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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遵义地区志》是遵义地区作为一级行政建置的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本志所载

地域范围，以现行遵义地区行政区划的地域为准。

二、‘遵义地区志》按事业分工，科学分类的原则，计划由40部专志组成，分卷出版。

三、本志体裁，以专业志为主体，全志由概述、大事记、各专业志、人物志和附录组成。

各专业志结构，一般分篇、章、节、目层次编写。全志以记述为主，辅以图表照片。

四、本志所记时限，贯通古今，重在当代．时间上限视各项事业所能够收集之资料，尽

可能上溯；下限原则上定为专志成稿前一年，也可因专志而异．

五、本志所载内容，重在本地区内发生的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等方面的重要事实。详

今略古，详独略同，突出地方特点。

六、本志资料，主要来自历史文献、各类档案及经考证鉴别之口碑材料，力求翔实可

靠。个别事实有不同说法的，或诸说并存，说明资料不同来源。或经考证后，选取较为可靠

的记载。

，七、本志统计数据，以国家统计部门公布数字为准。国家统计部门未及的项目，则采用

经有关部门调查核实的数字。同一事物有多个不同数据者，尽量核实后选取较为准确数

据，或注明不同口径及不同资料来源，以便读者参考。

八、人物志分设传记、简介和表录。遵守“生不立传”通例，只收录有重大贡献和影响的

． 已故人物。对于在世人物，有关专志中分别用以事系人方式记述其事迹。 ，

． 九、志内称谓，凡历史朝代及年号，沿用通称，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一律用公元纪年，公历记月日．地理名称及历代政权、官职，均依当时的称谓。

十、文字记述。除引文外，一律用现代汉语记述体。专业名词术语、计量单位及数字用

法．一律以国家公布的规范或有关部门审定标准为准。历史资料中涉及的名词术语及度量

衡单位，按原有资料记载，视情况可加注今名或换算现行法定计量单位。

十一、本志门类繁多，许多专志之间因事业相互联系．内容记述会有交叉重复之处，采

-用各有侧重，分别详略处理，以保持各专志的相对完整，便于读者查阅。

十二、本志审稿程序为：各专志由承担编写部门初审．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复审，贵

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验收，由国家出版社终审公开出版发行。

199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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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自然概况

第一节自’然环境

遵义地区位于贵州省北部，地理位置在北纬27度8分至29度12分，东经105度36

分至108度13分之间。东邻铜仁地区，南与毕节j安顺、黔南、黔东南四地州交界，北部和

西部与四川省接壤。东西绵延247．5公里，南北相距232．5公里，总面积30753平方公里，

为贵州省的17．46％．山地占总面积的65．08％，丘陵占28．35％，盆地及河谷坝子占

6．57％。耕地面积为607．56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13．17％，

遵义地区处于云贵高原向湖南丘陵和四川盆地过渡的斜坡地带，大娄山山脉自西南

向东北横亘其间，成为天然屏障，在地貌上明显把全地区划为南北两大片：大娄山南面(包

括遵义市和遵义、湄潭、凤冈、余庆4县及绥阳县南部，占全地区总面积的37．6％)，以低

山丘陵和宽谷盆地为主：地势较为平坦，田多土少，耕地连片集中，灌溉及耕作条件较好，

土地利用程度较高。大娄山以北(包括绥阳县北部及务川、道真、正安、桐梓、仁怀、赤水、习

水7县(市)，占全区总面积的62．4％)，以中山峡谷为主，兼有少量低山丘陵和河谷坝地，

山高谷深，耕地较为分散，梯田梯土比重较大。 ．

遵义地区海拔高度一般在1000一-．1500米，最高处为桐梓县狮溪区箐坝大山，海拔

2227米，最低处为赤水市长沙区习水河入四JIl处，海拔221米。地形起伏较大，地貌类型

复杂。季风环流交替，属典型的温暖、湿润亚热带季风高原山地气候。四季分明，雨热同季，

无霜期长，绝大部分地区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年平均降水量1000-'--1300毫米，年平均气

