仪左守惠 陈萍

房健夏景彬李琳

封 面

设计。书克凡



t 现在县妇联工作的五位同志，从左至右为：左
事员陈萍、左二副主任吴光琴．左三副主任科员张淑仪

冈主任吴大珍．左五办事员左守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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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七年f二月三日受卅妇联表彰为科技培训儿童工作维杈i

项奖





t 一九八六年元月受黔西南州妇联表彰为八瓦年度托

幼工作先进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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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A年九月十日受县委

县政府表彰为尊师蘑教先进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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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七年九H十日受县委县政籽表彰为尊师垣敦先进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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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安龙县委第一书记 童启文

中国妇女运动是整个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份，各个革命时期都有妇女参加．妇女运动随着整个革命

运动的发展而发展，而发挥其作用．

安龙妇女解放运动源远流长，清嘉庆二年(一七九七

年)．就暴发过著名的幺塘乡洞洒布依族女青年王囊仙领导

下的农民起义，在安龙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史中占有极其重

要的地位．安龙各族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在旧社会受尽了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残酷压迫．

特别是妇女．受着政权、神权，族权．夫权的压迫，处在封

建塔层的最底层，苦难尤为深重．但是安龙县各族妇女群

众，从没有停止过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I

全国解放后，安龙各族妇女继承发扬革命光荣传统，在

请匪反霸，政权建设，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

。半边天’的重要作用。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凯歌．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安龙各族各界妇女，奋发向上，为两个

文明建设贡献聪明才智．做出了卓越的成绩．

安龙县妇联组织编写‘安龙县妇女志’，是为记述，追

忆与缅怀安龙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和她们的业绩．为新时

期妇女工作和妇女运动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的依据．以达

。存史．资治。藉以教育子孙后代和激发全县广大各族妇女



群众进一步树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发扬勇于

进取的精神，为振兴安龙，建设安龙贡献自己的力量．

安龙县妇联在组织编写‘安龙县妇女志’的过程中．得

到了中共安龙县委、县人大常委会、县人民政府．县政协、

县纪委，州妇联的重视和支持，以及县志办、县档案局的通

力协作．短短九个月时间，查阅各类档案七百多卷和史料八

十余册，抄录资料七十余万字，主笔的同志放弃工余休息时

间，精心编写．多次易稿，一气完惠成书．在无从借鉴和资

料残缺的情况下，写得有特色，且资料翔实，文图并茂．纵

横清楚，贯通古今，交叉不紊，难得可贵．

‘安龙县妇女志》是安龙修志史上第一部妇女专志，对

此我感到高兴，并表示热烈祝贺，我将同广大读者一样从中

获得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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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八年四月



凡 例

一．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恐想为编写指导恩

慰．以四项基本原则和《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为准则．力求用新j篼点、新资料．新方法，反映安龙县

妇女和妇女运动昀历史，经验和教训，为新时期妇女工作提

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二、本志体饲，以时为经，以现今妇女工作方针．政策

为纬，横排竖写．坚持贯通古今。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坂

刚，上限始自清嘉庆二年．下限断至一九八七年底，力求做

到横不缺项、纵不断线．

三、本志坚持实事求是桁神，述而不论．寓论予述．力

求融慰翘性、科学性．资料性予一体，全面系统地反映安龙

县妇女和妇女运动以及妇女工作历史和现状．使之具备。存

史．资洽．教育。的作用．

四，本志为语体文，记述体．地理职称及各个时觌的官

职等．均依当时的习惯称呼．纪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

界，以翦一律用巾围纪年法．在历史年代后加括号标叨公元

年代．

五．结构层次

1．除第一．五章外．本志一般分章，节．目三层次．

直书．。第X章’． 。第X节’和。一．二，三，⋯⋯’口．

有第四层次的．用。l，2、3．⋯⋯’细目．依次为统帆

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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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志目录之前设总‘概述’．末尾设附录作为收录

重要文件．资料．

六、对第五章史料处理说明

在本志先进集体单位和先进个人的记述上，为避免重复

起见，只注明最高授予机关．如同年受。县、州．省。国

家。授予光荣称号。只注明国家授予称号的时间和名称，不

在注明县，州．省授予的称号和时问．



前 吉
日

安龙县妇女联合会主任 吴大珍

‘安龙县妇女志'在县委和上级妇联的领导和重视下．

在安龙县档案局局长房健同志和档案馆全体工作人员支持帮

助下．在全体妇联干部的努力下．历时九个多月．现在和大

家见面了，这部十一万余字的。妇女志’，经历了一段艰苦

的过程，多易其稿，在县委副书记刘登和和县委常委，组织

部长潘贞学同志亲自主持和始终参与下，对其志书进行了认

真的审定，可以说是很多人辛勤劳动的成果．

安龙县妇联领导着占全县人口半数以上的妇女．妇联是

党领导下的各民族、各阶层和不同信仰的妇女群众组织；是

党联系妇女群众的纽带和桥梁，是广大妇女的重要代表者．

它实行代表联系群众的制度，在中共安龙县委的直接领导

下，组织教育全县妇女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做出自己的贡献．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做了大量的工

