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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意更新，有益当代惠后人；十载耕耘结硕果，黔东思邛献嘉

珍。梵净山麓垂青史，千秋伟业璧辉生；改革铸成回天力，兴印富民志为镜一。

恕以此作为《印江自治县志》出版成书的祝贺；同时也以此作为对前几届政

府、县志编委，对县志工作付出辛勤努力的各级党政领导表示感谢；另外也

以此作为对全体修志人员的慰问。

印江地处黔东边陲，历史上受荆楚文化影响，人杰地灵，是贵州历史上

建县最早的县份之一，早在殷商时期就有人类居住。境内文物众多，土家、

苗、汉等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灿烂多姿的、古老的民族文化。据若干史料记

载，境内自隋末唐初起，就设有思王县和思邛县，具有悠久的建置历史。唐贞

观年问境内的梵净山就已名扬天下，成为佛教圣地，妙玄和尚为梵净山天庆

寺中的第一代住持僧，后世称为辟山先师。 ·

由于地理环境和历史的原因，造成印江交通闭塞，文化落后，经济一度

萧条，加之历史上土司政权的长期统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羁縻和束缚，使

印江的发展受到制约，尽管在特定的环境下，印江的人才顶石而出。到清代，

印江的民族经济和商贸往来、地方小手工业和地方土特产品都有了较快的

发展，民族文化从土司的羁縻中迅速解脱出来，到清末，全县举人贡生已发

展到数百人之多。柳元翘、戴仁禄等举人参加了“公车上书"签名，有徐龙骧、

陈天星等举人参加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刀为会员，为推翻清政府出任要职，

为国捐躯。县内的书法艺术普及而精深，堪称。书法之乡一，清末已发展成熟，

成为印江书法的鼎盛时期，闻名海内外的书法家有王道行、周以湘、潘鹄臣、

严寅亮，还有当代的魏宇平、王峙昌等。

印江的民族经济，历史上是按地方特色的思路而发展的。明清两代的拳

头产品有桐油、土白布、油布、雨伞、白皮纸、台合梨、朗溪蜜桔、朗溪水酒等。

特别是年产五十余万匹的土白布和年产3700吨的合水白皮纸，名列武陵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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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垄断黔东北十余个县(市)市场，并远销省内外。印江桐油几乎垄断川东

市场，清乾隆问印江知县李海观，晚年告归故乡著《歧路灯》一书时，曾作诗

云：。梦中偶到印江地，念我桐乡怃我民。"印江纺织更具特色，成为村户不可

缺少的家庭经济，知县马士芳也称印江城内是：“鸡鸣三更鼓印城，机梭窜巷

竟歌闻一。故还称“油桐之乡一、“纺织之乡刀。当今，处于人多地少，在困境中

求生存的印江人民，应该继承和发扬古人建设印江的精神，做出前无古人之

创举。并通过《印江自治县志》去寻求建设印江的答案，获得开拓、改进、发展

的新途径。

’《印江自治县志》自一九八三年底组建班子，开展编纂工作以来，认真按

照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1985年4月通过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因

地制宜，斟酌损益而编纂的。它系统地、全面地记载了印江的地理、经济、政

治、教育、文化、科技、社会风貌等情况。本志经有关专家评定，认为观点正

确、体例完善、资料翔实、科学性强、文风端正、语言流畅朴实、行文规范、数

据准确，可读性强。本志的成书，非仓促行文，编纂人员历经十年的辛勤努

力，八易其稿，获洋洋百万言的新志，创立了地方志的新特点。

《印江自治县志》资料宏富，门类齐全，纵述历史，横陈百科，是一部参考

价值较高的历史文献。整部志书笔有粗细、墨有浓淡；重经济而不过头，重文

教而适量；不求平衡、不平均用力、不忽视政治、力避艰深晦涩、内行外行都

有所照顾。对千余年的历史作宏观统览，形象深刻而又具体地作微观浓缩反

映。除重点记述建国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外，并囊括了当

地历史沿革、区域变迁、重大战事、文物古迹和自然特点等内容。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全县各族人民励精图治、顽强拼搏、政通人和、百业俱兴。

