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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黔西县志》出版，这是黔西各族人民一项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为黔

西地方建设事业发挥良好的资政、兴利、施教和存史作用。

黔西地处贵州中部偏西北，古有“水西要害，贵筑屏藩"之称，杂居汉、彝、

苗、布依、仡佬等18种民族．境内沙井观音洞文化，是我国长江以南旧石器早期

文化的代表。据史考查：在战国后期，今黔西地纳入秦王朝的夜郎县，南梁起，为

昆明夷闽支卢鹿部控制，唐初，置龚州，历宋、元、明各王朝对这一地区都实行羁

縻政策，清康熙初年改土归流．黔西地方自然条件好，物产丰富。是国家烤烟、生

漆基地县和贵州油桐基地县；绿兰紫大豆含蛋白质居全省之首；有。爬山虎"之

称的黔西马(古水西马)已入《中国马品种志》。蕴藏矿产中的无烟煤质优而量

大。创于清代的砂芯和茶食至今仍畅销外地．风景有天然“百里杜鹃"√＼仙洞和

水西公园、观农台等处。《黔剧》也开创形成于黔西。古今名人，有誉为贵州三奇

男之一的清兵部尚书李世杰和解放后的战斗英雄易才学、郭兴科等。
、 黔西地方修志始于清康熙二十五年，至光绪十年的近二百年问，五次续修

《州志》，其中后四次刻印问世．民国时期，两次组织修志都以流产告终。清代问

世的四部《州志》，在搜集编纂黔西历史方面是有贡献的，由于历史的局限和资

料的不足，存在内容简单等问题，但仍有鉴古知今的参考价值。

新修的《黔西县志》，遵循有关规定原则，系统地记述了自晚清至1987年黔

西地方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反映了一百多年中兴衰演变大略和客观规

律；对旧志作了纠误补遗和考证；注重了经济方面的内容和独特的自然环境、方

物土产和文化等；重蔗记述了解放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方面

的巨大变化．可以说，全志达到了政治观点正确，资料翔实可靠，符合体例，突出

地方和民族特点以及文风严谨、朴实的标准．
’

解放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就倡导修志，县委于1959年主持编写出反

映解放十年成就的《黔西红旗飘》．1983年夏，县委、县政府组建县志编纂委员会

和采写班子，着手修志工作．此后的五年多时间，虽然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同

志调整三次，而修志工作仍继续进行．‘特别是1986年以来，进一步充实领导、加



强了采编工作。．《县志》从采集资料到编纂成书，工程浩繁、任务艰巨，但在县委

领导、县政府主持下，在各方面人士、县直各部门和各区乡的支持下，经编写人

员辛勤劳动，六易寒暑，终于告成。我们代表县委、县政府向所有关心和为《县

志》出力的人士致谢I ，

《黔西县志》可说是黔西地方历史的里程碑，希望同志们抽时f．1一读。古语

云：以人为镜，可知得失，以史为镜，可知兴替。了解过去是为珍惜今天、开创未

来。黔西各族人民必将为这部地方。百科全书一的问世而由衷地高兴。

中共黔西县委书记 朱世光

黔西县人民政府县长 刘荣俸

1989年12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按照《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编写，

力求详今略古、存真求实，使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统一．

二、本志用史志结合的篇目结构和记、志、传、图、表体裁，分概述、大事记、

专志、人物、附录部类。各专志按章、节、目程序，横排纵写、纵横结合、图表分插、

贯通古今，并酌情写无题引言。

三、本志上限，一般为1884年《黔西州续志》成书时，下限为1987年，为对旧

志纠误补缺，部分记述则超出上限时间。 ．

四、大事记采用编年体结合记事本末体，记述黔西地方自秦纳入版图以来，

在自然、社会方面发生的大、要事件。同时发生的以“△一代时。

五、人物，坚持生不立传原则，立传者以本籍有贡献和影响的正面人物为

主、卒年为序。在世者因事系人。革命烈士、为革命牺牲人员和本籍抗日阵亡将

士入录表。清代、民国的州县官，解放后县的党政领导人，在党群、政权志中列

表。 ，

六、年号，概从历史惯称，清代及其以前，用汉字书写，民国及其以后，用阿

拉伯字书写；解放前的年号，只在大事记中用阿拉伯字括注公元年代，省“公元"

和。年一字，其它各篇，一概不加注。

七、朝代、政权、军队、党团、职官，均依从当时的定称，直书其名。1949年11

月25日后简称“解放后一。

八、数据，以县统计局提供的为准，统计部门缺的，依从业务部门的数据。

九、地名，以《贵州省黔西县地名录》为准，涉及古地名或重要历史事件的，

适当加注。
’

十、章、节、目和子目序号均用汉字；度、量、衡则沿用相应时期的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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