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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盘水市志总凡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

记载六盘水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各部分内容，上限不作统一规定，下限断至脱稿之日。

三、本志原则上以1 9 8 8年六盘水市行政区划为记述空间。

对历史上的事件，也涉及到曾经管理过的市境外企业。对市境内的中

央直属企业、省直属企业和非市属单位的情况，本志亦予以记述。

四、本志各专业志定名为《六盘水市志·X X志》。专业态

内设章、节、目几个层次，几个部门合写的专业志增设分志。本态

志首设《序言》、《总凡例》、《总述》、《大事记》，志末设《附

录》。本志以总述为纲，以《大事记》为经，以各类专业志为纬。

其内容按先自然，后社会；在社会类中按政治、经济、文化，人物

等顺序排列。各专业志原则上不设序言。

五、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七种体裁，以求文

图并茂。根据内容需要划分门类，宜纵则纵，宜横则横，以横为主。

六、遵循详今略古、古为今用、详独略同和经世致用的原则，

重点记载1 9 6 5年六盘水开发建设以来的历史，突出地方特点。

七、对于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中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不设专章

记述，确需记述的内容，散见于《大事记》和有关专业志中。

八、《大事记》以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各专业志不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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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九、《人物传》坚持生不立传原则。在本地牺牲和本籍人在外

地牺牲的烈士，记入烈士英名录。各专业志不设《人物传》。

十、《附录》辑录有关文献、文件、图表、资料等。根据需要，

辑录的资料也可附于相应章、节之末。

十一、本志资料来源于历史文献，文书档案、图书报刊以及调

查采访、实物记载等，文内一般不注明出处。各种数据以统计部门

的为准，统计部门未掌握的，以主管部门的数据为淮。

十二、本志除摘引少部分文言文原文外，一律用规范化语体文

记述。力求简、严，核、雅。

十三、行文规范化。简化汉字、标点符号、数字用法、计量单

位等，一律遵循国家公布的有关规定。1 9 4 9年1 2月以前的各

类钱币，均按各个历史时期的金融币制、币值记写；1 9 4 9年1 2

月至1 9 5 4年的币值，按l 9 5 5年新人民币值换算后记写。

十四、纪年记时。夏历及清代以前的时记，用朝代年号汉字纪

年，加注公元纪年。中华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如民国3 8年

(1 9 4 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l 9 4 9年l 0月1日为

准；建国以后，一律用公元纪年，使用阿拉伯数字；六盘水境区解

放，郎岱县以1 9 5 0年1月l 4日、盘县以l 9 4 9年1 2月1 9

日、水城县以l 9 4 9年l 2月l 8日为准。，。 。

十五、专项事物名称，一律用今名。涉及史实上的地名、山名、

诃名及单位，部门名称或其他专有名称，一律用当时名称，必要时

在括号内注明今名。

十六、本志各专业志、分志，在不悖本《总凡例》的前提下，

设《编辑说明》，对有关问题作出规定。

复



编 辑说 明

一、本志上限为公元1276年，下限至1991年。

二、本志采用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以时为序，一事一

目。力求横不缺主项，竖不断主线，以体现事物发展脉络与全貌。

三、本志对建地区(市)’以前，以郎岱县(六枝)、盘县、水

城县为记述重点；建地区(市)以后，以地区(市)为记述重点，

特别是1965年大规模开发建设后，对煤炭、钢铁、电力、建材等工

业辑录了较多的条目。

四、本志资料来源于各特区(县)，市级各部门，省、市、特

区(县)的档案馆、图书馆，市和特区(县)党史研究室、地方志

办公室，市统计局，中央、省属驻市企业、事业单位，安顺、毕节

地区和黔西南自治州，贵州省有关厅局和云南省曲靖地区史志办公

室，少数资料属调查采访和个人提供。

五、三县(市)指郎岱县(六枝市、县)、盘县、水城县；矿

区指煤矿区，即六枝、盘县(盘江)、水城、六盘水矿区；三特区指

六枝、盘县、水城特区；六盘水工业区指六盘水境区内的工矿，交

通等重点企业。三线建设地区指我国西部、中部部分地区，其中含

贵州省和六盘水地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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兀

元世祖十三年(1 276年)

普安路总管府隶属云南行省，辖和龙、八纳，习1日，普定四

部。今盘县境为八纳部。

元世祖十四年(1 277年)

普安路总管府改为招讨司。十六年(1279年)改为普安宣抚

司。二十二年(i 285年)复改为普安路，仍隶属云南行省，路治在

今盘县刘官区旧普安，旧称八部山下撒麻铺。

元世祖十九年(1 282年)

元军平定罗氏鬼国，置“亦溪不薛”宣慰司，旋改亦溪不薛总

管府(亦溪不薛，蒙语，意即“水西”)。今郎岱是水西的十三贝l|

溪之一。

-”!：：l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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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洪武十四年(1 381年)?

陇榜任郎岱长官司长官。 ．，，

．．

。

洪武十五年(1 582年)

改普安路为普安府(今盘县)，隶属云南布政司。

洪武二十二年(1 589年)

傅友德部将南京锦衣卫总统(领兵官)安明源，总旗彭其志，!

