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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道光《大定府志》所记疆域为水城厅、平远州、黔西州、威宁州、毕节县：

今毕节地区除水城外，即旧属疆域的大体范围，亦即自明代以来所称水西之地。

《大定府志》的人物传分惠人、俊民两志，汉武帝时通西南夷的唐蒙、三国时征孟

获的蜀相诸葛亮等，都立有传。两志本着。人生品行身后乃有定论"的宗旨，用了

．占全志近三分之一的卷帙记载人的活动，因人见事，言之有文，显示了志书写作

方法的优良传统，是编写新的人物志可资借鉴的范本。

．毕节地区有深险的鸭池河水，有磅礴的鸟蒙山脉，有肥沃的田园，有奇异的

胜景，但也有贫瘠的高寒山地。各族人民为开发这片广袤的土地，以勤劳朴实勇

敢的精神，披荆斩棘，留下许多令人感恩怀德的丰功伟绩，教育和鼓舞人民奋发

前进。《毕节地区志·人物志》从地方史册里，从群众口碑中，广征博采，谨慎审

订，选出128位传主，有在明代开通九驿、巩固西南边疆的奢香，有在清代被誉为‘

贵州军事三杰之一的李世杰，有和西南大儒郑珍一起被称为黔中二子的诗人张

琚，有刚正不阿、勤于地方建设的名臣丁宝桢，有辛亥革命时贵州元老、随红军长

征的周素园，有为反抗清朝统治而杀身成仁的烈士谭冠英、简忠义，有为共产主

义事业奋斗而壮烈牺牲的夏曦、林青等，有万里迢迢来黔为解放毕节而献身的中

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革命干部王文通、李旭华等，有为抗美援朝而牺牲的战斗

英雄刘兴文，有为社会主义建设舍己为人的袁正体，有为我国的科学技术教育事．

业而毕生无私奉献的地质学家丁道衡等。也写了几个反面人物，看看这些阻挠解

放，与人民为敌者的真实面目和可耻下场。

毕节地区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起，国家定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

区，全区人民任重而道远。读人物志，知道前人是怎样从艰难困苦中创业的，今人

该怎样激励自己去创造幸福的未来。这就是这本人物志出版的初衷。

李效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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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一、本志是《毕节地区志》的一个分志，定名为《毕节地区志·人物志》。

二、本志分人物传和人物名录。人物名录包括英名录、抗日阵亡将士名表。外

籍入传人物的外籍事从略，一般只叙述主要简历。

三、入传人物籍贯以毕节地区现辖行政区域为主，非本地出生但有一定业绩

者亦入本志(包括外国籍)。

四、根据。生不立传’’的原则，入传人物上限明代，下限1990年，按卒年顺序

排列(英名录亦按卒年顺序排列)。

五、入传人物有：

(一)历史名人、农民起义领袖； ，
．’

(二)参加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著名人物；

(三)献身革命事业，在地下斗争和革命战争、反侵略战争中的英雄、烈

士、爱国志士；

(四)起义将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 *

(五)对解放和建设本地区有一定贡献的党政军干部； ．．

(六)有突出贡献的教育工作者、科技工作者、医师、演员、诗人、民族语

言译著工作者、工商业者、宗教界人士I ·

(-Is)能工巧匠和有特殊贡献的工人、农民， 一

(八)舍身救人，为保护国家财产而牺牲的英模；

(九)严重阻碍社会发展的反面人物。

六、本志名称记法、纪年、数字书写等均按《毕节地区志》编写通则统一

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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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7香

