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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水县地处贵州省中南部，境内山川秀丽，、土地肥沃，资源丰富，气候宜人．生活在这

块二千四百七十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三十三万汉，布依，苗等民族人民，伴随中华民族发展壮7。

大的历史脚步，创造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j：，1 ·‘．．． ：，‘· ’

， 惠水县五代时曾在今县城南十五里处的卧龙岗设置南宁州，宋朝时在今涟江一带有。西i．，

南夷五姓番，．七姓番静，元朝所置的八个安抚司，著称搿八番∥；明朝时期土流并治设置的程

番府，定番州，都在今县城内。 ·一。 一。．oj√ 。。o
’

；： ．。 ．．

惠水县各族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史。清成同年间，抵季的陈乔生领导当地农民反抗

清王朝和土司的横征暴敛；民国时期董上苗族群众数次组织起来痛击国民党军警的血腥镇

压。一九三五年四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途经县境。播下了革命火种，揭开了惠’。

水地区人民革命斗争历史新的一页．一’ 一+
’

： 。|：、．，；。：*
?

‘。
，t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惠水。全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经过三十多年的艰苦奋斗，进行了历史上伟大而深刻的变革，发展了社会主义的”

经济、政治和文化。工农业生产蓬勃发展，教育，文化，科学，卫生等各项事业欣欣向荣，人’

民生活不断改善，旧貌逐步换新颜。如今已为稻米，水电，柑桔，路网之乡，瞻望前景，令

人为之欢欣鼓舞．i
’‘

j．， 一‘
j j’’：．”～

一九八二年，县委，县人民政府本着盛世修志的精神，决定重新编修一部新的‘惠水县

志'。这部县志以新的观点，新的资料、新的方法进行编纂，它以叙为主，详今略古，求实存

真。较全面地记述了全县政治_经济，军事，文教卫生、民族习俗等各个方面的历史演变。．
’

。上溯千年，下限至今，是一部具有时代性，科学性，’资料性的地方。百科全书-。 ，+
．

·。全县各族人民为编修成一部社会主义时代的新县志而感到由衷的高兴。只有清楚地了解

昨天和今天，才能满怀信心地展望明天。我们深信‘惠水县志’的编纂出版，将会给全县各

族人民鉴古知今，继往开来，带来资治，存史，教化的作用。
’

县志付印，无限欣慰，命笔为序，藉以向几年来为编纂工作付出巨大心血的同志们表示

深切的谢意． 。 。

．
％

中共惠水县委会书记 郝鑫中

一九八八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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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惠水地方从五代设州治以来，因地遥境僻，文化萧疏，千载兴衰，’志记甚微。清康熙年

’间，郡人夏文炳主纂《定番州志'，亦未刊印。后历经二百七十余载，县长陈惠夫于民国三十兰

年(1944年)聘县内人士，依原稿抄本作增补付印，称《校印定番州志'。所记之事，疏漏简

略。 一。’ 。1 ，j’一
．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惠水地方百事俱兴，盛世修志，势在必行。。中共惠水县委．

会，县人民政府于一九八二年作出新编‘惠水县志'决定，建立县史志编纂委员会及办公

室，同时组织写作班子进行采编工作。 ，⋯一，．
。

一1 ：

一编修志书，首重资料。为了广征博采，．先后派员到安顺地区档案馆，贵州省图书馆、博

物馆、、档案馆以及县属各单位查阅卷宗和书籍上万册，摘抄史料千余万字。采编者翻山越

岭，忍饥受寒，访问故老，搜寻遗迹，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积累了宝贵的文献。

、‘县志是严谨，朴实的资料书，是地方的科学文献。‘在编纂中，办公室主撰人员从始至终

傲到：熟史料，匡全局l严体例、舍重复，别门类，明侧重；重现代，叙突出，辨真伪，避

抵牾，统文风，弃华浮。历时四个春秋，在浩繁的史料中历尽艰辛，披沙拣金，集成十篇，

五十七章，=百二十节，七十余万字的‘惠水县志’。仅篇目推敲，易稿十五次方成。每个章!·

节琢磨十数遍才定。志稿初成，原办公室主任，主编龙海生，积劳成疾，与世长辞，每念及：

此，深寄哀思。。． ， t 7。。 “”
，，

■

编修县志，得到省，州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各级领导、专家学者，以及中国地方志指

导小组人员亲临赐教。因而严守规矩法度，免予差错。县属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企事业单

位、区(镇)、乡(镇)和省市属厂矿大力配合，地方各界人士热心支持、参阅审校，终于纂

成社会主义时代第一部新县志，系统记录了惠水的历史和现状。今付印发行，不胜感奋，谨

缀数言，聊表挚忱． 1

·2·．

I 惠水县人民政府县长徐德椿
、、一．．

一九八八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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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书以历史时序为经，事件，事业为纬，按照记，志，传，图，表、录体例，横排

竖写。上限时间因事追溯，下限时间到一九八五年底止．由概述、大事记、地理篇、政治

编、农林水篇、工建交篇，财贸篇、教育篇、文化卫生篇，民族篇、人物篇及附录所组成。

共计五十七章，二百二十节。篇统章，章统节，节统目。 ’t

二，记述中采用语体文，记叙体。第三人称记写。行文中按照国务院一九六四年公布的 、

第一，二批简化汉字规范使用。已经停止使用的异繁体字，’在为保持引文原样的情况下使

用。引文中的原残缺字用口口"补上。

三，为避免记述重复，有关历次政治运动、军事活动，要闻事件，散见于<大事记’及

有关章节。
。

，

四，按史家通例，不为生人立传(生人先进模范事迹在各有关章节中简述)，凡立传者，．

主要为社会影响较大的已故知名人士。以正面人物为主，兼有个别反面人物，以作后人资

鉴。
。

五，历史朝代纪年称谓，历代政权机关、党派，团体名称谓和职官名称谓，均按当时历

史称谓记写。朝代纪年，用括号加注公元纪年。公元后纪年略去口公元弦=字。

六，地名称谓按各个历史时期的称谓记写，原地名与今地名不同者，在第一次记写时用

括号加注今地名。

七，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以前的各类币值，均按各个历史时期的金融币制，币值记写，一

九四九年十=月至一九五四年的币值按一九五五年新人民币币值换算后记写。各个历史时期

拘度量衡计量，均按当时计量单位记写。

八，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以后的全县性各类综合统计数字，采用县统计部门的统计数字，

有关业务部门的单项业务数字，采用本部门的统计数字。，

九，全书资料凡录自省，州，县档案部门馆藏资料的一般不再注明出处。对少数录自有

关报刊，书籍，回忆录，采访调查记录的资料，文中注明出处，以资考证。

十，由于行政区域变更较频，历史上发生的各种事项，均以当时行政区域范围为主线记

写。

十一，历史上各部门建置，均按各时期实际执行时间及既成事实情况记写． j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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