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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936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主力长征到达大定(今大方)，

在县城福音堂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当时，我

正率部从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过安洛河进入大定境，在黄坪十里杜鹃林

与西进的国民党军队打了一个遭遇战，击毙1个团长，重创了郝梦龄部。随

即穿过百纳化育，越过六龙公鸡山，绕道东关林，直奔七家田。刚接近将军

山，’正遇从大定向毕节进发的敌人先头部队7个连，我军立即将敌包围，仅

1个半小时就将敌全部消灭，遏制了敌渡鸭池河后向我急进的不利势头。战

斗结束后，我登上将军山，看到这座山横亘10余里，是一座通往毕节的天

然屏障，便决定控制将军山以阻击后迫之敌。我们在山头上修筑工事，一道

露宿在茅蓬中，严守阵地。几天后，敌人分两路向我们仰攻。我以自己的特

殊战法对付敌人，命令部队隐蔽在工事内，不发出任何声响，待敌人逼近

后，将手榴弹一甩，突然发起反冲锋，把敌人击溃，我军追击到敌主力展开

地带，缴获步枪百十支，子弹万余发。这期间，国民党军有万耀煌、樊嵩

甫、郝梦龄、郭汝栋4个纵队共7个师1个旅，以其中4个师的兵力进攻将

军山。我则利用这个屏障阻击敌人的进攻，赢得了红军的战略转移，中华苏

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也顺利迁到毕节。我们在这一带开展游

击战和群众工作，宣传长征，宣传革命，宣传红军，组织游击队伍，开展扩

红运动，大定有2000．多名青壮年踊跃报名参加红军，壮大了革命力量。红

军主力离开大定转移到毕节后，红六军团政委王震接待了赶来寻找红军队伍

的大定六寨苗族游击团代表王义佳等人，向他们赠送了团旗、枪枝、弹药，

并与之照像纪念，红军与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经过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国人民取得了胜利，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宣告成立。1984年我来到阔别多年的大方，重上将军山，看望这

块故土和这里的人民。回首48年前，今非昔比，感慨万千，应当地领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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嘱请，我高兴地题写了“将军山之役纪念碑”8个字。

1994年，我再次来到大方，与地委、县委领导重游将军山，瞻仰了巍

巍屹立的纪念碑，讲述当年将军山遭遇战及将军山之役的全过程，并与大家

畅谈了党的富民政策和大方发展的前景，我这个老兵当然是非常高兴的。

新编的《大方县志》记述了历史，展示了美好的未来。愿新县志在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大更多的作用!是为序。

一2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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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新编《大方县志》即将问世，县志编委会嘱我为之作序，因感工程之浩

繁，取材之广泛，编纂之艰辛；况“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于《大

方县志》来说，当是功不可没，于现在乃至今后大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建

设，应是大有裨益，故欣然命笔。 ：

大方编修地方志颇有渊源，清乾隆年间即有编修，至道光二十九年，知

府黄宅中主修《大定府志》，凡60卷，为贵州四大名志之一，时云贵总督林

则徐评价日：“深叹编纂之勤，采辑之博，选择之当，综核之精，以近代各志

较之，惟严乐国之志汉中、冯鱼山之志孟县、李申耆之志凤台，或堪与此颉

颃，其他则未能望及项背也。”继而至民国15年，《大定县志》又刊行问世。

其成果，若以边远之邦来看，也算是蔚为大观了o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于今编修的社会主义第一代新方

志，旧志与之相比，自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其观点，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

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反映历史发展

的规律，特别是解放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兴衰起伏。其资料，广博而

具体，特别是经济建设的资料，为全志十之四五，摒弃旧志重人文、轻经济

的弊端。其体例，宏观与微观、纵分与横排、定性与定量，相互配合，相得

益彰，讲究分类的科学性，记事的相互联系性。其文风，流畅而自然，不着

猎奇之词；朴实而严谨，不加妄断之语。新编志书，集思想性、科学性、资

料性于一体，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可研究性。

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加强基本国情教育，县情为国情之一部，或国情之

缩影。《大方县志》的问世，为基本国情教育，为了解县情、研究县情，提

供了系统的资料。“前世不忘，后事之师”，我们有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14

年的辉煌成绩。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使农业生产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带

动各行各业的蓬勃发展，工农业生产实现了翻番，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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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长足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然而我们也有令人扼腕的岁月，也

有曲折和失误。一言以蔽之，一部县志，既记载了我们的历史，也记载了我

们的现实；既记载了我们的优势，也记载了我们的劣势；既有成绩，也有失

误。唯此，望各级干部及广大读者，悉心研读，于心有所得，于政有所资，

方不负编纂之初衷。更望县志付梓之后，在其基础上编辑乡土教材，提供给

中、小学生进行国情、县情教育，不失为慷慨之举。

我们身在大方，当认识大方，研究大方，宣传大方，唯此，才能更好地

建设大方，振兴大方。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编纂《大方县志》的目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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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大方县位于贵州省西北部，毕节地区中部，乌江支流六冲河北岸，气候

