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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明

陈文霸

文宗然

《剑河县志》顾问

龙德义

困’圈
李锦章 徐文榜

匡围(驻办)

马传远

杨再将

吴本渊

剑河县志办公室组成人员

主 任 文声林(1984．2—1987．12)，

囫(1988卜1991．6)
龚力新(1993．5一 )

副主任杨昌润(1984．2—1987．12)

龚力新(1986．12—1993．年)

张绪略(1992．8-1994．7)

工作人员 先后有：

姜 鸿 龚力新 万昌高 任兆安

祁光荣 王安雄 刘莉斯 张文明

龚剑川 杨 华 杨 毅

一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冈I_-．-_____-．-_．．_--_一

张立明

陈文霸

文宗然

《剑河县志》顾问

龙德义

困’圈
李锦章 徐文榜

匡围(驻办)

马传远

杨再将

吴本渊

剑河县志办公室组成人员

主 任 文声林(1984．2—1987．12)，

囫(1988卜1991．6)
龚力新(1993．5一 )

副主任杨昌润(1984．2—1987．12)

龚力新(1986．12—1993．年)

张绪略(1992．8-1994．7)

工作人员 先后有：

姜 鸿 龚力新 万昌高 任兆安

祁光荣 王安雄 刘莉斯 张文明

龚剑川 杨 华 杨 毅

一2～



《剑河县志》编审人员．

通 审 杨天沛 李昌能 文声林

分 审 文声林 卢立钧 陈远卓 张绪略 杨胜溢

杨秀平

主．修l杨义瑚I杨天沛

副主修 李昌能

总纂 龚力新

分 纂l杨义瑚I龚力新 姜 鸿 龚剑川 刘莉斯

张文明 涂光禄

摄 影 龚力新 龚剑川 侯明德 国匕祖明 杨应海

钟 涛 吴胜高 程明贵 杨世康 龙腾云

黄建春李典成

校 对 龚力新龚剑州 杨 毅 王安雄

《剑河县志》审定签收人员

刘小凯

杨天沛

王国辉

欧裕先

杨贵新

莫章海

(县委书记) ，

(县长、县志编委会主任)

(县人大主任)

(县政协主席)

(县委副书记)

(常务副县长)

李昌能(副县长、县志编委会副主任)

周晓阳(副县长)

文声林(县志编委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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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东南州县市志审稿工作委员会

参加本志复审人员

李永昌

石邦留

杨昌润

罗竹香

况再举

李元星

杨宗林

杨清源

贵州省地方志办公室

参加本志验收人员

欧阳贤

杨胜邦

肖先治 张桂江 罗再麟 卢光勋

、- 熊玉瑛 刘文晴 伍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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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剑河位于清水江中游，山川秀丽， 气候宜人，资源丰富。

清·雍正七年(1 729)始设治，迄今26{9多年。虽然有史可考的

历史短暂，但长期居住在这块美丽富饶土地上的苗、侗、汉、水

等各族人民，勤劳勇敢，用自己的鲜血和汗水谱写着自己的历

史，创造出为后人所崇敬的可歌可泣的业绩，为剑河的社会发展

作出了重要贡献o
’

但是，由于剑河长期处于封闭、落后状态。解放前，生产力

水平十分低下，经济文化发展极为缓慢，人民生活极端贫困o

1949年J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剑河，1950年3月建立人民政

权。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勤劳勇敢的剑河各族人

民，艰苦奋斗，奋发图强，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

主义建设，使剑河县的工农业生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

事业均有较大发展，人民生活逐步得以改善。特别是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后，剑河各族人民抓住机遇，深化改革，大大加快了经

济发展步伐，使全县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写下了剑河历史

·的新篇章o

新编《剑河县志》全面、．系统、翔实地记述了这一伟大变革

的光辉业绩，实事求是地反映了成功与失误的经验教训，是一部

认识和了解县情，开发剑河山区资源，振兴民族经济，实现兴剑

富民的好志书。

新编县志运用新观点、新材料、新体例和新方法进行编纂，

它批判地继承剑河县的历史文化遗产，坚持详今略古的原则，着

一5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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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记述解放4D年来本县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突