温13～18℃，全年无霜期为270"-．,300天，日j照一般在1000"-"1300小时，光热水气条件较

好，适宜农作物生长。由于区内地势高低悬殊大，气候垂直差异明显，局部地区气候多样，

为农、林、牧、副、渔的全面发展和。立体农业”的实施提供了较优越的气候环境，也为遵义

地区发展。主体农业”奠定了基础。区内的气象灾害主要有春旱、夏旱、倒春寒、霜冻、绵

雨、暴雨和冰雹等。其中倒春寒和夏旱对农业生产影响最大。 一

遵义处川黔要冲。居贵州省会贵阳和西南重镇重庆之间。地理位置优越，经济环境较

好，是贵州省联系长江黄金通道的前沿和乌江沿岸开发的重要地区．

首先，遵义地区处在长江沿岸四大城市群之一的重庆市近邻，西南最大城市重庆市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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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对遵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和辐射作用。无论是沟通物质

联系的交通运输、商业、邮政，还是沟通思想联系的出版、宣传、电讯；以及沟通组织联系的

各种机构，都与遵义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特别是重庆市作为全国改革

开放试验区和经济开发重要城市，其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许多方面都对遵义地区

的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发挥着重要的辐射效应。

其次，遵义距省会贵阳较近，作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贵阳市的各种政治、经

济、文化、科技活动，都更加直接地带动遵义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提供技术支持和

技术装备、融通资金和市场、交流和咨询信息、培养大中专技术人才等方面，对遵义地区社

会经济的推动和辐射作用更大。

第三，从宏观上看，遵义地区3万多平方公里国土属长江流域，大部分县(市)地处乌

江中游，随着长江上游和乌江流域沿岸地区的开发，遵义地区的整个社会经济环境都随之

逐步优化和开发，遵义地区潜在的资源优势也将随之转化为巨大的经济优势。进而将使遵

义地区国民经济各行各业和社会发展事业的各个方面蓬勃地协调发展。

第四，遵义地区的主要城市——遵义市和全省最大的县——遵义县北距长江300公

里左右，南距出海口防城港直线距离700公里左右，是四川南下出海口和贵州沿长江黄金

水道东下的必经通道。区内的公路与云、贵、川三省的公路干线相连。 ：

这种相对优越的地理区位和经济区位为遵义地区开发自然资源，发展有计划的商品

经济，加强对外联系和横向交流等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第二节自然资源

遵义地区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开发价值也较高。现已探明储量并在全国、全省占有重

要地位的有：

．1．水资源：遵义地区河流主要分属长江上游干流区和支流乌江水系、赤水河水系。河

流集水面积大于或等于20平方公里的有416条，有水流的河长9148．5公里。多年平均河

川径流量(不计乌江、赤水河过境客水)为179．72亿立方米，约占全省的17．4％，平均每

平方公里产水58．4万立方米，为全国平均值的2．05倍。 ．

区内水能资源丰富，每平方公里蓄水能103千瓦，比全国每平方公里70千瓦多

49％。水能资源可开发量为428万千瓦，可开发年发电量208．2亿千瓦小时。

2．矿产资源：现初步探明的矿产资源有40多种。煤探明储量64．06亿吨，居全省第

三位，锰储量5398万吨，居全省第一位；汞储量18463吨，占全省工业储量的三分之一，其

中保有储量C+D级为17350吨，居全国之冠；铝土矿已探明保有工业储量1．22亿吨，硫

铁矿储量17235万吨，均在全省占有重要位置。此外，硅石、磷矿、重晶石、石灰岩、高岭土、

矿泉水等也有一定的储量和开发价值。

． 3．森林资源：全区有林业用地2094．49万亩，有林地655．18万亩，占全省总面积的

·2。



19．67％，平均每人占有林地1．1亩，活主木蓄积量19354万立方米，其中用材林蓄积量有

1935．39万立方米，防护林蓄积量21．92万立方米。

4．牧草资源：全区畜牧用地面积1099．84万亩，占全区总土地面积的23．84％，在牧

地中成片草山草坡占41．1％，零星草地占40．22％，灌木丛草地占18．86％，万亩及万亩

以上的草地96片，草山、草坡植被覆盖较好，主要分布于道真、务川、正安、习水等县。

5．稀有动植物资源：区内属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有83种，占全省稀有动

植物资源总数的93．3％。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有37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黑叶