奢香(1361"-'1396)，女，彝族，名舍兹，四川古蔺人。明代贵州彝族政治家。

元顺帝至正二十年，奢香生于蔺州宣抚使奢氏豪门。明洪武八年(1375)奢香
4

年14，与贵州宣慰使陇赞阿期(霭翠)结婚。洪武十四年霭翠病逝，其子阿期陇弟

(安的)年幼，奢香代其职。 ．．1

奢香代袭贵州宣慰使，管理水西，维护贵州安定政局和祖国统一。洪武十四 它。

年，朱元璋派傅友德、沐英率兵三十万，出师云南。经理南荒”，征讨元梁王巴匝刺

瓦尔密。当时乌撒、芒部少数奴隶主起兵于贵州阻拒明军入滇。奢香事时度势，，

以统一西南的大业为重，积极支持明军入滇，促进了明王朝完成统一西南的版

图，朱元璋赞道：“奢香归附，胜得十万雄兵一。洪武十七年，明朝封疆大吏、贵州都

督马晔不顾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出于大汉族主义的偏见；在役使官兵开普定驿

传时，骄纵横蛮，采用。欲辱香激诸罗怒，俟其反而后加兵’’的手段，欲“尽灭诸罗，

代以流官一，指使壮士裸香而笞其背。香受辱，激怒了彝族四十八部，咸集奢香军

门，。愿尽死力助香反"，奢香当众表明“反非吾意"，说服各部谨守疆土，使马哗阴

谋未能得逞。事后，奢香经水东宣慰使宋蒙古歹之妻刘淑真引进，毅然奔赴金陵

(今南京)，向朱元璋反映马晔的情况。太祖日：。汝等诚苦马都督，吾将为汝除之， 。

然何以报我?"香叩头表示：“若蒙圣恩，当令子孙世戢罗夷不敢生事一。太祖又问：

。此汝常职，何云报也"，香答：。贵州东北开道可入蜀，梗塞久矣，愿为陛下刊山开

驿传，以通往来一。奢香返回后，面对贵州闭塞落后的现状，便积极组织人力，。开

偏桥、水东、以达乌蒙、乌撒及容山、草堂诸境"，立龙场、六广、成清、谷里、水西、，

奢香、金鸡、归化九驿，到达毕节沟通了贵州与云南、四川的道路，便利各族人民

，‘ 。，，1．＼r．9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的交往，有利于境内经济文化的发展。

