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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版 序
一部嘉靖<思南府志>，开黔东方志之先河。从明至今，历时近五百年。

其间政体沧桑，由府而县，方志累修，已达九部之多。现在呈献给读者的

<思南县志》则是截今为止最新的一部。

志书是地方历史的浓缩记载，其“资治、教化、存史”的功用已为古今

所认同。阅读志书，尽可了解一方风土民情，览尽历史风云。

<思南县志>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县志，是在继承悠久传统，汲取

旧志精华的基础上，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和方法论，对全县1949～1985三十余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层面的

真实记录，付梓至今已有十余年，面世之初即获好评，因数量有限，不久即

告售罄。

这部县志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详今略古，以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历史，

重点记载了思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历史变迁。资料

翔实，内容丰富，可读性强，充分体现了新县志的思想性。

同时，这部县志还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思南地处乌江中下游流域．乌

江的航运和开发对思南乃至黔东的经济发展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县

志对乌江进行了浓墨重彩的翔实描绘。码头、渡口、船舶、航运、货栈等记

载周详，仿佛用文字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现代乌江版的清明上河图。

丰富的思南文化是乌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巴楚文化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县志对各民族的族源、语言、习俗变迁、文化艺术也有专门的探

讨，体现了思南悠久的历史与厚重的底蕴。

全志修撰历时数年，洋洋百万余言，堪称一项规模浩大的系统工程，今



天，它已成为一笔宝贵的历史财富。此次修订再版。一是为了满足广大读者

之需要，二是删改错讹内容，使其更臻完美。读览此志，可使我们了解思南

社会变迁，’把握县情乡情，从而因地制宜地进行正确有效的决策。

县志的修订再版，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西部大开发，对我们不仅是一

种干载难逢的机遇，更是一种巨大的挑战。我们只有准确把握县情，才能充

分捕捉机遇、抓住机遇，把思南的文化优势化为人才优势，资源优势化为经

济优势，实现科教兴县、经济强县的宏伟目标，在新世纪创造新的辉煌。

我们继承历史，并开创未来。但对于未来而言，我们身历的今天正是一

种正在进行的历史。我们今天的所有努力，都将成为明天的县志素材。承先

启后，我们任重道远。

戴亮
二o o二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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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 一

<思南县志》历时七年，数易其稿，几经锤炼，现在终于出版问世了。值此。

我们代表县委、县人民政府并以个人的名义，谨表示热烈的祝贺!并向为之创

办与开拓、编纂与指导而作出积极贡献的各界人士致以衷心的感谢!

、思南地处黔东北乌江中下游。这里山河逶迤，人民勤劳，有着可歌可泣的

历史画卷；它历经风雨，几度沧桑，阅尽人间春色。<思南县志>以其百余万字。

成书二十卷，客观、全面、丰富、翔实地反映了自推翻帝制以来我县七十余年的

斑斓历史。它洒洒万言，洋洋大观，堪称辛亥革命后我县第一部志书。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知兴替”o今修县志，乃为熟知县史而不

视既往为浮云，熟知县史，乃为判断现在、预测将来而不为过去所禁锢。惟有

了解过去，知道未来，方能事事洞若观火。即便“发思古之幽情”，也往往是为

了现在。重视前人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为当今之事业提供借鉴!

历史是一部教科书。<思南县志>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散发着催人奋进

的力量。它当成为我们认识思南、研究思南、建设与振兴思南的有力工具。诚

望本县各族同胞，各界人士能多多研读，以谙练县情。温故而知新，把诸方面事

情办得更好，为家乡的稳步发展、繁荣富强竭尽匹夫之责!

一<思南县志>出版问世，是我县文化建设史上的一件大好事。它表达了人

民的愿望，尽到了政府的责任；它既有益于当代，又惠及后人。顺借该书付印

之际，我们谨拟数言以为序。

程豫明

陈际忠

一九九一年十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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