猴、华南虎，云豹、金钱豹等17种；国家一二级保护植物有46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植物

有银杉、桫椤、珙桐等，这些国家一二级保护动植物资源在全省占有很大的比重。
7

6．旅游资源：区内地形多样，岩溶发育强烈，生态环境复杂，山青水秀，具有独特的黔

北风光。区内岩溶洞穴，河流湖泊，温泉瀑布，自然风景林区以及革命遗址遗迹，历史文物

古迹广为分布。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遵义会议”会址和杨粲墓，国家级管理的赤水桫

椤自然保护区，有娄山关战斗遗址及溶洞，绥阳县宽阔水原始森林，桐梓小西湖，道真银杉

保护区，遵义县枫香温泉。赤水十丈洞瀑布和四洞沟瀑布群，以及遵义市和遵义县境内的

佛教庙宇(湘山寺，瓦厂寺、金顶山)，红军烈士陵园等。

第三节’人口与民族

据第四次人口普查，遵义地区总人口为6168695人，占全省人口的19．5％。其中农村
’

人口4954825人，占总人口的80．32％；城镇人口1213870人，占总入口的19．68％；男性

人口3179966人，占总人口的51．55％；女性人口2988736人，占总人口的48．45％1人口

自然增长率为14．41‰，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01人。人口密变最大的遵义市为每平方

公里1399人，最小的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为每平方公里127人． ：
，．。：

遵义地区的民族有汉族、仡佬族、苗族、土家族、布依族、彝族、回族、侗族等30多个民

族。汉族人口5591939人，占总人口的90．65％，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9．35％，主要分布在

区内的务jiI、道真两自治县。少数民族中人数最多的是仡佬族，有27538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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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历史综述

第一节行政建置

遵义地区历史悠久，在春秋战国时期，曾是巴、蜀、夜郎等邦国的领地。西汉时期，在这

里设置犍为郡，郡治在璧县，即今遵义市西北．唐代贞观十三年建播州，十六年(公元642

年)，改播州所辖罗蒙县为遵义县。这是“遵义”得名之始。从唐末历五代、宋、元、明代计

725年，播州为杨氏土司所世袭统治。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明王朝平息了杨氏

土司的叛乱，次年推行“改土归流”，将播州改置遵义军民府(隶四川)，平越军民府(隶贵

州)。今遵义地区大部分县市属这两个府，还有部分地域分属石阡、思南府。清康熙二十六

年(1687年)裁去军民二字，为遵义府。雍正五年(1727年)，遵义府改属贵州省，建置疆域

基本形成。辛亥革命后，废弃府的建置。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贵州省设11个行政督察

区，黔北为第五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先设桐梓，后迁遵义县城(即今遵义市区)。1949年

