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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盛世之初，《大西桥镇志》编修出版，她将成为大西桥镇文化建设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_。t 杨洪俊

(作者系中共安顺市委常委、西秀区区委书记)

2005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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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大西桥镇志》集中了大西桥镇三万六千多人民的智慧，倾注了全体编纂人员的大量

心血后，就要问世了。这是大西桥镇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我为之欣慰。

《大西桥镇志》按照全国地方志编纂的总体要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除客观地记述

了大西桥镇从自然到社会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外，还重点记述了本土屯堡人六百多年来

的沧桑，以及产生的文化现象，是地方志书中的又一个亮点。做到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

性的统一。

编纂地方志，旨在资政、存史、教化。有了这部书，可以窥见大西桥镇历史和现状的真

实概貌，看到这里的先民和今人的艰苦奋斗精神，看到一方热土上广大人民群众的丰功伟

绩，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同时，

也可以看到大西桥镇在历史发展长河中的坎坷与曲折，从而探究各项工作的得失，以便在

西部大开发中进一步发挥大西桥镇的优势，聚集各方面力量建设大西桥镇的美好家园。

《大西桥镇志》出版问世，它的意义重大深远，值得庆贺。我感谢编志人员的辛苦劳

动，为大西桥镇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宝贵而丰富的资料。至于《大西桥镇志》在方志中的

地位，以及它的特色、优点等，自有方家慧眼识之，又焉待余之赘言。是为序。

侯晏

(作者系中共西秀区区委副书记、区人民政府区长)

2005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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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j 7今天，《大西桥镇志》在各级领导、各界人士及镇政府各部门、广大教师、村支两委的大

力支持下，经过全体编纂人员的共同努力、辛勤劳作，终于付梓成书。这是我镇一件非常

有意义的事，值得庆贺，仅作此序以记之。 ，i，、 ‘； 一

。1|。编修地方志是三个文明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后代的千秋大

业。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昌明盛世，党中央要求全党要“深刻

认识加强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因此编修了《大西桥镇志》，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历史赋

予我们的重任。
一

大西桥镇地处安顺市西秀区东大门。经济、商贸、文化比较发达。屯堡文化旅游资源

底蕴丰厚，享誉国内外。申瑞、贵黄、滇黔公路及株六复线穿境而过，交通便利，信息灵通，

有利的地理位置、社会和人文条件，加快了我镇的发展步伐。

《大西桥镇志》的编纂工作，始于2003年11月，为编写该志，特成立了编纂工作领导

小组，抽调人员组成修志办公室负责撰写稿件，确保人员、经费到位，狠抓工作落实。撰稿

人员废寝忘食地工作，始得成稿。

．《大西桥镇志》记述我镇全史，这是我镇的社会综录、百科全书，是我镇政治、经济、文

化和社会发展的真实写照，是具有独特历史文化学术价值的地方志，也是我镇以后党政决

策的主要参考依据。按照历史、客观、科学的治史原则，编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和时

代特色相统一的地方志，将充分发挥“资治、教化、存史”和地方百科全书的重要功能，更进

一步推动我镇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我镇史无前列的一项民心工程。

《大西桥镇志》上溯时期因事而溯，下迄2004年12月。凡自然地理、人口民族、政治

经济、社会发展、小康建设、屯堡文化等应有尽有，内容丰富多彩，为后人了解大西桥镇的

过去提供了详实的基础资料。

盛世修志，惠及千秋。在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及建设社

会主义新农村的今天，我们编修《大西桥镇志》，回眸历史、服务现在、展望未来，我坚信，大

西桥镇各族人民将在各届党委、政府的带领下，继续辛勤耕耘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建设

更加绚烂辉煌的明天。

罗德坤

(作者系中共大西桥镇党委书记)

2005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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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四

志，记也。方志起源于史，记一方之物土，是“一方之全书”，反映地理、历史、政治、经

济、文化，是一个地区、一个时代历史社会的真实反映。宋朝司马光称之为“博学之书”，清

朝史学太师章学诚认为可以“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

国兴修史，政兴修志。在与时俱进、开拓进取、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在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大好时机，《大西桥镇志》在各级领导、社会各界人士的关心与支持