奢香在“走诉京师”和朝贡时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开阔了眼界，在其袭职期

间．大力兴办宣慰司学，聘迎汉儒传授知识。洪武二十三年五月，香毅然将儿子阿

期陇弟送往金陵请入太学，学习汉文化。朱元璋欣然应允，谕国子监官：“墨为训

教，俾有成就，庶不负远人慕学之心”。阿期陇弟在京读书两年，学成后，明太祖赐

与三品朝服和袭衣金带，奢香即遣子媳助及进贡60匹名马以谢皇恩。由于吸收

了先进的汉文化和科学技术，加上奢香奖励耕织，因而使水西一带的农业生产逐

渐发展，出现“谷稻丰登”的情景。

洪武二十九年奢香病逝，终年35岁。为了肯定奢香维护祖国统一的贡献，朱

元璋诰封香为“顺德夫人”，遣使专程前往奠祭。墓葬按明代正三品规模营造．给

以很高的荣誉。

李世 杰

李世杰(1716～1794)，字汉三，一字云岩，黔西县

人。父李植，以雍正己酉(1729)选拔贡生起家，官两淮富

安场盐大使，生四子．世杰行二。少年读书之余，兼习骑

射、拳勇、管弦。年20余岁，请父捐资入仕途。官江苏常

熟黄泗浦巡检，从此专心于作官之道。按察使李永书先

时作官常熟，尝约世杰同堂决案．地方人称颂其办事廉

明。总督尹继善、巡抚庄有恭爱其才，升迁为金坛主簿，

并对布政使许松结说：看李主簿气局远大，可惜不是科

举出身，难以荐拔。因倡议同官辈资助，报捐知州．任泰州知州。世杰到任，有积

案

显



乱，世杰率先倡导捐俸，每人给3月粮，棉衣一套，风波才得平息。乙酉(1765)年

乾隆南巡，借应周备，百姓未受惊扰。世杰再迁安徽芜湖道。辛卯(1771)丰b四川

盐驿道，才一月，擢四川按察使。是年冬，清军征金川，世杰总办南路军粮，5年间

．无一差误。西路将军温福失利，而进兵南路的副将军大学士诚谋被迫撤军。世杰

督饷，军营有元宝几十万，急求募人运走．却无人应募。世杰下令抛弃在地，叫百

姓自取。于是随军贸易的几万商人，争先恐后，捡取元宝，世杰率队护后撤退，一

面密令守关官兵，凡持元宝过关的，一律还官家，每人赏银5两。抛弃的元宝，因

此全部收回。世杰升授湖北布政使，复奉命巡抚广西，随又署湖南巡抚、河南巡

抚，再升任四川总督。 ，．

四川自征金川以来，仓库空虚，亏挪甚巨，世杰以廉洁勉励下属，以休养调剂

民生，两年之间，财政逐渐充实。清廷殊谕嘉劳：“此系李世杰一人之功"。世杰治

政事不异于在军营的生活，有客人或逢节不设宴会；有公事到省城的官吏，见面

就催促回任；案牍不逾期办理。平常对吏属无怒容，临事又无困情状，以其顽强果

断的精神，立解许多纠纷。当时任封疆大吏的，举国认为尹继善有德，方观承有

才，李世杰则兼二人之长，才德兼备。 ‘

乾隆五十年(1785)，世杰年届七十，入京赴千叟寿宴，受到奖赐。还任后，奏

拨川米几十万石赈江浙饥馑。次年调任两江总督，深以为两江地大物博，主持者

有三巡抚，一漕督、一河督、两织造、一盐使(盐政)，尚有巡漕相关等辈，都可具折

上达，以一人居几大员中，迁就不可，迳情直行又不可，世杰更淬励精神，公忠于

事。当时河湖水涨，冲塌两岸，与安徽巡抚、河道总督等，协力筹办，水灾始平。适

又逢大将军忠锐统兵征台湾，军队过境，转输粮饷，江南首当其冲，世杰严立规

条，事既办好而百姓又不受扰，两得其便。世杰积劳，病后语言蹇涩，奏请解任。适

长子华国任漳州府知府，有干才，因督饷病死，前配高夫人亦辞世，世杰病益重．

清廷以四川政事较两江简略，又调回四川。时后藏巴勒布侵内地，世杰一闻警报，

即赶赴打箭炉筹办军务，军民以世杰镇守到，都感安全。乾隆手谕：。该员能相机

妥办，并不拘泥遵旨，所见甚是，实属可嘉一。但两足受寒湿，渐不能举步，准离川

进京，授兵部尚书，紫禁城坐肩舆，召见时由内侍搀扶，备受优遇。但病难愈，只得

告老回黔西。离京前，以贵州地处边陲，士子进京赶考诸多困难为理由，奏请照

顾，乾隆即降旨饬沿途府、州、县，凡贵州举子进京应试，以火牌资送。贵州学政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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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吉以学问文章道德闻名当时，世杰由江南总督调回四川路过开封时，毕沅为河

南巡抚，亮吉在幕与世杰相见，互有倾爱之意，亮吉过黔西，世杰由人搀扶出迎道

旁，说：。非迎学使，迎不徇情面之贤者耳。一

世杰于乾隆四十四至四十七年间，回黔服母丧，创文峰书院，捐田50余亩作

学田。又修开元寺，立东山石屏，培葺王公(阳明)祠，重修魁阁兼缮完文峰塔结顶

工程。世杰为官50余年，勤政爱民，备受乾隆器重，先后赐《御制诗》、《时晴斋法

帖》及福字如意、寿杖、朝珠、珍珠手串等，病逝后，赐谥。恭勤’’。世杰著作有《世杰

奏议》、《家小记事诗》、《南征草》等。《清史稿》有传，洪亮吉有书《李恭勤遗事》。
，

“御祭碑"文

朕惟：四方宣力，赖精良综事之材；三俊见心，重清白爱民之选。苟勤俭以奉，

克矢志于冰霜；斯褒恤而酬庸，俾垂荣于竹帛。尔原任兵部尚书李世杰，才称敏

练，性本公廉。事迹边隅，起家簿尉。临州典郡，叠腾表荐之声；总臬开藩，专寄军

储之任。日惟士饱，遂奏凯以宣铙；与有臣劳，佐饷军而转毂。阅三年而两镇，自

西粤而南湘。旋移节于中州，复晋阶于都府。旬宣益部，依然夙夜厥辛；保义吴疆，

溥矣东南之泽。至若再来就熟，尚依积绥I乃因一往积劳，原需调揖。爰从外节，

用典中枢。令代步以趋朝，施恩佚老；亦原衔而致仕，宥肩过思前。曾几载而溘逝

林泉，缅数邦之风流节钺。呜呼l殚真诚于器局，素志犹存；兹保持于封疆，成劳

未泯。象其心迹，谥日恭勤；式启丰碑，昭之茂典。

●

●

洪亮吉书李恭勤遗事

乾隆六十年闰二月吉旦

李恭勤公名世杰，贵州黔西人。自少以父官江北盐场大使，遂入资为巡检。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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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检官至四川及江南江西总督，内擢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纯皇帝屡欲以为大