11月遵义解放后，改为遵义专区，现称遵义地区。1949年建遵义市，1990年撤销赤水县建

立赤水市。全地区领辖县市几经更迭。到1990年底，共领辖2市、9县和2个民族自治县，

即遵义市、赤水市、遵义县、桐梓县甥§阳县、湄潭县、凤冈县、余庆县、仁怀县、习水县、正安

县、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共辖108个区，12个区级镇，703个

乡，45个乡级镇，10个城市街道办事处，229个居民委员会，5029个村民委员会。

第二节历史经济文化概观

一、遵义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历史的长河中，有过许多兴衰起伏。

在桐梓岩灰洞、观音洞和遵义市风帽山洞的考古发掘，和在赤水河流域获得自旧石器

中期起的大量石器、骨器等工具，证明今遵义地区一带人类的活动很早。公元前221"'224

年，秦始皇遣常颤略通五尺道，交通渐开。秦王朝在大夜郎境内设置鳖县，属巴郡。公元前

130年的汉武帝时，以警、鳕等地置犍为郡。今遵义地区一带与中原的联系加强。奴隶制经

济逐步发展。

隋唐时期，原夜郎的奴隶制度已经崩溃，播州、思州一带的经济为封建领主所有制。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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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业渐发展，手工业的纺织、制茶、采矿、冶炼、酿酒及生产生活用具等生产门类逐渐兴起．

宋元时期，今遵义一带与邻近地区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人口大量迁入，土地得到开辟，

引进先进生产技术，农牧业和手工业得到发展。史载北宋起，播州开设了市马场，进行交

易。南宋播州统治者杨粲曾一次向朝廷进贡战马300匹．元代杨汉英进贡雨毡．一次达

1000被。

明代农业生产在耕地扩大、技术改进、水利兴修、农作物品种和产量等方面，都有显著

发展。7平坝地区普遍用牛耕代替“刀耕火种”，并根据土壤性能种植不同作物。经济作物茶

叶有很大发展，当时思州、播州的茶很著名，朝廷曾在遵义设置茶仓，外地商人可以前来购

销。今仁怀、湄潭、绥阳等地均产茶。遵义县建设成“大水田”、‘倩坪堰”等水利工程。至今
数百年还在发挥效益。遵义、绥阳有记载筑堰塘、用戽水篼提水灌溉。由于四川井盐通过