温和，雨量充沛，是汉、彝、苗、白、蒙古、仡佬等多民族杂居的县，具有

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早年济火献粮通道助诸葛亮南征有功；明代奢香开辟九

驿，大方成了水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明太祖曾赞扬“奢香归附，胜

得十万雄兵”。随着历史的推移，而今的大方县城成了全省九个文化名城之

一o j’

‘大方的自然资源十分丰富。有量大质优的无烟煤、硫铁矿、高岭土、大

理石、硅石、坡缕石、累托石等十多种矿藏；有营养丰富的刺梨、弥猴桃、

竹荪、天麻等野生植物；有久负盛名的生漆、漆器、皱椒、烤烟、芸豆等土

特产品；有风光绮丽的百里杜鹃、九洞天和待开发的四方洞、千鹭群溪等旅

游名胜；有奢香墓、唐代慕翁九层衙门遗址、明代驿道、千岁衢、中华苏维

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旧址和七家田将军山等文物保护单位及纪

念地。每年还举行民族风情浓郁的苗族跳花节、彝族火把节等盛大节日。这

些，对于研究黔西北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勤劳勇敢的各族人民紧紧跟着共产党，自力

更生，艰苦奋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改革创新，党和政

府对地方经济建设更加关怀。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地的领导常来视察，对发

展大方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乡镇企业等作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指示，还

拨款解决大方县城人民饮水、通讯自动化工程和发展经济的重要动脉一大
纳公路等的建设；县自筹资金建设西大街，全县36个乡镇公路、通讯全部

接通，村镇建设进展较快。县城有设计能力为4000 f-j的自动电话楼，可直

拨全国各大中城市。大方的发展潜力很大，是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

验区的一部分，正在进行建设和开发试验。

党中央、国务院、省、地的关怀极大地促进了大方人民奋发向上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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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激励了大方人民拼搏的意志，兴方富民激发了大方

人民求实进取的精神，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均有可喜的成就。全县工农

业总产值1991年达到22900万元，是1980年9001万元的2．54倍。农业喜

获丰收，工业、乡镇企业步步推进，金融事业长足进步，市场繁荣，烤烟成

了我县重要的经济支柱；煤、硫铁两矿有新发展，坡缕、累托两石等十多个

矿崛起，“长防”、“长治"和农建工程又有新进展，生态环境向好发展，文化、

教育、体育等事业也有新突破，人口得到有效控制。随着各项事业的蒸蒸日

上，人民生活日益向好，可谓政通人和，百业奋兴，进入了崭新的时期。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编修的《大方县志》，是几

经研讨、三延下限、四调班子后用新材料、新方法、新体例、新观点，倾注

社会主义的新思想，突出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新志

书。对大方两个文明建设更上新台阶，将产生更深远的影响，使存史、资

政、教化更相得益彰，是为序。

一6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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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四

1992年底我调来大方工作时，恰逢县里召开新编《大方县志》审稿

会。作为加入大方建设队伍行列的一名新成员，有幸参加这一集专家、学

者、修志同仁和历届在大方工作过的老同志于一堂的盛会，对于加深我对大

方的认识和了解受益良多。

大方是一块美丽、富饶、充满希望的宝地。居住在这里的各族人民世代

和睦，友好相处，共同用劳动和智慧创造了大方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新

编《大方县志》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全

面、系统、客观地记载了古往今来大方社会历史的发展，社会地理的变迁和

社会经济的兴衰；突出了大方丰富的物产资源，美丽的自然景观，浓郁的民

族风情和百业的方兴未艾；反映了大方各族人民在历史性变革中所表现出来

的雄心壮志、献身精神和时代风貌。

历史是一面镜子。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事物的发展总是遵循一定的规

律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历史也不例外。在大方的历史发展中，有起

有伏，有兴有衰，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编纂志书的目的正是本

着“存史、资政、教化"的功能，启迪人们客观公正地对待历史，全面系统地

认识现实，信心百倍地创造未来。

新编《大方县志》，资料翔实，内容丰富，是一部为当地党政领导提供

决策依据的资料书，是一部爱国爱县教育的好教材，也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可

贵的精神财富。这部志书的出版发行，对于那些为大方的发展进步和为大方

的解放事业而献身的英灵是一种告慰；对于健在的、曾经在大方战斗和工作

过的前辈们，将唤起他们已逝的年华和火热的激情，继续关心、支持大方的

发展；对于正在前进中的大方，将进一步激发各族人民的时代紧迫感和历史

责任感，立志身在大方，热爱大方，建设大方，献身大方；对于客居外地的

大方籍人士，亦将唤起他们对故乡的眷念之情，为家乡的发展献计出力。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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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同时，这部书的出版发行，对于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推进大方的对外合

作与交流，使外界更多地、更全面地了解大方，进一步提高大方的知名度必

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人们每办成一件实事，总要留下一道历史的

轨迹。新编《大方县志》能够如期付印出书，主要得益于上级业务部门的精

心指导；得益于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得益于全体修志人员的共同努力。于

此我以为，如同这部书将产生的效应一样，所有关心支持《大方县志》编纂

工作的单位和同志，所有为《大方县志》编纂工作出了力，流了汗的人们，

将与本书齐名，永远载入大方的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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