作．

为总结妇女运动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以达。存

史，资治．教育’的目的，为今后妇运工作提供历史的借鉴

而编纂自己的‘妇女专志’．

如何编纂妇女志，史无借鉴．参考旧志资料．没有也不

可能有记载有关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活动史

实．怎样写好新的‘妇女志'．我们心中无数．只是本着实



事求是的精神，历史地，客观地反映妇女在伟大的巾国共产

党领导下各个时期所从事的活动情况．在收集资料过程中，

不懂就学，学中傲．做中学，虚心请教内行的同志．在经费

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我们聘请房健同志为主编，他积极为完

成本志编纂工作而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利用半年多的工余休

息时问．不计报酬完成了《安龙县妇女志》的编纂工作．

修志工作，第一是资料，安龙县档案销的同志给予我们

方便和大力的支持，抽出四位同志和县妇联的同志一起，利

用工余时问，加班查抄和摘录资料．县妇联和各区(镇)妇

联的同志为收集资料．四处奔忙，跋山涉水，群策群力，团

结奋战，同时还得到各族各界有关人士的热情支持和帮助．

在此．谨向中共安龙县委，县人民政府，州妇联．县档案局

(馆)、县志办和房健以及帮助完成本志的单位和同志致以

真诚的衷心感谢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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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安龙是一个历史悠久，古迹众多．山川秀丽，物产丰富

豹多民族县．
。

县境位于贵州省西南边缘，地处云贵高原向广西丘陵过

渡的斜坡面上．东经105。--105’40’，北纬2 4。5 5’——

25。23’之间．北与兴仁县接壤，东北跨龙头大山与贞丰县为

界，东与册亭县栩连，西北与兴义市为邻，南隔南盘江与广

西隆林栩望．东西长约67公里，南北宽约53公里，全县总面

积为2230．5平方公里．

全县共划分为七个区，二个区级镇，36个乡，一个乡级

镇、四个乡级街道办事处，280个行政村，三个村级街道居

民委员会，共辖1921个村民组和41个居民小组．

从龙广观音洞及城南铜鼓山菩萨洞出土的大致文化遗物

证实．早在一万二千多年前的1日石器时代晚期，今县境内已

有人类的活动，他们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了古老的

文明，据史书记载，春秋战国时期，今县境属古夜郎国；西

汉初年．隶届群舸郡，．东晋时置义城县I宋代中期置安隆洞l

明代初年，明王朝在此留兵屯田，设所置官，筑城戍守，屯

lIj兵士与当地人民择婚而配，内地人民也陆续移居本地．

明末，浒军大举入关，南明永历王朝入居安龙，把这里

作为陪都．他们与李定国率领的农民义军联合，进行了四年抗

游复明斗争，这里一度成为政治，军j!I‘指挥巾心．其问发生



的若干重大事件，曾牵动当时全国的局势，涉及许多著名人

物，留下了许多悲壮的史实． ，。

清代，安龙县城一直是南笼厅，南笼府和兴义府治所．

地辖盘江八属，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贵州驻军四镇，这里

便设一镇，名。安义镇’．嘉庆咸同年间．曾暴发过两次农

民大起义，声势浩大，震撼清廷，在贵州古代农民革命斗争

史上留下了重要的篇章．自设府，镇之后，安龙便成为滇桂

黔三省边陲重镇，是黔西南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人烟辐凑，商旅繁盛，清政府因此在坡脚渡口设立厘局．收

取捐税，秋冬之时，帆墙如林，商贾如云．

近代，在安龙这块土地上，产生过著名的军阀，留下过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足迹．响彻过人民武装抗暴的枪声．

历史经过千百年的盛衰起伏，人民通过世代艰苦卓绝盼

斗争，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了众多的名胜古迹．全县共有十八

处名胜古迹列入保护．其中，省级五处，州级五处，县级八

处．城区有著名古迹。明十八先生墓’．张凌翔，马河爵

墓、府试院，书院、张公祠、武庙，古城墙及永历帝故宫，

御校场、三王墓和豹皮亭等遗址，城东北郊有清代修建的捂

堤及诸亭阁；城东有绥丰石洞，珍珠泉及寺观遗址；城南有

铜鼓山菩萨洞古文化遗址．王囊仙起义遗址及坡脚古渡口，

石门关，凉水营古战场；城西有龙广观音洞古文化遗址及

。古群舸’摩崖；城北有写字岩、王公桥，卡子隘．古驿遭

等．

县境山川奇异．风景秀丽多姿．县城半依山峰，半踞平

陆。三面群峰罗列．山无连绵之势，孤峰卓立，肖插碧空，

状如群雕金塔．城东北是著名的陂塘海子，过去是一片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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