《印江自治县志》采取详今略古的原则，力图纠旧志之误，创方志之新。

全志古代部份的文字占百分之十；近代占百分之十五；当代占百分之三十

五；现代占百分之四十。可谓。开卷了然，若网在纲"。记事沿用了史书综合

的纪传体，辅以图表，力求文精而图美；并首列概述，间有钩玄，总括全书；次

列大事记，通贯古今重要史事；专篇分类详述地方自然和社会体相，以及人

物、献征，其详俗略政，详独略同，推陈例以启新格。记人物褒而不颂，贬而不

抨，通篇寓褒贬于史实中。前后丘吻一致，资料交叉有序，逻辑严而不紊。同

时还力戒千书一律、众口一腔、纲目一体之弊。上述种种，本志系因县而宜之



独创。

《印江自治县志》全面系统地综述古今，无稍遗漏。印江自唐末宋初沦为

土司政权统治以后，广大土家、苗、汉等各族人民不畏强暴，敢于反击苛政，

发动多次起义，明清时期尤为突出。1933年黔东北地区暴发了抗粮、抗捐、

灭兵的“神兵"运动，席卷大半个印江：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第六军团

来印江创建革命根据地，即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木黄会师”；红军在印江建

立苏维埃政权，发展革命武装，收编和改组神兵队伍，使印江这块土地，成为

较早的革命根据地、红色苏区。这段革命的光辉历史，志中作了详尽记述。

本志对唐以前，尤以唐开元四年(716年)建县以前略加记述，递而重点

记述自明弘治七年(1494年)以来县内的重大事件，千年历史与现状繁而不

乱，尤详于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建设与成就。

印江原为普通县份，1986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建立印江土家族苗族

自治县，首次实现区域自治，这是印江建置史上的转折和变化，故本志冠以

自治县志之名。一九九二年七月国务院公布为对外开放县。

编写县志乃千秋大业，服务现实，造福子孙，工程宏伟，任务艰巨，事业

光荣，意义深远，它将为全县各行各业及广大群众提供地情咨询，为客居他

乡、旅居海外的人士打开了了解家乡的窗口。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

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印江自治县志》将永远

是印江各族人民开拓前进的一面可知得失兴衰的明镜。

县长田建高

一九九四年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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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江自治县志》终于出版问世了。这是印江三十六万各族人民的一件

大事，也是印江精神文明建设所取得的一项丰硕成果，实现了全县各族人民

以及印江籍同乡多年来的夙愿。

印江，自唐开元四年(公元716年)有建置以来，至今已有1200余年的

历史。由于诸多的原因，在印江的历史上只修过两次县志．那是在晚清和中

华民国时期．首次修志是清道光十七年0837)至二十年(1840)，由知县郑士

范主修。郑士范在任期间，为印江的文化教育办了两件大事：一是编写了《印

江县志》，二是维修改建了雄伟的文昌阁。1920年组建了印江修志局，拉开

了续修《印江县志》的序幕，但惜鼓未鸣旗未张，适逢军阀割据，兵荒马乱，混

乱不堪，修志局不宣而散。直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民国年间的地方政

府又重提修志之事，恢复修志局。以柳琅声、饶永升为代表的清末举人，劳驾

途奔三载，仅存一三期报解刀万余字而辍业。

在漫长的旧社会里，尽管我县有众多的爱国志士、名人学者热衷于志书

编纂，终因官府腐败，天灾人祸，经济萧条，民不聊生而缺乏必要的财力、物

力，致使修志宏愿成为泡影。自我县首次修志起．历史已经过去了整整一百

五十年。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政策的春

风，我县修志大业得以枯木逢春。<印江自治县志》历经十年苦修出版，恰又

适逢文昌阁二次维修竣工，尤可庆贺。就修志而言，较今日浩繁之工，庞巨之

览，非昔可比。一言以蔽之，中国共产党伟大，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才有众手

修志的新成果。

《印江自治县志》自建立组织、收集资料到编纂、评审、定稿出书，用了整

整十年的时间。其间，县委、县人大常委、县政府、县政协及各部、办、委、局、

区(镇)、乡(镇)及有关单位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大力的协助。全县计有63

个部门直接参与修志，为《印江自治县志》提供资料的各界人士达四百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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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志是集数十部专志之精萃，纳众家之良言而辑纂的；经过省地方志专家、

学者及邻县志界同仁的指点，鼎力协助，八易其稿。因此，《印江自治县志》应

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i

’

在继承和整理旧志传统方面，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县志编写人员，将历

史上有关记述印江的资料，包括典籍、方史、碑碣等，点点滴滴，积腋成裘，辑

纂成册，以分时划代编纂整理成《印江县志·前志汇注》一书，计达三十余万

字。又因印江历史上长期系土司土官管辖的土家族苗族地区，土司政权多而

复杂，隶属关系多变，元明以后辖于思南、思州两宣慰司达数百年之久．为了

掌握和了解历史上的搿两思一(即思州、思南)与“两思"统辖下的数十个县

(市)，保持区域性的横向联系，编写了《两思研究辑览》一书，计五十七万字，

获省优秀研究成果奖。本志还有分析地继承了1日志故史中的精华，使之充实

和完善并连接了残缺部分。在资料处理上按照详今略古的原则，重点反映改

革开放后的十年巨变．对历史和现实的若干资料，都力求以辨证唯物主义与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和考证，去芜存真，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

