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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在我国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中占有

重要地位。息烽有志，始于民国。由于历史的局限，民国《息烽县志》难以

满足当今资治、教化、存史的要求。所幸者，当历史进入八十年代，我们在

实行全面改革，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候，迎来了“直世修志”。自1985

年县建立编修机构，筹备编写息烽新方志以来，全体编修人员历经6裁，在

整理出版民国《息烽县志》的基础上，完成了新县志的编修工作，终于为我

们提供了一部“一方之全书，，o

新方志在吸收旧志精华的基础上，客观地、多角度地反映了息烽的沧桑

变化，弥补了旧志的很多不足。新县志重点突出经济建设，反映科技进步，

讴歌时代精神，着眼于县内大事和民族业绩，张民族之正义，抒人民之心

声，充分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多年来息烽政治、经济、文化及其

他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JD多年来，随着“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这一时代主题的确立和开展，息烽的各项事业更有了较快的发展。

每个国家和民族都需要从自己祖先奋斗的历史中去吸取精神营养。新编

《息烽县志》为各行各业，各界人士鏊往知今，开创未来提供了较全面的情

况。为我们了解昨天，认识今天，建设明天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我们应

继承前人为我们所创造的一切成果，把前人创造的历史经验和民族精神总结

出来，发扬光大o ．

但是，一切过去的历史都以“今天”为归宿。我们决不能满足于咋天的成

就，谴恋过去，把自己编织在五彩梦中。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同时，应清醒地
看到自身的问题和不足。从纵向看，我们有了较快的发展；’从横向此，我们

与发达地区还有很大的差距。息烽地处内地，从历史角度看，开发较晚，处

于封闭式的经济发展时间较长i因此，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都难以适

应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从现实角度看，基础条件较差，这对实现息烽经济

的高速发展增加了难度。纵观历史和现实，我们应增强紧迫感，加快经济发

展步伐。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o ．

历史是在改革中前进的。回顾自1978年以来改革的实践。每一项成就

无不紧紧地系于改革的命运之轮。面对当今改革的潮流，历史正在向我们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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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改革则存，不改革则亡。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不允许我们因循守旧

跎岁月。我们要动员全县人民，号召各条战线的人们积极地投入到各项

之中，抓住机遇，加快观念的更新，加大改革的力度，在实际工作中拿

一我十的力气投入到各项建设中去，奋力推进息烽各项工作向前发展。只有

这样，当我们把过去、现在和未来融为一体的时候，才能胸怀全局，’在改革

中去迎接未来，在开创息烽经济建设新局面的过程中百倍地增加勇气，才能

真正地把握现在，大力推动各项改革的发展，为明天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

境。 ，

‘’
’

‘新方志告成，是息烽一项重大的文化建设成果，是全体编修人员积多年

之辛劳奉献给全县人民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大亨，特作

此序，以表祝贺!并借此向全体编修人员、对志书提供帮助的专家和各有关

部门深表谢忱。

一2一

中共息烽县委书记 陈华祥

1992年12其28 B



．‘新编《息烽县志》；这部洋洋百万字的大型资料书，经过6年的时问和百

余人的努力，即将诞生了。我接到书稿后，不胜感奋。 ：·
7

，?‘，·4

息烽是贵州省一个多民族的县，位于黔中腹地，人民勤劳，气候宜人；．

交通方便，，资源丰富，有许多得天独厚的条件，潜在优势很大；发展前景广

阔。新编《息烽县志》一书，客观地、全面地记载和反映了这些历史事实。

读者读了会觉得在读一部明白晓畅而又严谨切实的历史。从中可以激发对息

烽过去历史的向往：引发对息烽今后发展的思索o ‘

·

．修志，历史久远。前人早有“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县者以志为鉴”之
、 说。新编《息烽县志》的作用更在于以志为鉴o 1992年春，我因工作需要

，一 调离息烽。我希望息烽县的同志们应借助新编《息烽县志》的问世。做好两

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充分认识息烽历史，熟悉县情，不仅要熟悉息烽的

自然地理和丰富资源，而且要熟悉息烽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只有全面，
。

地、系统地、准确地把握息烽县情，弄清县内历史发展的脉络，才能高瞻远

瞩，驾驭全局，适应加快改革开放步伐，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

另一方面，将县的经济发展优势和各种丰富资源向国内外、．省内外作很好地

宣传、介绍。让国内外、省内外各界人士了解息烽、关心息烽。息烽是一个 。

具有广阔开发前景的待开发县。对于待开发县，既要用自己力量，自己资

源，从实际出发，有的放矢地搞好经济建设，为今天现代化建设作贡献；又

要大胆地、真诚地欢迎国内外、省内外到本县来投入资金、技术力量和先进
’

设备，，而这件事的第一步就是要广泛深入地宣传好息烽县情，让各方朋友愿
， 与息烽进行多种形式合作，使他们在开发息烽，振兴息烽经济中愿意出力，

愿意贡献。
’

．’

