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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斜~久， 但必今久，创造i，@久

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创造明天
一一《正安历史文化丛书 》 序

蔡万权

正安历史悠久 ， 文化灿烂，人杰地灵 O

这里是西南文化教育发源地 ， 早在东汉时期，敢为人先的正安人 ， 就

以尹珍为代表，闯出 山门 ，将中原文明带回 ，润泽一方，让正安成为道德

文章教化之地 。

这里保留着深厚的古代历史文化积淀，蕴藏着丰富的近现代文史遗存。

这些丰富的文史信息，散发着穿越时空的古韵古风，展示着遥远时代

的美丽画卷，述说着正安历史文化的博大与厚重 。

岁月在再，江河奔流。 当我们审视着这块丰厚的土地，我们元不感念先人

的勤劳智慧与创造才能， 他们留给我们的厚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向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正安人与时俱进、开拓创

新 、 奋发有为、干事创业 全县面貌日新月 异、各项事业蒸蒸 日上、人民

生活显著提高，真正实现了从贫穷到富裕、从落后到文明 、 从封闭到开放

的历史性跨越 。 今天的正安，基础产业蓬勃发展，新型工业迅速崛起，第

=产业活跃兴旺，城乡面貌辉煌巨变一一呈现出社会政通和谐、人民安居

乐业、 经济繁荣发达的盛世景象 。

这些 ， 都有值得挖掘的价值，都有值得记载的意义，都有值得传承的

亮点 。

治天下以史为鉴，治郡国以志为鉴。

而就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每一分每一秒，都有极具历史价值的文化

在岁月的长河中流失，都有极富特色的民俗民风在消失， 都有地域文化被

同化和涅没，都有历史古迹被忽视和破坏 都有人文景观被毁灭和改变 。

文化是民族之魂，历史是人类杜会进程的真实记录 。 研究历史资料 、

总结历史经验、汲取历史精华，才能了解昨天，才能把握今天，才能创造

明天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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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J~些被岁月向洗过的历史残片，悍灭于黄沙，且11 没于荒草l 我们有责

任将其翻检 :1: 来，水 111-珍藏

而做奸文史资料的 1ïF.集 、斗在 丑11 、 研究、编剧、 H~ 版、发行 、交流 1 -.

作，发阵存*、资 1吱 、 I ，J-I站、盲人的作川 J ，为卡1- 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泊文

明丰n精冲文明 ill 设服务.挝人民政协义不容辞的丰Jþ 平职责 。

为此，在丛委、县政府的川力支持下. {F编第 T作#的辛勤j努力下.

在全县人民的共同关心 F ,Li:: '!X县政协本养认以过L 、 服务当前 、 JF创术

米、惠及后 |业的使命感，编辑 :1 : 版 《正安文史系列丛 I '; ~

《正安历史文化丛书》 立论精吁 |盯鲜明，史料1ft'确 I(~翔实，结构细致

而明 |晰，文 ð~i' l1.ì ，II~ Tfl j 什二 动 υ 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 i己述了 Il二安历史的风 L:;

变幻，浓缩 r lL :i<: 料 '会发展的艰辛历程 们 既灾 :1 :了 亲历 、;主儿、 亲闻的特

征，又极具历史价Ú'I 和政协特色 ; 既丰市了文且资料 宝库，为 II安的历史

研究、历史教学 、文 ι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史和| 资源，又增强了 j]二安人对这

片热土的脊恋和热爱 O

《正安历史文化丛 t~ ~ 是一 凶|镜子可以为1月人捉供历史的鉴，从， ~， 

I民以经验教训， !Jih地与时俱ili 、 不断创新， JF创新时期全县各项丁作的

新闻而，对振兴 IL去发展大业具有重大的现实忠义和|深涵的历史意义

《正安历史文化战 I ~~ 是一套有1(11 有肉、 j平实生动的水土文化建设的h教

材，可以对全H人民lli行爱 11i1 主义、丰 I~会主义教育，激励人们铭记历史，{Lf发

罔曲，热爱I正安、也设 IL安，刀在今后的历史 t们nJ "1-' 发挥旦大的感召作川J ，使

后人通过i主志学史.千私仰L斗a到IJI，'川.

