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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编撰《思南府志》的田秋说：“志也者，识也，郡之史也’’。清代方志

学奠基入章学诚称方志是“国史之具体而微"。新编《德江县志》集国情与地情

于一体，全面地反映了德江的历史和现状，体现了德江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奋斗

精神，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

盛世修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1 978年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方针指引下，各条战线春意盎

然，一派欣欣向荣景象。中共德江县委、县人民政府为承先启后，继往开来，

1 984年4月建立县志编纂委员会及其办公室。虽因编纂人员几度变迁，直至

1 990年才全面进入总纂阶段，但已有过四任县长的努力。黄仁发代县长苦创

基业，罗德泉县长、余士良代县长相继调整，罗仲亨县长运筹强化，保障了编

修事业得以不断发展。我于1 990年春接任后，幸得各界人士热心襄助，终于

完成这部具有地方性、时代性、科学性的“一方之全书”o

新编《德江县志》时限跨度大，门类齐全，资料翔实可信。全县县直二级

机构各主管部门分别组建了“部门志”采编小组，共有采编人员254名，写出

“部门志”78部，计1 870余万字口他们旰食宵衣，跋山。涉水，查阅档案，走

访故老，巨细无遗，为编修全面反映德江面貌的鸿篇巨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可谓收千载于眼底，聚百业于胸中。将对全县各级领导研究德江的发展，决定

政策措施，提供可靠的依据。
、

德江县是以土家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区，为使志书体现其特点，充分发

挥资治、存史、教化的作用，县志办编辑人员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

的观点，方法，从浩繁的资料中反复筛选，披沙拣金，据以分门别类，精心编

纂，力求结构严谨，布局合理、博约适度、文词贴切。几经评议，数易其稿。

虽然人员少，条件差，其所以较快地完成了总纂任务，皆因采编人员心怀一片

爱乡爱国的纯真感情。氘 ．

省、地志办编纂委员会办公室领导和专家不断指导，而且于1 988年9月

亲临赐教，使我县修志局面焕然一新。深表敬意。

《德江县志》是我县两个文明建设的一大硕果，摄取了时代前进的步伐，

展现了社会发展的轨迹，可以明县情、男0疆域、知风土、稽物产，显政绩、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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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既是对过去的总结，也是昭示后入的一面镜子。全县各族人民为这社会

主义时代第一部新县志的出版感到由衷的高兴。

以古为鉴，可知兴衰，以人为鉴，可知得失，只有深刻地了解过去和现

在，才能满怀信心地开拓未来。新编《德江县志》定能激励各族人民发扬拼搏

精神，谱写更加灿烂的新篇章。

一2一

张玉早

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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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历史时序为经，事件、事业为纬，按照记、志、传，图、表、

录体例，横排竖写。

二、上限时间因事追溯，下限时问至1 990年止。为保持其完整，个别史

实适当下伸。

三、本志设序、凡例、目录、概述、大事记和专志计20篇98章399

节。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记叙体。行文按照国务院1 964年公布的第一、第

二批简化汉字规范使用。

， 五、为避免记述重复，有关历次政治运动，散见于《大事记》及有关章

节。

六、按史家通例，不为生人立传；凡立传者，均为社会影响较大的已故知

名人士。以本籍人物为主，兼顾外籍在德江卓有贡献的人物，按卒年先后排

列。

七、历史朝代纪年称谓，凡属政权机关、党派、团体名称和官职称谓，均

按当时称谓记写。新中国成立前的朝代纪年，用括号加注公元纪年，若同一年

号重复出现在同一章节中，一般只加注首次；新中国成立后为公元纪年。

八，本志各类综合统计数字，采用县统计部门的统计数字，有关业务部门

的单项业务数字，采用其部门的统计数字。．

九、全书资料凡录自省、地、县档案部门馆藏资料的一般不再注明出处。

十、书中所称的“解放前’’、“解放后’’，均指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黔东北游

击队于1 949年”月1 9日解放德江县城的时问为准。

十一、本志所提到的第一至第七个“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分别为

．『953年至1 958年，1 958年至1 962年(1 963年～1 965年为调整时期)，

1‘966年至1 970年，1 971年至1 975年，1 976年至1 980年，1 981年至

1 985年，，1 986年至1 990年。 ．‘

十二、．民国时期的档案，被民国末任县长付之一炬。因此，本志拟目有的

门类缺民国时期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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