出了时代特征、地方特点和民族特色。新编县志所用资料都认真

进行考订、鉴别。其编写观点正确，不隐恶，不溢美；其结构科

学，记述得体。新编《剑河县志》的竣稿，给今人和后人留下了

一笔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它必将激励全县各族人民团结奋进，

为建设繁荣昌盛的剑河作出新贡献o“资治、存史、教化"是编修地

．方志的主要目的，魏征说得好，“以人为鉴，可知得失；以史为

鉴，可知兴替o"新编《剑河县志》必将在这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剑河历来有编史修志的优良传统，乾隆五十五年(7 790)编

修过《清江志》，民国33年(1944)编修过《剑河县志》o 1984

年，在兴利革弊、百废俱举、政通仁和的大好形势下，中共剑河

县委、县人民政府决定新修《剑河县志》，迄今已历时三届政府，

十度寒暑。它的出版问世，凝聚了几任领导的心血，洒透了修志

人员的汗水o《剑河县志》在编纂过程中，曾得到省、州和兄弟县

(市)领导、学者、专家的热情指导和大力帮助。在此，谨致以衷

心的谢忱o

～6一

中j,L盒fj河县委书记 刘小凯

剑河县县长 杨天沛

1994年5月27日
1



凡 例’

l、本志采用三段式中篇式结构。
’

上段为卷首，不设章节，立概述、大事记，为全志之经。概述呈其大略，展现一县

之特征大貌。大事记分大事年表和重大政事记略两部分，前者用编年体，后者用记事本

。 末体。
．

中段设《建置·人口》、《自然地理》、《民族》、《党政·群众团体》、《劳动·人事·

．民政》、《公安·司法》、《军事))、《国民经济管理··人民经济生活》、《林业》、《农牧·水
· 利·乡镇企业》，《工业·交通·邮电·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商业·粮油》、《财政·

税务·金融》、《教育》、《体育·卫生·医药》、《文化·科技·汉语方言》、《文物·名

胜》17篇，为全志之纬。

下段为卷尾，设《人物》、《杂录》、《编纂始末》，与上、中段互为补充，相得益

彰。

2、按先政治后经济排列次序。为了突出民族特点和地方特点，不设《社会篇》，设

“民族渤，并把社会篇的内容纳入，同时把《民族篇》置于《自然地理篇》后《党政群
团篇》前。为了突出林业，把林业从大农业中分离出来，设“林业篇》，置于《经济管

理篇》后“农牧水利篇》前。

3、在归类时，尽力打破行政管理界限，根据事繁则分、事简则合之原则，把性质

相同或相近的事物组合成篇。互有牵连的事物，从全志的总体设计出发去调整划拨，非

交叉重复难以反映其完貌的事物，采取此详彼略或各有侧重或括注互见等方法处理。

4、政治类篇章采取纵述历史(先纵后横)横陈现状(先横后纵)的原则安排篇

目。

5、机构沿革记述不求划一。除行政机构或无下属单位的事业机构集中在党政篇中

。记述外，其余企事业机构，视其繁简，有的设专节记述，有的在无题引言中简介。
‘

6、上限不等高，即因事而异上溯至每一件事物的发端，下限基本止于1990年。某

些发生在下限之内而结束在下限之外的事物，为展现其完貌，亦延伸至该事物完结时为

止。

· 7、本志所书地名，一律以1982年地名普查办报经县人民政府行文确认的为准，同

时在追述历史事件、历史沿革时，遵从历史原称。

8、历代职官、典章制度、机构名称、各种习惯用语、专有名词等仍以所记事物当

时的名称入志。专有名词过长，第一次出现用全称，以后重复出现用简称。动植物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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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按科学名称入志，但有少数土语称呼与科学名称对不上号时，为防遗漏，仍允许少

量方言土语名称入志。

9、“解放前”与“解放后”的时间界限，本志以1950年3月5 El成立县人民政府之日

为界，此日前简称“解放前”，此E1后简称“解放后”。“建国前，，与“建国后"以1949年lO

月l Et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为界，此Et前简称“建国前”，此日后简称“建国后"。