遵义进入贵州，食盐运销的发展，使赤水河、綦江、乌江沿岸的许多城镇繁荣起来。手工业

方面，明末已有专门营制铁器的工匠，加之商业逐渐繁盛，一些经济中心城镇逐步形成。

清代前期，社会相对稳定，遵义地区的农牧业、手工业有所发展，商业贸易日趋活跃．

自明末“改土归流”后，土司统治瓦解，封建地主所有制发展，兼并土地，进行劳役和地租的

剥削。另一方面，生产技术不断改进，遵义一带成为贵州省油桐子、槽子、白蜡的主要产地。

当时“油桐子五石可获钱二十千。”赤水河沿岸则产棉花。清乾隆八年(1742年)遵义从山

东引进山蚕和缫丝纺织技术，次年即。会报民间所获茧至八百万⋯⋯纺织之声相闻”．6年

后，正安县亦自浙江购来桑蚕种和传播饲法，结果“其茧色美质精，不下中州之产。”不久，

绥阳、遵义也种桑养蚕。茶叶：务川有高树茶，湄潭的永兴和仁怀县产的茶叶色味颇佳，仁

怀茶饼多贩到四川各县。烟叶：自明末传入，史载遵义产烟的收入“大约终岁获利过稻麦三

倍。”此外还有习水县的杉木，遵义、仁怀的生漆、蓝靛、青麻等： ．

工业、手工业以纺织、采矿冶炼、造纸、酿酒等业的兴盛和成就最突出。遵义的棉纺业，、

以老蒲场为主，产品销路很广，已出现专业棉花的商人和纺家、织家的分工。丝织业，当时

遵义府绸“远走数千里外，价视吴绫蜀锦廉而性坚韧。”道光初年，桐梓用双丝织的“桐绸”，

。每年不下千万匹，通计岁有十万金”。正安县出产“花绫”和。徐婆绸”(柞蚕丝)。史载是。遍

张机杼，渐成花样，售丝售绸，运通商贾”。一

采矿冶炼方面，道光二十年(1840年)遵义县忠庄里、枫香坝的铁矿开挖冶炼。1844

年，清政府明令准许贵州民间自开矿厂。遵义的新寨、波罗海、通达坪、羊肠沟和绥阳月亮

岩开采出黑白铅矿，其中新寨设炉5．0座，每年产铅324万斤．务川的汞和朱砂开采历史悠

久，遵义县的平水里两河口也产朱砂。绥阳玛瑙山曾产铜。

遵义尚嵇和绥阳黄泥江的皮纸均“白腻坚绵，贩入蜀中。”绥阳还产竹纸和草纸。

酿酒业兴盛，以茅台最有名。茅台烧，时称第一，1863年茅台成义酒厂创建，1873年，

茅台荣和酒厂创建。当时酒房不下20家，每年用粮食不下2万石。

’商业方面，遵义是黔北商业集散地，又是贵州丝绸业生产和贸易的中心，遵义附近的

郑场和火烧舟是湖南常德棉花的重要销售点。桐梓县城不仅是遵义的转运站，也是黔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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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对四川、山西、河南等省的贸易点。一大批农村集市，随着水陆交通的改进．赤水河、乌江

盐运航道的开发，工商业的发展而逐步形成和兴起，最有名的有贵州四大集镇之说；“一打

鼓(打鼓新场，今金沙县)，二永兴(今湄潭县属)，三茅台(今仁怀县属)，四鸭溪(今遵义县

属)。”
“

辛亥革命(1911年)之后，民国初年，遵义即有石印印刷业、火柴厂和面粉加工业的出

现，1925年茅台酒在巴拿马博览会上获奖。1925年赤水开始有了电力工业。近代企业出

现，在桐梓县有“兴黔麻棉公司”，余庆绵织业发展，成为贵州年产十万匹布以上的三个县

之一。但今遵义地区为滇JIl、黔三省军阀轮番盘踞，长达20多年，横征暴敛，草营人命，民

不聊生，生产力受到极大破坏。到抗日战争中，由于群众的反日货斗争，原有丝织业手工作

坊有所发展，雇工多者达200人。一部份沿海工厂企业内迁至遵义一带，曾经促进了采矿，

电力、化工、机械、医药、纺织、食品、造纸等工商企业的发展，但抗日战争胜利后，许多厂矿

企业或迁或撤，遵义经济又呈萧条。从1935年至1949年，遵义地区为国民党统治时期。其

问的经济状况显示出许多特点：

1．官僚资本急剧膨胀。贵州企业公司吞并了遵义大兴面粉厂，贵州矿务局开设有“务

川事务所”，开采汞矿；贵州锰铁厂，于1943年在遵义瓮岩、大土槽、潘家寨等地设厂开矿，

有职工三百人左右，至1946年共采毛砂1．4万吨，供重庆炼钢；南桐煤矿：1938年资源委

员会与军政部兵工署吞并了桐梓县第六区桃子荡的民营煤矿，1939"j1943年，共产焦煤

55882吨，供重钢；遵义酒精厂：由资源委员会1939年创办，至1949年由“国防部”接管，

月产量2万加仑。
‘

’：4

2．民族资本由兴起到衰落。1937"--1943年为遵义民族资本再次得到短暂发展时期。

酿酒业：1945年茅台三家酒厂固定工达60多人，年产量8万斤左右。1947年达12万斤．

1949年降为10万斤左右。棉纺业：1944年土布全省产量420万匹，1949年下降为18．6

万匹。火柴业：贵州企业公司兼并了遵义“燧明火柴厂”，1943年成立“遵义火柴股份有限

公司。”此时显出：①工业部门更加不平衡，②民族资本继续处于投资少’，规模小，技术落后

状态。’