编纂《印江自治县志》的指导思想，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

指导，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历史地、辨证地、发展地认真加以记述，既肯

定政绩，特别是四十多年来印江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也

力图实事求是地反映党和政府在施政过程中，某些具体工作方面的失误和

不尽人意之处，实事求是，是非分明。

<印江自治县志》力求突出地方特色，民族特点。梵净山自唐代起就已成

为佛教圣地。明清时期的油桐、土白布、白皮纸、雨伞、油布远销省内外，成为

当时的地方特产。古老民族文化中的傩文化、八卦铜铃舞、花灯等，足以代表

印江的传统文化。还重点反映了建国以来工农商学、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突出

变化，同时又大力反映印江因历史和自然因素，老、少、边、穷俱集，少数民族

人口众多的区域性特点。

在编写过程中，收集各种资料七千余万字，图片三百余幅，筛选出三百

余万字的总纂备用稿，整理参考资料百万余字。初纂为一百六十万字，第二

稿一百五十万字，第三稿一百四十万字，第四稿以一百三十万字基本定稿。

以后又由地志办，省志办和贵州人民出版社作多次修改，经过增删，仍保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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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三十万字。

《印江自治县志》的编辑出版，可供各级领导干部从中借鉴历史的经验

和教训，使之所作出的决策切近印江实际。它还可作为一部“乡土教材一，使

全县父老兄弟从中吸取教益，从而起到“资治"、“存史一、“教化一的作用。

值志书出版之际，谨向全体修志人员的十年辛劳和关心《印江自治县

志》编写工作的志士仁人，以及提供资料、提供条件、热情支持、密切配合的

单位和同志一并致谢。

(前任县长) 杨清富

一九九二年元旦

；

1



凡例

凡 例

一、本志为印江建县以来的第二部县志，上溯年代至隋唐，部分资料略

有前推，下限至公元1990年。资料来源有口碑、前志、宗谱、历史档案、调查

笔录及其他典籍等，提炼成志文之后，不注明资料出处。

二、志文分篇、章、节、图表、传略、附录等。

三、志文内容的详略，视其事物独立发展时问的长短，范围大小，积累的

档案资料多寡而论。

四、凡涉猎有封建王朝统治时期，附加国号和公元纪年加以对照，以便

查找。

五、图表中统一使用阿位伯数字，志文中涉及古代的与庄重数据个别使

用汉字，阿位伯数字以万为单位，小数点最多保留两位，个别地方保留1日制

单位，如市斤、担、斗等，一般在表前或表后均有说明。

六、志中列有建县以来的各个时期政区图，一般是根据文字记载和区域

变更所调整绘制的。

七、志中对个别存疑点较大、一时难以查清的，本志只略加说明，并指明

考证要点，以备后志澄清查证。

1八、志中除人物章外，其他章节一般不贯注姓名，多为记事不记人，记组

织不记人。个别章节因机构变更、主要人物活动背景、沿革交代不能当作人

物记述。

九、大事记中的大部分文字不在正文中出现，选择典型而有存史价值的

事件单独列出，以社会发展时空而定。

十、行政区划中的县(含变更后的自治县)、管理区、大乡、小乡、公社、管

委会，前称堡、联堡、甲、村、村组按其时期原称保持原貌。

十一、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950年2月1日印江县

人民政府成立，其全称只在某一章节中出现一次，下为简称，不称“解放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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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圩、“建国前后修，均以公元纪年统称。 一

十二、本志对过去的功过是非不作详细评论，据实记述。

十三、为弘扬“书法之乡一传统书艺，选载部分书画作品。

十四、方言和民族语言，难于辨解的加简释；难于辨读的土语文字加国

际音标注释．

十五、梵净山作为印江土地上的中国名胜之一，故作特殊记述，全称《梵

净山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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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江自治县志’审稿会议全体人员合影，前排左起为张宗岳、肖忠民：

涂旭阳、张朝仙、扬淑琴、王修业、吴永德、戴振华、王峙苍、魏敦全、

李敦礼、任柏廷、黄廷升，中排左起为田如科、秦礼显、张位昌、田庆凡、

袁宗禄、田茂先、孙治东、田兴国、文志高、张著琪、田应光、田浪、

佑启仁、戴宗先I后排左起为杨再荣、杨路、戴传秀、刘爱平、熊荣仙、

任廷霞，张安吉、匿Ⅱ堕习、王永信、戴仲华、邢红升、王建国、杨正孝、
田茂新、王培祥、李全太。

本届编委成员合影，前排左起为靖鲁华、唐仕元、李敦礼，田建高、

吴永德、宋绍章、秦礼显、肖忠民、石阿良、熊光奎(缺杨正、田儒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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