10、在引述历史人物、事件时，凡带有封建统治阶级色彩及侮辱性的词句、称谓一

律加上引号，以示编纂者的观点立场。

l l、度量衡遵从历史原制，必要时括注今制。

12、历史纪年、干支纪年一律遵从历史原制，清及清以前用汉数字书写，民国纪年

用阿拉伯数字书写；均括注公元纪年。解放后一律用公元纪年，阿拉伯数字书写。

13、坚持生不立传原则。对已故人物立传，以本籍为主，兼顾外籍人在剑河长期工

作并取得卓著成绩者。入传人物不以等级地位为取舍标准，凡对后人有教育、启迪、告

戒作用的正反面人物均可人志，但以正面为主，奸宄也录一二。人物传采取暗分类明不

标类法排列顺序。跨类人物，以其业绩斐然面入类。同类人物以卒年为序，但为了方便

读者索阅，目录以姓氏笔画排列。
’

14，一般遵从越境不书的原则。但有少数事物非越境不能追根溯源、彰明因果，以
’

展完貌者，亦略述其境外之原委。

15、数字书写一般遵照1987年国家出版局等单位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

的试行规定》，唯时间的延伸改用连接号“一．％

16、简化字以1986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重新公布的《简化字总表))为准。

标点符号以1990年国家语委会和新闻出版署重新修订公布的《标点符号用法》为是。

志书忌用省略号，引文过长，需省略连引者，其间用引号隔开。

17、一般禁用文言文，一律用语体文、记述体，但引用古代文献时也不排除少量还

能为一般群众懂得的文言文。文风力求严谨、朴实、简明、通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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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南嘉区⋯⋯⋯⋯⋯⋯⋯⋯⋯⋯⋯⋯⋯⋯⋯⋯⋯⋯⋯⋯⋯⋯⋯⋯⋯⋯(101)

第五节硒溪区⋯⋯⋯⋯⋯⋯⋯⋯⋯⋯⋯⋯⋯⋯⋯⋯⋯⋯⋯⋯⋯⋯⋯⋯⋯⋯(103)

第四章人口⋯⋯⋯⋯⋯⋯⋯⋯⋯⋯⋯⋯⋯⋯⋯⋯⋯⋯⋯⋯⋯⋯⋯⋯⋯⋯⋯⋯⋯(107)

第一节历代人口述略⋯⋯⋯⋯⋯⋯⋯⋯⋯⋯⋯⋯⋯⋯⋯⋯⋯⋯⋯⋯⋯⋯⋯(107)

第二节人口密度及变化⋯⋯⋯⋯⋯⋯⋯⋯⋯⋯⋯⋯⋯⋯⋯⋯⋯⋯⋯⋯⋯⋯(108)

第三节人口构成⋯⋯⋯⋯⋯⋯⋯⋯⋯⋯⋯⋯⋯⋯⋯⋯⋯⋯⋯⋯⋯⋯⋯⋯⋯(113)

附：第四次人口普查主要数据⋯⋯⋯⋯⋯⋯⋯⋯⋯⋯⋯⋯⋯⋯⋯．．．⋯⋯(138)

第四节人口控制⋯⋯⋯⋯⋯⋯⋯⋯⋯⋯⋯⋯⋯⋯⋯⋯⋯⋯⋯⋯⋯⋯⋯⋯⋯(140)

第二编自然地理

第一章地质·地貌·矿藏⋯⋯⋯⋯⋯⋯⋯⋯⋯⋯⋯⋯⋯⋯⋯⋯⋯⋯⋯⋯⋯⋯⋯(143)

第一节地质⋯·⋯⋯⋯⋯⋯⋯⋯⋯⋯⋯⋯⋯⋯⋯⋯⋯⋯⋯⋯⋯⋯⋯⋯⋯⋯”(143)

第二节地貌⋯⋯⋯⋯⋯⋯⋯⋯⋯⋯⋯⋯⋯⋯⋯⋯⋯⋯⋯⋯⋯⋯⋯⋯⋯⋯⋯(146)

第三节矿藏⋯⋯⋯⋯⋯⋯⋯⋯⋯⋯⋯⋯⋯⋯⋯⋯⋯⋯⋯⋯⋯⋯⋯⋯⋯⋯⋯(150)

第二章水系·水文⋯⋯⋯⋯⋯⋯⋯⋯⋯⋯⋯⋯⋯⋯⋯⋯⋯⋯⋯⋯⋯⋯⋯⋯⋯⋯(1 53)

第一节地表水⋯⋯⋯⋯⋯⋯⋯⋯⋯⋯⋯⋯⋯⋯⋯⋯⋯⋯⋯⋯⋯⋯⋯⋯⋯⋯(1 53)