下，已付梓成书。这是历史前进的需要，也是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

安顺地处黔中，素有“黔之腹、滇之喉、粤蜀之唇齿”之称。大西桥镇位于安顺市西秀

区东大门，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人民勤劳朴实，真可谓人杰地灵。生于斯地的人民，凭借勇

敢、勤劳、智慧，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不断地书写着辉

煌的历史，使之在农业、商业、屯堡及民族风情旅游业上有很大的发展。娄家庄被誉为“苗

寨旅游文化艺术之乡”，九溪村被称之为“中国屯堡第一村”。这些都享誉省内外，在我镇

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大西桥镇志》客观、公正、详实地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方面概述了大西桥镇的

历史和现状，图文并茂，善序事理，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真实地反映

了大西桥镇历史发展的轨迹，涵盖大西桥镇从古至今的方方面面。我们相信，这部倾注了

全体修志工作者汗水的《大西桥镇志》，对于认识大西桥镇、探求大西桥镇发展规律，将起

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4——

丁晓轩

(作者系中共大西桥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2005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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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五

国兴修史，政兴修志。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历史前进中的必然，也

是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后日新月异的变化，更需记入史册，而编修史志

是回眸过去、觉察今日、展望明天的最好方式之一。

安顺地处黔中，历史定位是“黔之腹、滇之喉”。大西桥镇地处安顺市西秀区的东大

门，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人杰地灵。生于此地的屯堡人，既保留屯堡人原有的传统风

俗，又用他们的勤劳双手和聪明才智，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和多彩的文化生活。

回顾过去，除了颂扬成绩外也要看到问题，《大西桥镇志》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各

方面记述了大西桥镇的历史和现状。人们可以从书中了解到大西桥镇历史发展的轨迹，

并以史为鉴，设计未来美好的蓝图。

志书具有“存史、资治、教化”的功能，《大西桥镇志》的问世，对于概知大西桥镇屯堡的

起源、风俗习惯、风土人情提供了丰富的宝贵资料，为我镇屯堡文化的旅游开发打下坚实

的基础，为后人了解大西桥镇提供了依据。

作为基层干部，能够为编修本镇史志尽自己的微薄之力而感到极为荣幸。而编修此

志为后人认识及研究大西桥镇提供参考的历史依据，则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任务之一。在

此，特向为此项工作付出心血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徐锋

(作者系中共大西桥镇党委副书记、人大主席)

2005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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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家乡大西桥镇编纂镇志的消息，非常高兴。镇志全面系统地记述了大西桥镇的

自然地理、历史、风俗、文教、物产、杰出人物等情况，是一部赞美家乡的史诗，是大西桥镇

党委和政府为人民办的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可喜可贺。

大西桥镇是个山青水秀，美丽富饶，人杰地灵的好地方，被称为高原的“伊甸园”。全

镇由24个行政村44个自然村组成，人口36753人。居住有汉、苗、白、仡佬等民族。是个

多民族的大家庭。它位于黔之腹的中心地区，滇之喉的锁钥要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

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镇内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盛产水稻、玉米、小

麦、油菜、茶叶等农产品，是安顺市商贸集散地；矿产资源丰富，主要有大理石、白棉石、煤

炭；交通发达，滇黔公路、贵黄公路、申瑞公路、株六复线铁路东西横贯境区，好像一组巨大

的“五线谱”，公路和铁路上奔跑的汽车和火车好象是跳动的音符，时时刻刻都在演奏着西

部大开发优美的进行曲。境内最大的河流型江河，象一条大动脉，用源源不断的流水，灌

溉着肥美的粮田，抚育着一代又一代的各族儿女。

史料介绍说，大西桥镇是古夜郎国的中心地区，屯堡文化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早在

春秋战国时期，夜郎人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了古老的夜郎文化。明朝初年，朱

元章为消灭盘据在云贵地区的元朝残余势力，先后从北方和江淮地区调集了30万大军，

发动“调北征南”战争，大军一部来到大西桥地区，先后建立了鲍家屯，九溪，吉昌屯，狗场

屯，中所屯等数十个屯堡村寨，是当时安顺地区屯堡人最集中的地区。他们在完成消灭元

军残余势力之后，转为军屯，田屯，商屯，担负起建设西南地区，保卫西南的双重任务，从此

以后，将中原和江淮地区先进的汉文化与古老的夜郎文化相结合，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屯堡

