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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区志，属一种地方志，它记载一个区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

文化以及风土人情等的演变。使人们“前有所稽、后有所鉴”。因此，

编纂一部事实确凿、内容详备、观点正确、体例完善的区志，是惠及

子孙后代的一件大事。尤其在当今新的历史时期，更有承先启后，服

务四化的重要意义。 ，

据史书记载，从南宋理宗、宝佑年间，茅贡区始属黎境容江巴黄

军民长官司。到元世祖至二十年，隶属古州八万军民总管府，是黎平

县内建置较早的地区之一。侗、苗、汉、瑶等各族先民祖祖辈辈，相

依唯命，共同开发和建设茅贡，谱写了一部茅贡区的文明史。

茅贡区，地处黎平西部，山川秀丽，物产丰富，雨量充沛，气候

宜人又土地肥沃，无霜期长，阳光充足，宜于各种作物和林木的生

长，是人杰地灵的好地方。区境盛产水稻和杉、松，是县内主要产粮

区和重点林区之一；还盛产油菜、桃子、李子、核桃等经济作物和水

果，这些为人们提供了良好的生存条件。在历史长河中，由于受生产

资料私有制等的限制和束缚，优越的自然条件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

更不可能充分利用这些优越的自然资源道福于人民，劳动人民生活极

为困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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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政权，劳动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极大地调动了各族人民的社

会主义积极性。优越的自然条件开始发挥了作用。经过3 0多年的艰

苦奋斗，农业、林业、畜牧业、工付业、渔业、商业、供销、粮食、

金融、邮电通讯、交通运输和文教卫生事业等，均有很大发展，人民

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改善和提高。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
，

全会以后，农业政策放宽，农村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农业生产执行联

产承包责任制，调整了农村产业结构，大大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

极性，农村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人民生活大为改善和提高。我们相

信，只要全区四万各族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团结一致．共同

奋斗，茅贡就将会更加兴旺发达。 一

中共茅贡区委员会书记李孝柱

茅贡区公所区长·石大全

1 9 8 8年l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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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一、本志定名为《黎平县茅贡区志》。

。

二、．本志断限为上限于南宋理家宝佑年问(公元1 253至1 258年)，

下限于公元1984年。 o

三、全志采用语体文记述，录用原文的地方均加引号。文字一律

采用1 964年国家公布的简化字，需用民族文字的地方则用小括号注明

其汉字读音和意乎。、 ．一．，、，、， 一+ 二． ，， ，≯、

四、本志不单列民族篇尹民族部分分别在地理和社会篇中记述。，

五、1 9 4 9年以前均采用历代王朝年号，加括号注明公元年号。

1 9 4 9年以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旧纪年，志书中各章、节、目、

个位数均用中文数字排列。对两位数以上的统计数字、百分比和公元

纪年，则用阿拉伯数字载明。

六、本志的统计数字，农业、林业、人口以历年年报数为准：部

分统计数字由各单位提供。其余数字，由县档案馆和社会调查采访核

对采用。

七、政治篇采用分期记述。 ，

八、本志中涉及的职官和人物，一律直书其职务和姓名，不冠以

褒贬之词。对各个历史时期的历代王朝和政权机构均按其历史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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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法，以年代先

后为青。

十、地名采用l 9 8 2年地名普查资料，古地名则用括号注明令
、

地名。

十一、计量单位，除面积用旧制亩外，其余产量、长度均用公制

单位。

十二、名词第一次出现，一律用全称，以后用简称。用括号注“下

同”字样。

十三、本志里程按实际交通里程，区以县城为中心，乡村以区驻

地为中心。 ．

十四、全志为六篇2 2章7 8节8 2目。各篇列章，各章列节，，

各节列目。根据内容需要，有些章不列节，有些节不列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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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教⋯⋯⋯⋯⋯⋯⋯⋯⋯⋯⋯⋯⋯⋯⋯⋯⋯⋯2 2 6
，，

崇 奉⋯⋯⋯⋯⋯⋯⋯⋯⋯⋯⋯⋯⋯⋯⋯⋯⋯⋯2 2 6
／J、 - ⋯
迷 信⋯⋯⋯⋯⋯⋯⋯⋯⋯⋯⋯⋯⋯⋯⋯⋯⋯⋯2 2 7

●

．言．．⋯⋯⋯⋯⋯⋯⋯⋯⋯⋯⋯⋯·⋯⋯⋯⋯⋯⋯⋯2 2 8

第一节 方

第二节 谚

言⋯⋯⋯⋯⋯⋯⋯⋯⋯⋯⋯⋯⋯⋯⋯⋯⋯⋯2 2 8声⋯⋯⋯⋯⋯⋯”·”一”．．·．．·⋯⋯⋯⋯⋯⋯⋯么Z芍

语⋯⋯⋯⋯⋯⋯⋯⋯⋯⋯⋯⋯⋯⋯⋯⋯⋯⋯2 2 8

第三节’歇后语⋯⋯⋯⋯⋯⋯⋯⋯⋯⋯⋯⋯⋯⋯⋯⋯⋯⋯2 2 9

附一‘茅贡区姓氏统计⋯⋯⋯⋯⋯⋯⋯⋯⋯⋯⋯⋯⋯⋯⋯⋯⋯⋯2 3 1

附二’。长寿老人名录表⋯⋯⋯⋯⋯⋯⋯⋯⋯⋯⋯⋯⋯⋯⋯⋯⋯⋯2 3 2

附三本届修志始末⋯⋯⋯⋯⋯⋯⋯⋯⋯⋯⋯⋯⋯⋯⋯⋯⋯⋯⋯2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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