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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有志，始于明，成于清，道光时郑珍、莫友芝合纂的《遵义府

志》，梁启超誉为“天下第一”。自后七十年，复有续作。民国时期国

立浙江大学编辑出版的《遵义新志》这部颇具科学价4J-的地理学专著，

是遵义文化宝库中又一珍贵文献。《贵州省第五行政督察区概况》文稿，
虽未刊行，亦不失为多得。自解放至4"-四十二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遵义地区和全国一样，各项事业飞速发展，一日-f-里，其问的
兴衰起伏，成败得失，以及前代的开辟草莱，点滴经营，将以马列主

义思想为指导，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一一注入《遵义地区志》各分

志中，遵义地区jSCr．育志即为其中之一。
； 遵义文教之兴，晚于中原及吴,tg富庶之区，发展之速，清代中叶
已有“今视中州何异也”的论赞，民国时期的初等教-ff，又获得“虽
江浙各地，罕与伦比”的誉词。这些表扬的话未免溢美，但却不是

“播州非人所居”的旧貌了。解放以后的教-g事业，如初等教育的普及，
中等教育的发展，扫盲工作的深入，职业教育的广泛，高等教育的兴

起，以及广播电视教育的开展，特殊教育的起步，更是万掉齐发，百

花争艳，繁荣兴盛的景况，不仅大大超,tg前代，即在同代同列中，也
不多让。其间的曲折反复，固然和全国各地的经历无多差异，而所t-y,．

取的恢复、发展的具体步骤和方法，则有因势利导，因地制宜的不同。
循绎其经行轨迹，如实记载，以为地区教育事业的领导者借鉴，以为

地区人士发聋振聩、磨砺奋发的催花之鼓，更显地区教育_r-4乍者辛劳
奋发·献身教-ff之志。此为《遵义地区教-ff志》的目的，编辑工作者

自应为此目的勉力以赴。

遵义地区辖地既广，沿革t．ff繁，头绪自多，从其地区点滴嵬集资

料，革为一书，工作殊非轻易。何况在教-ff事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由
于政治的经济的及教育事业自身的种种原因，使教育事业的发展忽进
忽退，迂徊曲折、明暗互见。要将其剥笋抽丝，如实记载，既要“存
史”，又要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t--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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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其“资治、教化”的作用，实在是一项责任重大，工程艰巨的工作。
经L立-／迈r_两年来的采集纂写，《遵义地区教育志》终于以完整、明晰

的全帙呈现在人们面前。这是地区教育事业的一件很有历史意义的事。
志逢盛世，其意更远。在全党视教育为战略重点的今天，在社会大兴

尊师重教之Eh'-，得此一志，以史为镜，抚今追昔，更当感慨万千。
纵观全书，采集之博，抉择之当，条列之晰，发掘之深，均有其

特色，碍于时间，限于能力，．难免有失，绳墨规矩，有待高明。昔吴
季札观周乐而知得失，近毛泽东告诫干部“要读点历史”。领导遵义地

区教-ff事业的同志如果能从此志中抽绎出一点有用的内容以作制订计

划、措施，指导工作的参考；广大：tfr．师、学生读此志后有所蹈历、奋

发，那么《遵义地区教育志》就不仅不是断烂朝报，掌故闲谈，而是
以其翔实，完备的内容为社会主义服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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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遵义地区行政公署专员 申 诚

一九九一年十月于遵义凤凰山麓



凡 例

一、本志上限虽起自汉代，但主要是记述明代以来遵义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

部分篇章起自民国，个别篇章起自解放后，下限为1990年。

二、本地区行政区划历史上曾有变更，本着写进不写出的原则，进行记述。

三、叙事存真求实，详今略古，去微取著，详独略同。编纂方法，横排竖写，

以类系事，以事系人，’述而不评。

四、本志共11篇，46章，131节。《概述)、《大事记》不列篇。图、表、录

随文附列。

五、遵义解放晚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文中称“解放后"．，即自遵义解

放(1949年11月21日)起。

六、‘本志使用规范的汉语行文，引文和附录概用原文。

七、解放前的纪年，使用当时的年号夹注公元；使用旧地名夹注今名；旧制

度量衡夹注新制。

八、习惯用语和表述性语言中的数字，用汉字书写。文中统计数字、表列统

计数字与公元纪年，一律使用阿拉伯数字。

九、鉴于《遵义地区志》有《人物志》专志，教育方面的突出人物都统一写

入《人物志》中，故本志不立人物篇，只在记述中以事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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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遵义地区位于贵州省北部，北及西北以大娄山脉与赤水河为界与四川盆地毗邻；西南接

壤毕节地区I南跨乌江楔入安顺地区l东界为铜仁地区。东西长274．5公里，南北宽232．5

公里，总面积30753平方公里，中贵州全省面积的17．7％，辖遵义、赤水两市和遵义、桐梓、

习水、仁怀、绥阳、正安、道真、湄潭、凤冈、余庆、务川11县，人口600余万。在历史上，

古为梁州南徽，其后为螫国、为夜郎国属地，秦汉以后虽设郡县，但仍属土著民族势力范围，

未能“变夷于夏”。唐代置播州，后为杨氏土司世袭领地，历唐、宋、元、明四朝，为时七百

余年。明万历28年，朝廷戡平杨氏叛乱，改土归流。从此，遵义地经济、文化教育才有长足

发展。

遵义在秦汉之际就接受中原文化，受西蜀文化影响尤深。汉代出现了舍人、盛览、尹珍

(字道真)等著名学者。今正安、道真、绥阳县尚有尹珍讲学遗址。清道光十四年(1884)，遵

义府学教授莫与俦，在府学宫建“三贤祠”祀奉他们3人。为纪念尹珍，贵州省政府于民国

三十年91941)从正安县划出一部分地方另建新县，取名道真县。

遵义建学，最早的记载为正安。《遵义府志》谓：“州有旧学，遗址在唐都坝，相传为唐

代建处”。南宋高宗时，播州土官杨选，“择师礼贤”，其子杨轼招纳蜀中文士来播讲学，由是

“蛮荒子弟乃多读书攻文，土俗为之大变”．淳熙年间(1174,---1189)，杨粲“乃建学养士”，杨

价继之，“以取播士请于朝，而每岁贡3人”。这是遵义士子进入科举的肇始。淳佑四年

(1244)，杨价之子杨文建孔庙，古代，“广为黉舍以萃学者⋯⋯即庙先师其中。”孔庙之建，这

标志着儒学在播州兴起． j

南宋嘉熙二年(1238)，冉从周首中进士，时称破荒冉家。自此，至终明代洪武之世

(1398)今贵州所辖各地区共中进士10人，全为遵义地区囊括。杨氏十七代土司扬汉英(1278

"一1318)，能诗善文，研究理学，著有．：明哲要览：}90卷，《桃溪内外集》64卷l蜀中文士来

归者，均量才录用。这些都反映了宋元时期遵义地区的文化化教育的目渐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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