，

当然，由于新编《息烽县志》历史跨度大，内容资料多，加之解放初期

全部历史档案被焚和“文革"JD年对档案资料的损坏，难以做到十全十美，

这是显而易见的。至于编辑中存在的问题，更是难以避免。总之，一部历史

跨度如此甚大的新编《息烽县志》，仅用6年时间，从搜集资料到撰写专

志，·从定审专志到总纂县志，从搜集资料．27加余万字中，经过精心选材，

匠心取合i形成百万字的鸿篇巨著，却是前人修志难欲比拟的，也是很不容 ．

眵7



易的。

新编《息烽县志》的出版发行，是息烽各族人民的一件喜事，凝结着全
。

县人民的智慧，是各级党政正确领导，人大、政协和各有关部门大力支持，

各行各业积极提供资料，参与写作，同心同德，协同“作战"的结果，新编

((息烽县志》的诞生，也是全体鳊修人员辛勤劳劝的体现，数年来，不少同

志兢兢业业，任劳任怨，默默无闻，卓有成效地工作，付出不少心血，使之

得以成功。同时，在新编《息烽县志》的编纂过程中，得到了省志办、行署

地方志办和有关专家、教授、学者的具体指导和无私援助，使志书质量得以

提高。值此志书问世之际，谨向为这部志书出过力、服过务的人们致以衷心

的感谢和诚挚的敬意o
“

愿新编《息烽县志》在建设和发展息烽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中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o 、

·

，．

’

原息烽县人民政府县长 陈建忠

s 1992年5 R 24日j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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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烽县志》历时数年，终于出版了。借此机会，我谨代表息烽县

，县志编纂委员会向领导、帮助和支持这次编修工作的县委、县人

协，省、行署方志办和有关部门及全体编修人员致以衷心的感谢!

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宋时，郑兴裔就说过：“郡之有志，犹

，可以查民风，验土俗，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志书是经世致用

来以“官书’’、“政书’’著称。清代制定的“莅任初规"中，第三条即“览

年春，我受命在息烽县人民政府任职，初来乍到，头绪纷繁，对

县情之了解一鳞半爪，很想有一本全面介绍县情的工具书，常置案头，需之

则取，用之便阅，于是想到新编的《息烽县志》。庆幸的是，在我任职不

久，志书便付梓了o

志书问世后，如何运用?这又似乎不是我先前想象的那么简单。民国年

问，顾颉刚先生曾感慨地说：方志“如此缜密系统之记载，顾无人焉能充分

应用之，非学术界一大憾事耶?”实际上，志书的运用不仅限于学术界o‘旧时

阅志书仅限于官吏，藏志书只限于官府，强调·编修以叙政为主，功用以资治

为主，黎民百姓无从问津。新编志书则不然，它面向社会，面向．各个阶层，

各个行业，使其对一地有一个较为完整的了解，相互有所比较和鉴别，避免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此其一。志书，又被称为综合性史书，历来有“补

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的特点。唐代李世民认为：“以史

为鏊，可知兴替。”了解一地的历史，可对比其各个历史时期，各种不同制度

的优劣，知其兴衰、演变和进步，此其二。志书，也有人称为地理书，不少
蜊 篇幅记载地质地貌、气象山川、森林矿产等各种自然资源，使为政者、教学

者、研究者知其一地物质基础之厚薄，自然条件之优劣，蕴藏资源之丰匮

等，确立一地经济发展的方略和措施，减少其随意性和盲目性，避免不必要

的损失，此其三。记载一地之风土人情，是志书的重要内容。观其一地民风

民俗之变化，察其人民衣食住行之实情，以立足现实，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

平，逐步改变当地落后习惯，促进杜会新风尚之建立，此其四。事实上，历

代统治者对志书的功用都是比较重视的，只是各个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



和阶级关系的不同，志书的功用、善恶也相异。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研究历史，研究现状，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是

我们的主要任务。新编志书，在二定程度上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资料。希

望新编《息烽县志》能得到很好的运用。 。

时值志书出版之际，甚为欣慰，谨将上述看法以为序。一¨．，

一2一

息烽县人民政府县长黑卫平

1992年JJ+月23日



凡‘ 例

一、本志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编地方志，定名《息烽县志》。

二，本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处理整体结构和资

料，使之能存史、资治和教育，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
’

三、记述范围以息烽县行政区划为限。划入政区，以划入时开始记述；划出政区，

以划出时停止记述。

四、本志断限时间，上限不限，下限一般至1990年。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

政协领导人更迭记至1992年，建镇、并乡、撤区工作及1990年后的行政区划记入志书

附录中。 ’?

五、时间称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纪年，书朝代年号，夹注公元纪年，“年”字

书在夹注之后，注中不书“公元’’及“年’’字l公元前纪年，夹注中加“前”字I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立后，按公元纪年，亦不书“公元’’二字。为便于政治变革时期的划分，“解放前”

和“解放后"的称谓，以1949年11月17日．S烽解放日为线，以前称解放前，之后称解

放后I“建国前”和“建国后’’的称谓，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日为线，

以前称建国前。之后称建国后。。

六，名称称谓均写全称。名称较长，出现频率较高著，首次出现时，夹注简称，以

后写简称；古地名变更者，央注今地名。

七，志书内容按事物性质分类，不受部门分管业务限制。

八、志书体裁用述，记，志、传、录和图、表、照，以志为主体。

九，志书结构以篇、章、节，目4个层次组成。目以下需分类者，按其记述内容在

自然段开头标一子目。子目有提示意义者，用冒号表示，其余空一字间距表示。

十、党、政、军、民机构，在政党、政权、军事、群团各篇中记述；乡级行政机

构，在政权篇乡镇人民政权中记述；企、事业机构，在相关章节中记述}学术团体，在

科技篇中记述。 ，

十一、公元纪年的时问表述、数据，书页编码、百分符号和千分符号的百分此、千

分比，用阿拉伯字记述；“2”数根据读音，或用“2’’，或用“两气其余均使用汉字。

十二、文字中的数据，除个别情况外，一般以个为单位，超过万以上数椐，以万为

单位。

十三、计量单位，一般按标准计量单位记述。对需保留历史资料和不便换算，j!}，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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