文化；运用江淮地区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农业生产，将贫穷、荒凉、落后的大西桥地区，建

设成为云贵高原上的“鱼米之乡”。直到今天，他们当年建造的古村落、修建的水利工程、

开垦的良田、传承的古地戏和古服饰以及独特的食品仍然在为人民造福。其中，鲍屯的古

水利枢纽工程，专家称为“黔中小都江堰”。大西桥镇在历史上人才济济，英雄辈出，杰出

人物不少。其中震威将军鲍福宝、贵州都司指挥使顾成、屯堡服饰专家鲍大千、明嘉靖年

间位并三公权高六部的太傅鲍南葵[国臣]、江苏安察使宋儒灏等，是杰出人物的代表。然

而，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今天，大西桥镇这块土地上孕育出的教授、专家、工程师、企业

家及能工巧匠数不胜数。他们奋斗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为人类创造大量财富。回顾过

去无数先辈为大西桥镇的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辉煌的历史。我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总

之，《大西桥镇志》是全镇人民用心血和汗水铸就的一部光辉历史，它是一面光彩夺目的镜



子。子孙后代可以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创造美好的未来。为此，这本志书值得一读。

鲍中行

(作者系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

2005年12月18日

乙刃



凡 例

一、本志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xgd,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

指导，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全面、客观和实事求是地记述全镇的历史，

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突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后改革开放成就的内容和大西桥特色。

二、本志是综合志，主要记述本镇范围内的天文、地理、自然、社会、政治、经济、人物、

风貌的全部历史现状，详述本镇屯堡文化的开发及发展。重点记述共和国建立以来特别

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发展史实，是大西桥镇的一部地方百科全书。

三、本志记事上溯至有文字记载之时期，下迄2004年12月31日。对2005年至本志

出版前政治、经济、人物、风貌的全部历史现状和发展状况，略述于后。图片收录至出版

前。

四、历史年代依历史称谓，年代称呼除专指外，均为20世纪。“安顺解放”日期为

1949年11月18日。对人物的专门记述按人物、名人、人名分别记述，记述人物坚持生不

立传的原则，主要记述本镇的革命烈士和受到相当一级表彰、对本镇作出过重大贡献、在

本镇具有显著影响、已经去世的人物；名人主要记述对本镇作出过重要贡献，在本镇具有

重要影响，受到过相当一级表彰，在本镇志出版前还在世的人物；人名是经过本镇领导班

子集体研究，决定录入本志的人名。

五、入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市、区、镇档案的收藏资料或已经公开出版的相关志书、旧

志、各类专著和相关研究资料。对部分资料明显不足的，通过采集口碑资料以补充。入志

资料已经严格考评、鉴别、审定，除部分行文需随文作必要说明外，其他一律不注明出处。

民族资料主要来源于各类专志。

六、本志为基层志，按章、节进行叙述。全志记述采用现代汉语文体，以第三人称进行

记述。行文力求按国务院1964年公布的简化字规范使用。

七、1949年前，历朝历代的各类币值，按当时币值记述，之后按人民币换算记述；各历

史时期度、量、衡按当时的计量单位记号，之后尽量以现标准进行换算。

八、统计数字以统计部门和相关业务部门公布为准。未公布的，运用有关职能部门审

核提供的数字。

九、因行政区域变更原故，历史上发生的各种事项，均以现境域为主线记述。所述诸

类事项，为避免与他境事物记述重复，故以本镇事物为主，驻境者简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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