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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镇远县志’，经历了9个春秋的编写而出版问世，这是镇远县各族人民在文化建设方面

取得的·项丰硕成果，值得庆贺．
’

、

镇远，原是黔东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向称。黔东重镇、滇楚要冲”．史书载，

。欲通云贵先守镇远一．这里群山耸立，诸水并流，东扼入湘之门户，西为滇黔之孔道，既是
京师与滇黔保持联系的驿道，又是中原往云贵高原通向西亚、东亚的。南国丝绸之路”。聚居

在此的汉、侗、苗、土家等23个兄弟民族，数千年来，用勤劳的双手，耕耘着这块肥沃的土

地。矗立在峭壁上融合各民族建筑特长和工艺技巧、独具一格的青龙洞古建筑群，为镇远大

增异彩．使之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高峡平湖的涣阳河沿岸鬼斧神工般的风光，形成了国
家级渗阳河自然风景区．镇远，真可谓黔东的一颗明珠． ：

。

千百年来，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各藏人民，一代接一代地开拓．耕耘、斗争和建设，创

造出比较发达的经济和丰富多彩的文化，涌现了许多仁人志士，积累了无数宝贵的经验和教

训。为使这些可歌可泣的史实启迪后人，清乾隆时期，曾编修<镇远府志》，为后世留下可资

借鉴的史料。以后百年同，虽曾有人提议甚至着手搜集资料编写县志，但终未产生可供刊用

的稿本．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忙于民主建政和经济建设，未能及时着手县志编纂工作，仅

少数人搜集资料．以后，由于。十年动乱一等历史原因，也不可能进行这项工作．中共十二．

届三中全会后，进入了全面振兴和改革时期，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各条战线呈现出欣欣向

荣的大好形势，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整个社会为修志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新编90余万字的‘镇远县志'就是在这种环境和条件下，在中共镇远县委、县人民政府

和上级修志主管部九领导，指导和督促下，在社会各界的支持、协助下，经历9年之久，终

于脱稿付梓．这部‘镇远县志>本着贯串古今、详今略古的原则，搜集了自然和社会各方面

的大量资料．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载本地情况，基本上达

到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体例得当，体现了时代风貌和地方特色的要求．尤其是建国以后的

史料，既充分反映了镇远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又如实记载了我们工作的胜利和曲折。一

册‘镇远县志'在握，可使我们深入了解镇远，对一方乡风，展卷可得，可以鉴往知来，对

为政者会有所咨考和启迪，对后人将提供丰富的资料和借鉴．

编修县志，是一项巨大的综合工程．‘镇远县志'荟萃了各部门修志人员勤搜苦求得来的

资料，凝聚了全体编写人员的智慧和辛勤劳动，更得到各方面通力合作和专家学者的热情帮

助和指导．在此．我衷心地向他们表示谢忱和敬意．由于史料残缺．时间仓促，琉满和不妥

之处，在所难免，‘热忱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i

●

镇远县人民政府县长姚本才



列入篇日系列，也不设章节． 一
1|．

三、本志上限迫本溯源不等齐．以搜集到的资料为始端，下限基本上截至1987年，有个

别篇章的资料则收至脱稿时，故下限也不整齐．一

四、本志表述体裁，以志为主，记传并用，图表穿插其中。 j
：

五、专志按事物性质设篇章，不受行政管理系统的限制，相同事物，不论其隶属何部门，

均编入同一篇章。

六，文体：概述，有叙有议，叙议结合，大事记，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其余篇一⋯均用记叙文体’_一寓观点子材料之中了～——
七、历史纪年，地理名称、历代政府职官，均用当时的习惯称谓．为了便于读者理解，书

中对古地名加注今名，对历代纪年加注公元纪年，历代纪年用汉字，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少

数必须以农历记述的则用汉字表述．’

八，‘人物篇>，按照史家通例，．不为生人立传。立传人物，以对社发展有较大贡献者为

主．亦收个别影响较大的反面人物，以本籍人物为主，亦载少数长期在本县工作，有显著影

响或做出一定贡献的客籍人士．立传人物，不区分类别，以卒年先后为序．

九、各项数据，一般均用本县统计局数字，统计局缺的，采用各单位考证鉴别后的准确

数字．
“

，

一．十、数字书写：凡表示数量的'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习惯用语、词汇、成语、专门名称和