学士，有尼之者，言公不由科目，例不可官内阁，乃中止。然治行实有绝出流辈，以

此钦纯皇帝知人。余素不识公，岁戊申四月，在河南巡抚毕公沅幕府，值毕公病

亟，公适自江南总督调四JWI，道出开封，素厚毕公，欲入省之。毕公知余与公次子

为同岁生也，属余迓公入，坐床侧数语，毕公惫甚，余遂延公入就近厅事，将饭，公

坐次，余颂公江南治绩。公蹙额日：“子过矣，余为江南总督非所长，为四川总督庶

可耳。"请其故，则日：。两江地大事剧，主持者非一人，三巡抚、一漕督、一河督、两

织造、一鹾使，巡漕榷关复在外，动皆可举折上达，以一人居十数大吏中，迁就不

可，径情直行又不可，余故不能为也。四川不然，举十一府、九厅、九直隶州；与诸

边内外事，皆一人专之，事权不分，号令画一，故可为也劳。余又请其故，公日：。饭

未至，姑为子述一二事可乎’’?余唯唯。日：。四JiI自两金川用兵以来，又承制府福

康安后，征调赋敛无艺，仓与库皆若洗，譬若中落之家，非有一人率先，早夜操作，

减省衣食，聚丝粟，则元气不复．余既与司道以下设厉禁，凡府州县，无事不得入

成都，即以公事来者，不得过日限，不得畜音乐，侈宴会，不得饰舆马衣服。朝珠之

香楠犀碧，蟒服之刻丝顾绣者，皆有禁。余官总督数年，未尝宴一客。成都将军者，

新莅任．不为置酒则大恝，置则破例，乘其家口抵任日，馈一蒸豚、一烧羊，使标下 、

守备婉告日：本欲屈入署，适闻眷属至，谨以佐家宴。属吏自布政司以下，亦未始

具一饭。惟届岁除，则先饬子妇及婢妪为伴锣至十数斛，岁首五鼓朝贺毕，布政司

以下皆集辕门，督府制严重，属吏至，恐不即见，自正印以上廨左右皆有官厅。余

因遣巡捕官递告日：汝曹为朝廷出力久，行且迁擢，今总督为汝发兆也。遂令佐杂

官坐州县官厅，坐司道官厅，皆食以{髯罗。余则出延司道至署共食'食毕出堂皇，

先受司道谒贺，即令府厅州县等递谒司道府厅。礼毕，告目：元日俗例，上司同官，

虽不接见，亦必肩舆，到门，道有远近，必日昃始归，徒苦冢从，无益也。况若曹亦

’有父母妻子，岁首例得给假，诸君何不早归，令若曹亦放假半月乎?皆应日：诺。於

是元日虚文，往来俗例，始革。迨调任江南日，仓库缺额者，渐已填补。布政司王．．

站住力亦居多焉。"公尚欲语，而饭适至，遂饱餐。去后六年，余奉命视学贵州，尝

道黔西，公先以病告归，足疾不得行。然入贵州境后。见书院学舍义田义冢等，无

不井井。李氏先陇封树，亦倍修整。询之，皆公归里后，一一缮造也。未抵城数步，

公令两仆扶掖出迓于道左，余急下舆，揖日：。何敢劳公一。公笑日：。非迎学使，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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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徇情面之贤者耳。"余逊谢别去，试竣复过，公留话半日。时公相福康安．’由四川

调督云贵，将入境，语次，公频蹙日：‘‘闻近日办督抚行馆，竟有以顾绣贴地者，侈

风一启，他日伊于胡底耶!’’因叹息执手别。未几，公亦谢世矣。书此以为官大吏

者劝。

韩 铺

●

韩字衩1729"-'1804)，字序东，号兰亭．毕节县人。清雍正七年(1729)生。乾隆

四十九年(1784)任工部侍郎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河南山东河道，提督军务，

官至一品。
’

