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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远县民族志》经过编写组诸同志的艰苦努
力，四易其稿，终于2001年与广大读者见面，这是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镇远23个民族，24万人民生活中
的一件大喜事。

镇远自汉高祖5年(公元前202年)开始设县

以来，曾编写《(镇远府志》、《镇远县志》等书，但
未对世居镇逸的各少数民族的历史作过专门记叙，

这不能不说是历代统治者修书中的致命一个弱点，
也不能不说是镇远志书上妁一个空白，这里的各少

数民族是一个受压迫、受剥削的民族，尤其是苗

族，迁徙时间之长，人员分布之广，系世界两大受

苦民族之一。在同反动统治阶级和大自然作斗争，

表现特别勇敢。在历次抗暴斗争中，各民族人民相
互团结、相互配合、相互支持，打击和动摇反动统

治阶级政权，并在漫长生活中，形成各具特色的生
活习惯、文学艺术表宗教信仰等，《镇远县民族志》
的面世，从正面对世居镇远的主体少数民族作了较
为全面的、客观的、历史的、系统的记述，填补了

镇远历史的空白。这对继承和弘扬各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增进民族团结，挖掘民族文化．维护政治稳定，
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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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
义。

镇远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历史上有“五个
第一"，对全国乃至东南亚历史文化影响很大。这
“五个第一’’即：镇远是苗族古长征进入黔东的第

一古镇，也是近代红军长征进入黔东的第一古镇；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商业特区’’，八大会馆至今犹

存；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民族重工业——青溪铁厂的
发源地，‘‘天字第卜争”钢锭现仍存放在镇远；是抗

日战争时期全国第一个日本在华反战同盟“和平
村’’所在地。城内洚阳河自西而出，如一条银光熠
熠的玉带蜿蜒贯通全城，山、水、城浑然一体，倒
影戍画，旖旎秀丽，形戍了城区“九山抱一水，一
水分两城刀的独特风貌，作为中国苗疆古都，被中

外游客称誉为“东方威尼斯”。
镇远资源丰富，风光秀丽，境内人文景观、古

迹景点众多，有风光秀丽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湃阳
河；有雄伟奇特、蜚声中外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青龙洞古建筑群；有神秘幽邃的省级风景名胜
区高挂河；有仙山琼楼的四官殿和海神“妈祖庙’’

的天后宫等8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有众多具有极

高欣赏和科考价值的明清古民居、古巷道、古码头

等162处县级文物古迹，称得上是旅游资源的“大



观园"。钟灵毓秀的山水在这里哺育出一代代英才杰
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周达文、长期打入敌人心
脏的乔光鉴、“八·一”南昌起义将军秦光远、对越
作战孤胆英雄陈洪远等，都是为中国革命和保卫祖
国领土完整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人物。自元代以
来，郭子璋、王阳明、谭钧培、林则徐、李烈钧、

冯玉祥、长谷川敏三等诸多历代名人、爱国将士、
国际友人，都在这里留下墨宝或足迹。中国工农红
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
革命前辈先后三次征战于镇远，为镇远留下了可歌
可泣的史诗。

镇远民风淳朴、风情浓郁，长期以来，中原文

化、地方民族文化、域外各国文化在这里相互渗
透、交融，形成了独特的传统文化，有“传统文化
谜宫∞之称。至今各族人民还保持着质朴、淳厚的
文化传统、生活习俗，每年都要举行各种民间传统
活动，充分展现了清代作家吴敬梓《儒林外史》胜
赞镇远“歌舞池”古朴绚丽的风采。镇远是一个崇

尚龙的古城，许多地名、建筑都冠以“龙"字，有
许多关于龙的传说，春节舞龙灯、端阳赛龙舟，所
有这些都反映了当时镇远经济文化的繁荣。由于各
民族人民的不懈努力，艰辛奋斗，镇远荣获：全国
历史文化名城，国家级重点保护单位青龙洞和国家级风



景名胜景区涌咱河及国家级水利风景区四项桂冠。

审读《镇远县民族志》，该书史料详实，内容较
为丰富。该书为镇远县党政领导制定民族工作方略

提供参考依据。可为镇远各级党政部门制定发展民
族经济社会规划提供线索，可作为发展镇远民族教
育、推动文化事业发展提供了乡土教材，该书起到
增进了解，消除隔阂，。加强团结的作用，具有增进
民族自豪感，树立民族自信心的作用，激发23个民

族加快自我改革步伐的勇气和斗志，同时该书起到了
《镇远府志》、《镇远县志》查缺补漏的作用。总之，
该书编写出版具有“资治、存史、教化竹的社会功能及
作用。

当然，由于时间关系，人员变动较频繁，加上
受到编写人员政策水平和‘写作能力的限制，该书作
为志书也有明显的不足，文字词语及校对等方面错
漏不少，有待修改的地方较多。

作为本届政府的主要负责人，作为苗族经济学
人，有幸先审读该书，一种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
感，驱使我写下这些话，以作该志序言，敬献给广
大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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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资料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围绕党的民族政策，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县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

化、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资料定名为《镇远县民族志》。

三、时限，上限至事物之始端，下限到2001年止。

四、本资料主要叙述县境内苗、侗、土家、汉四个主体民族，

其他民族不作专著。

五、本资料篇目采用章节结构，章下列节。

六、本资料的大事记，时间上限到明朝，下限N2001年。

七、历史纪年、地理名称、历代政府职官，均用当时习惯称

谓；对书中的古地名加注今名，历代纪年注明公元，历代纪年用汉

字，公元纪年用阿拉伯字，少数必须用农历记述的用汉字表述。

八、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对当地社会发展起到推动或阻碍作

用的人物只在有关章节叙事代人，不列人物传。该志收录人物时间

为进入现代史以来，到2001年为止。

九、各项数据，均用档案、统计部门数字。档案、统计部门缺

的，用民族部门的数据。计量单位一律采用国家1984年统一公制计
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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