第二节地下水⋯⋯⋯⋯⋯⋯⋯⋯⋯⋯⋯⋯⋯⋯⋯⋯⋯⋯⋯⋯⋯⋯⋯⋯⋯⋯(160)

第三节水文⋯⋯⋯⋯⋯⋯⋯⋯⋯⋯⋯⋯⋯⋯⋯⋯⋯⋯⋯⋯⋯⋯⋯⋯⋯⋯⋯(161)

第三章气候·物候⋯⋯⋯⋯⋯⋯⋯⋯⋯⋯⋯⋯⋯⋯⋯⋯⋯⋯⋯⋯⋯⋯⋯⋯⋯⋯(165)
。

第一节气候⋯⋯⋯⋯⋯⋯⋯⋯⋯⋯⋯⋯⋯⋯⋯⋯⋯⋯⋯⋯⋯⋯⋯⋯⋯⋯⋯(1 65)

第二节物候⋯⋯⋯⋯⋯⋯⋯⋯一⋯⋯⋯⋯⋯⋯⋯⋯⋯⋯⋯⋯⋯⋯⋯⋯⋯⋯(1 80)

一10—



第三节气候物候谚语⋯⋯⋯⋯⋯⋯⋯⋯⋯⋯⋯⋯⋯⋯⋯⋯⋯⋯⋯⋯⋯⋯⋯(185)

第四章土壤·植被·动植物·真菌⋯⋯⋯⋯⋯⋯⋯⋯⋯⋯⋯⋯⋯⋯⋯⋯⋯⋯⋯(188)

第一节土壤⋯⋯⋯⋯⋯⋯⋯⋯⋯⋯⋯⋯⋯⋯⋯⋯⋯⋯⋯⋯⋯⋯⋯⋯⋯⋯⋯(1 88)

第二节植被⋯⋯⋯⋯⋯⋯⋯⋯⋯⋯⋯⋯⋯⋯⋯⋯⋯⋯⋯⋯⋯⋯⋯⋯⋯⋯⋯(194)

第三节动物·植物·真菌⋯⋯⋯⋯⋯⋯⋯⋯⋯⋯⋯⋯⋯⋯⋯⋯⋯⋯⋯⋯⋯(195)

第五章 自然灾害及怪异现象⋯⋯⋯⋯⋯⋯⋯⋯⋯⋯⋯⋯⋯⋯⋯⋯⋯⋯⋯⋯⋯⋯(197)

第一节水灾⋯⋯⋯⋯⋯⋯⋯⋯⋯⋯⋯⋯⋯⋯⋯⋯⋯⋯⋯⋯⋯⋯⋯⋯⋯⋯⋯(197)

第二节旱灾⋯⋯⋯⋯⋯⋯⋯⋯⋯⋯⋯⋯⋯⋯⋯⋯⋯⋯⋯⋯⋯⋯⋯⋯⋯⋯⋯(1 99)

第三节其它灾害⋯⋯⋯⋯⋯⋯⋯⋯⋯⋯⋯⋯⋯⋯⋯⋯⋯⋯⋯⋯⋯⋯⋯⋯⋯(200)

第四节怪异现象⋯⋯⋯⋯⋯⋯⋯⋯⋯⋯⋯⋯⋯⋯⋯⋯⋯⋯⋯⋯⋯⋯⋯⋯⋯(202)

第三编’民 族

第一章苗族⋯⋯⋯⋯⋯⋯⋯⋯⋯⋯⋯⋯⋯⋯⋯⋯⋯⋯⋯⋯⋯⋯⋯⋯⋯⋯⋯⋯⋯(204)

第一节族称·迁徙·分布⋯⋯⋯⋯⋯⋯⋯⋯⋯⋯⋯⋯⋯⋯⋯⋯⋯⋯⋯⋯⋯(204)

附：族源考⋯⋯⋯⋯⋯⋯⋯⋯⋯⋯⋯⋯⋯⋯⋯⋯⋯⋯⋯⋯⋯⋯⋯⋯⋯⋯(204)

第二节语言文字⋯⋯⋯⋯⋯⋯⋯⋯⋯⋯⋯⋯⋯⋯⋯⋯⋯⋯⋯⋯⋯⋯⋯⋯⋯(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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