韩享荣平生好书画，擅兰竹，喜作行楷模巢大书，为乾隆年间贡生。乾隆三十六

年(1771)入赀授通判，升迁河南怀庆府黄沁同知。乾隆四十二年升江南淮徐海河

务兵备道。韩宇荣克尽职守，疏河开淤，兴修水利，赈济捐资，深受百姓拥戴。乾隆

四十六年升河东河道总督，御赐“福’’字大匾。其时，山东运河赖汶段各湖接济，民

堰沙淤．韩镣督战诸湖未竟，七月河又决于祥符焦桥。不久又决青龙岗等处，浊流

横溢。上令江南河道总督李奉翰、大学士阿桂、山东巡抚国泰等前往会勘，工垂竟

坝又复溃。韩镣认为南岸建堤堵截，欲回狂澜使之北注，诚如圣谕必不能行．否

定了引水北流的意见。四十七年正月，韩镣至微山湖北运河察勘，筑土堰、砦坝，

使黄水渐消。归青龙岗，复会阿桂等于兰阳三堡改筑大堤，浚渠导水出商丘七堡，

入正河故道。韩镣勤劳王事，闻父病，未及家侍奉，齐楚吴豫问百姓无不称赞。乾’

隆四十八年，其父寿终山东济宁官署，韩≠蒙奉旨偕弟扶榇南归故里，葬于五里坪

虎变山之阳。

乾隆四十九年，韩镣调工部任侍郎等职，五十二年，韩镣在毕节城内造牌坊

一座，俗称砂石牌坊或一品坊。制斋名。画锦堂"匾一块，字迹劲健有力。五十四

年，会勘通惠、温榆二河以及朝阳门外护城河。调户部任侍郎。五十五年，在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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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江南河道总督兰第锡共同防汛。嘉庆三年，调兵部任侍郎。次年三月，奉恩护

裕陵。六年，年老退休。嘉庆九年(1804)，卒于顺天大兴(今北京)。
-

“． 张 琚

’f

张琚(?"--1859)，字子佩，黔西县人，博学能文章。清道光五年(1825)赴省乡

试，中副榜，按例不能与举人同赴会试，学政程恩泽深以为憾。次年，程恩泽转任

湖南学政，器重子佩品学，招入幕中，处理文书事务。恩泽为国内知名汉学家，宋

诗运动的中坚人物，子佩追随左右，摩仿恩泽书法文章，“倾刻数封，辞意兼至，虽

自为无以过之，谈者，咸诧为黔中有人一。遵义郑珍与子佩为同年选拔贡士75人

之列，道光七年，郑珍过湖南访程恩泽，与子佩。登岳阳楼，游君山，上古楼绝顶，

纵观赤沙洞庭，而北起澧州，回帆于武陵’’。子佩在湘，与当地文士邓显鹤(湘皋)、

欧阳涧东(绍辂)、张蓉裳等议论诗人，互相唱和．才气日著。但以乡试累次不中

(未中举人)，又因母老久别，即辞归故里。黔西知州吴嵩梁(兰雪)与之互相唱和

颇多，刺史俞秋农、郡守姚伯山亦甚钦慕子佩品学。道光九年至二十九年间，子佩

先后掌黔西狮山、玉屏两书院。先曾选授开远(黎平县)教谕，以不乐于仕进，终不

肯就。与郑珍交谊笃厚，时人称为。黔中二子’’。子佩一生惟以诗酒自适，老死之

后，惜无专册留存。有山阴人王个峰馆塾黔西，得诗稿一册，请郑珍点勘，以《焚余

诗稿》问世。珍谓。子佩为诗，摇笔千言，清拔自肆j然才豪语易，往往蛟蚓互杂，决

去范围，余就此稿略删定，仅存一百余首，都为一卷，庶使后世知黔中有子佩其人

者，则子佩可藉此不朽，而余可以谢子佩矣一。清《大定府志》选收有《内庄吊古》、

《香稻米》、《桂花茶》7首和《论修郡志书》、《阳明祠记》等文，《续遵义府志》亦载

有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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