(i正I正二安历史文化丛 1朽~ ~ 山 j足斗 X丸对、.t县 l政攻协文 3史l已:资料 j成戊果的-次检 |住阅}浏叫， j C 叶 1 凝

聚 f众多作者和l 文史资料 | \作者的心巾，在此，说向为编辑 : 1: 版 ~ Ll二丘 IJj 央

文化丛书》倾注心 )J 、关心支持的各级 'YL位和|各界人 |丁表不 i成挚的谢，在!

2 

我相信， 一个人文的正安.必注:是一个平11 悄仨j币的正安 !

在期待，守护后i主块土地的 If安人， 一定会继fH I :来， 1耳边辉也!

东方既 I~I ， f屯在 1忡 XlJ ， RI!惑而发，可了以上文字。

是为序 。

(作者系正安县政协主席)



革是行 "式化自 觉"曲曲S叶以获

践行"文化自觉"的新收获
一一序罗遵义 《正安史话》

曾祥钝

20 世纪 90 年代，苏联解体 、 冷战结束，此后，世界范围内依然杜会

动荡不宁、 经济危机时现、自然灾害频发，许多学者注崽到，表面看来是

由于经济发展不合用、资源、分配不平衡所造成，深层次看来却是一个文化

问题 。 美同著名学者亨廷顿强调"文明的冲突我国著名学者费孝画强

调"文明的共存" 。 费孝通提 11'， 了"各美其夹 ， 美人之美 ， 美美与共，天

下大同"这 J‘和 l i7Ii不同"的主张， jj:反复强调为达此 fl 的必须充分发挥

"文化向觉" 。

什么是文化自觉 ? 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

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手11它发展的趋向以"增

强对文化转型的自 主能力 取得为适应新环境 新时代而进行文化选择时

的白 主地位 。 " (费孝通 f'文化自觉"与中国学者的历史责任? )

我国经历改革开放 30 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为文化繁荣提供了经济基

础 ， 也对文化支撑提:l\了迫切斐求 。 道德滑坡、价值观扭曲 、 环境污染等

等重大社会问题，迫使我们必须对 I~I 己的文化要有"自知l之明民族的

复兴要求我们必须珍视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

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 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的深厚基础， 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同的重要支撑 。 " ( < 中共中央

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椎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 )

了解自己的文化，弘扬优秀文化传统，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O 地域文化

是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研究也应充分发悍"文化自觉" 。 文化底

蕴本来深厚的正安，近年来，在文史研究方面，建立了组织，开辟了阵

地，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活动，成果不断推山 ， <正安史 i舌》 即为新的成果

之一 。

3 



《正安史话} (下称"史话")之"新是它第一次以史话的形式对

正安历史文化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归纳 。

全书分为历史沿革、政治军事 、经济社会、文化教育、 地理风物等 5

个部分，以 126 个专题分别对 5 个方面的相关情况逐-进行介绍 。 每一专

题，或述说某一事件、人物，或介绍某一状况、 事物，较为具体; 综观全

书，贝IJ展现了正安古往今来的方方面面，让人对正安有一个整体的了解 。

"史话" 是已有研究成果的汇集，又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基础 。 已有

的研究，有的已经成熟或臻于成熟 ，有的尚须进一步拓展与深入，有的则

仅显其端倪，有的还可商榷 。 从这一角度而言 ，此"史话"之新，还包含

新的开始这一层意思 。

"史话"的出版，可喜、可贺 ; 更新、更多的成果，可盼、可期 。 特

写下以上文字 。

2014.8. 1 2 上午毕

(作者系遵义市政协原副主席 、贵州省写作学会荣誉会长 、遵义市历史

文化研究会会长 ， 著名文史专家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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