偕普山土知府普旦，调广西军征毛口(今六枝毛口乡)。

洪武三十一年(]398年)

西堡(今六枝境)沧浪案仡佬族造反。
，

，

永乐元年(1 403年)

正月 改贡宁安抚司为普安安抚司(今盘县)，隶属四川布政司。

永乐十三年(1 41 5年)

十--,El 改普安安抚司为普安州(今盘县)，隶属贵州布政司。．

成化十二年(1 476年)

普安大旱。

·览‘



弘治十七年(1 504年)

普安大饥。朱鲁叛乱。

嘉靖四十三年(1 564年)

三月 普安卫冰雹大如鸡蛋，深3尺许，波及方圆30里。

万历四十年(1 61 2年)

毛口六坠布依族造反。

崇祯十二年(．1 639年)

毛口布依族造反，先后杀死官军指挥寻治本、镇抚余维敬，

l乙，



清

顺治十六年(1 659年)

郎岱土司西堡副长官司归附清朝。

康熙三年(1 664年)

水西彝族安坤起义。吴三桂领云南1 o镇兵镇压，次年正月杀安

坤、安重圣等。安重圣生母常氏、妻陇氏(郎岱陇安藩胞妹)、土

目陇胜退到郎岱。陇安藩于同年十二月率众攻打安顺，杀经历袁

绩；派陇胜攻大定(今大方县)、威宁、毕节，杀经历秦文。吴三

桂令贵州提督李本琛进军安顺，自率云南兵从威宁方向夹击，陇退守

郎岱。吴三桂合云贵之军围剿数月，城内粮尽。康熙五年(1 666年)

六月，郎岱城被攻破，降兵万余，陇安藩、陇氏、陇胜均被杀。清

廷将郎岱划属安顺府，派安笼镇营兵驻防郎岱。

康熙十八年(1 679年)

郎岱土司降为外委土千总。

康熙二十六年(1 687年)

裁普安卫，并入普安州，领十四营。

雍正元年(1 72,5年)

水城福集厂(今老鹰山)铸造铜钱。

·4’



雍正六年(1 728年)

云、贵、广总督鄂尔泰，会同贵州巡抚张广泗，奏请改贵州西

路驿站。从镇宁州黄果树岔入新路，至普安州荞子卡复归旧路。将

旧路原设计的盘江、江西坡，关岭、查城、尾洒，新兴、软桥、湘

满八驿，改为新路之坡贡、郎岱，列当、罐子窑，杨松、刘官屯六

驿。次年，驿道正式改线。在郎岱境设郎岱、毛口二驿，移普安典史

于郎岱，兼任驿丞；移盘江驿丞驻毛口之那当，兼任巡检。

雍正七年(1 729年)

贵州驿道改线，郎岱成为滇黔中大道。 ．

雍正九年(1 751年)

六月十二目(7月1 5日) 清廷增设安顺府同知一员，‘驻郎岱，

首任同知王大烈(五品官)。同年建厅署，将厅境划为七枝。

雍正十一年(1 733年)

设水城厅于底水(今老城)。

乾隆十年(1 745年)

始建郎岱石城。乾隆二十三年(1 7 58年)完工。城高l丈3尺，

周长636丈，城门四：东日“近日”，南目“来薰”，西日“迎爽”，

北日“承思”。城楼4，炮台4。
●

‘

乾隆二十四年(1 759年)

水城将士城改为石城，城高1丈5尺，厚8尺，周长450丈，城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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垛口648／卜，有东、南、西三个城门(北门不开)。

乾隆三十四年(1 769年)

水城兵丁奉命出征缅甸。

乾隆四十一年(1 776年)

水城厅理办大定府里苗府事宜。

嘉庆二年(1 797年)

清廷升郎岱永安营为永安协，加郎岱清军府衔，设副将一人

(从二品)。下分左右营，驻防郎岱，永安及安南(今睛隆县)之

阿都田讯，共有兵1 230：名。

嘉庆十三年(。8081 年)器J大十二年{、 年)

水城大饥，斗米价银2两，民食白泥。

嘉庆十四年(。8091 年)器伏十凹年0 年，

升普安州为直隶州(今盘县)。

嘉庆十六年(1 81 1年)

‘

改普安直隶州为直隶厅，隶属贵西道。厅领北里、南里：乐民

里、平彝里、狗场营、归顺营、簸箕营、毛政营、普陌营、鲁土营i

亦资孔巡检。 。

创建郎岱厅学。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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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八年(1 828年>‘’

一是年’’’邯岱建岱山书院?：
4 。‘ ’“ ’‘= “j

’。‘△。水城厅通判袁汝湘组织修建“风池书院”，成丰、同’治年间，r

因兵燹频繁，毁坏过半。到面治十三年(1 874年)一，通判陈昌言将’

“风池书院”重修一新，添置教具，从四川聘请主讲，每日设官课

二卷。从此，风声远播大定(今大方县)、普安、威宁、安顺等地。

道光十四年(1 834年)’’

。

水城大灾荒，百姓食不裹腹，富绅杨太阶在闰五月煮粥施济。

通判蒋焕赐以“乐善好施”匾额。。
’

道光十八年(1 838年)

贵州巡抚饬令郎岱查禁罂粟苗种植，一经查获，立即拔弃。‘开

设烟馆和买卖鸦片的重犯，发配新疆。

。，道光二十一年(1 841年) ?

水城营把总龙应春奉调领兵54名，--Z-PZ,参加抗击英国侵华的

鸦片战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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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七年(1 847年)

夏 水城大雨竟El，场坝洗马潭决，，淹街房30余M，居人多

溺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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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成丰二：≤(1 8’5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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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岱厅建“爱莲书院”于岩脚，建“悬鱼书院”于落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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