表述语言中的数字，则用汉字．百分比用阿拉伯数字，几分之几用汉字．旧纪的年月日用汉字I

公元纪年一概用阿拉伯数字． ‘，
^“；

十一，本志资料来源于省、州、县档案馆、图书馆及正史、旧志、有关报刊和专著j有

关人士的回忆及各部门提供的资料．经考证核实后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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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镇远县地处贵州东南部，东南与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毗邻，东与玉屏侗族自治县接壤，

南部与三穗、剑河县为邻，西与施秉县相接，北连石阡、岑巩两县。总面积为1978平方公里。地

形东部窄长而西部较宽，略呈三角状，南北高中间低，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境内沟谷纵横，起伏

变化大，最高峰为海拔1322米，大部份地区属海拔400—900米之问的中低山和丘陵，分散在

河谷地带的坝子田多而小。除都坪、羊坪、江古、青浪等地有1000亩左右的坝子田外，其余多数

不到100亩。县境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四季分明，年均降雨量1278毫米，年均气温

24．8℃，极端最高气温为41℃，最低气温为零下11．7℃，无霜期234天，有倒春寒、冰雹、秋风、

雨淞等灾害性天气的影响． ：
；。

．一，

镇远历史悠久．秦为黔中郡属地。汉属武陵郡无阳县地，隶荆州．唐代称梓姜县属奖州龙

溪郡．宋代称安夷县．属思州。元置镇远溪洞招讨使司．后改为军民总管府。明永乐十一年

(1413)设镇远府，弘治十年(1498)置镇远县。清康熙二十年(1681)设分守贵东道。民国时期，

是贵州第八、第七、第一行政督察暑驻地．解放后，曾是镇远专署、黔患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府所

在地。由于地处滇楚关隘，地势险要，镇远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欲据滇楚，必占镇远”，素

有“滇楚销钥，黔东门户一之称。 ．．
．，

镇远名胜古迹颇为壮观。城东中河山的悬崖上．耸立着别具一格的古建筑群——。青龙

洞”，誉称“入黔第一洞天”，始建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建筑面积6156平方米。建筑结构精致

典雅，飞檐翘角，碧瓦红墙，重楼叠彩，巍峨凌空。五步一楼，十步一阁，曲径连绵如带．，j夺天

工的巨型浮雕，壮丽异常．整个建筑与石崖、溶洞、古木、藤蔓融为一体，既有临江远眺的楼阁，

又有幽深的寺院．湘黔铁路隧洞凿于青龙洞后，火车风驰而来，尤如巨龙腾飞，点缀得更有异

彩，使游人流连忘返。石屏山有四官殿，置于峭壁之巅，若天外琼楼，山脊上有古城垣、如卧龙藏

蛟。从上俯视全城古新建筑．鳞次栉比，车水马龙，令人心旷神怡．

镇远在历史上曾发生过许多有影响的事件。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林则徐赴任云南乡试

正考官，曾夜宿镇远青浪镇，次El由青浪抵镇远府城，留有《青浪El记》、《镇远日记》，并写有《相

见坡》及《镇远道中》诗二首，诗中赞誉镇远山水：“两山夹溪溪水恶，一径秋烟凿山脚。行人在山

影在溪，此身未坠胆已落．”清成丰八年至同治七年(1858--1868)，苗族农民起义领袖张秀眉的

义军据镇远府卫城达十年之久，义军以镇远为根据地，攻占青溪，玉屏及湘西．直抵沅州。清光

绪十年至二十九年(1884—1903)，爱国将领苏元春，带领镇远等地将士奔赴广西抗法前线，在

镇南关大败法军。清光绪十一年至十六年(1885—1890)。清廷亲自下诏在镇远县青浪镇创办我

国第一个官商合办的民用近代钢铁企业——青溪铁厂．1919年，镇远小学学生、工人、商人积

极响应北京“五四”爱国运动，进行罢课、罢工、罢市斗争，举行游行集会，消毁洋货，有学生在街

头写血书，反对二十一条卖国条约，表达誓与帝国主义、北洋军阀政府斗争到底的决心。1926

年，国民革命军二十军军长贺龙将军派其第二师师长镇远人秦光远来镇远与贵州省清乡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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