3．农业经济衰落，工人农民在“三座大山”压榨下；生活十分困苦。据贵州省统计，遵

义等43县，合计佃农占39％，半自耕农26％，自耕农(包括地主、富农、中农)占35％。由

于地租、高利贷和官僚资本的盘剥，农民生活困苦，农业生产停滞不前，农村经济日益衰

落。工人群众遭受残酷的封建剥削和资本剥削．劳动时间长，劳动条件差，工资极低，政治

上毫无权利可言。工业生产比重小，农业生产比重大，与外省物资交流一直处于入超地位。

4．交通运输及商业的兴衰。t926年贵州修筑川黔等三条干线公路。1937年川黔公路

完成，成为黔北入川干线。1938""1946年，遵、湄公路修通。抗战期间，修筑了遵义机场。水

道：赤水河茅台以下可通5""15吨木船，盐运为主。企业运输有所发展，但在1946-'：．,1949

年间，通货膨胀，捐税增加，社会动荡，官僚资本垄断及美国商品倾销，遵义民族企业日渐

萧条、破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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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金融货币流通十分紊乱。1935年后规定停止使用银元，发行纸币．法币不断贬值，

1948年又通行银元，1948年8月19日实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1 l 300万元兑换

率收回法币，以后又以。银圆券”代替“金圆券”。 一

二、遵义地区有着灿烂的古代文明

，据历史记载，公元前二世纪的西汉武帝时，犍为郡璧县(今遵义一带属之)的舍人，曾

任犍为郡文学卒史．著有《尔雅注》三卷。稍后有名士盛览，曾向当时中原有名的辞赋家司

马相如学习，并且“归以授其乡人，文教始开。”公元二世纪的东汉桓帝时，毋敛(今贵州独

山一带)人尹珍，曾在中原从许慎等人学习归来，在今务川、绥阳、正安县境讲学，致力于文

化传播。这几位都可说是遵义地区的文化先驱者。现在习水县保存完好的“章武三年”的

汉字石刻，说明汉文化至少在汉代已传播于黔北山区。

公元8世纪的唐肃宗时，大诗人李白曾被“长流夜郎”，三年后赦回。唐代的夜郎县即

在今桐梓县境。唐贞观年间(627"--649年)建遵义金鼎山寺，传播佛教文化。到公元9世

纪，牛腾被贬作群柯建安丞，曾“大布释教于_；伴柯”。建安在今贵州省瓮安、余庆县一带。到

了宋代。今黔北著名的佛教寺院有遵义的桃源山寺，桐梓鼎兴山寺，元代有绥阳的回龙寺

等。唐代，州县及乡村开始兴办学校。到宋代，播州统治者杨文在本地建孔子庙，传播儒学。

黔北出土的宋代技艺精湛的铜鼓和已发掘堪称地下宫殿的杨粲墓的石刻艺术，说明遵义

；一带当时的冶炼技术和文化艺术已达到很高程度。苗族、仡佬族人民的民间歌舞和“瓢

笙”(芦笙)源远流长，也很有名。 ，‘

公元14世纪的明代洪武初年设置播州宣慰司学，嘉靖年间设置婺川县学，公元1600

"-'1620年间，随着改土归流，中央对播州一带地方管理的加强，先后建起了遵义府学、真

安州学和桐梓、湄潭等县学。学术成就继宋代的《遵义军图经》之后，有《(万历)遵义府志》

22卷、《绥阳县志》9卷等。 。

公元17～18世纪的清代前期，今遵义地区一带继续兴办学校，建立书院。有龙泉(今

凤冈)、余庆、仁怀县学和仁怀厅(今赤水)学先后建立。遵义建有“湘川书院”，湄潭有“狮

山”、“湄水”书院，余庆有“他山书院”，桐梓有“敷文书院”等。乾隆廿四年(1759年)天主教

正式从四川传入婺川县，是为天主教传入贵州之始。

清代中叶以后，今遵义地区的私塾教育已相当普遍。在遵义县沙滩的黎、莫、郑氏家族

绵延数代人文辈出的现象，被史地学家称为。沙滩文化”。其中的郑珍、莫友芝、黎庶昌等一

批造诣很深影响很大的文坛巨匠，在经学、文字学、声韵学、版本学、金石学、方志学和诗词

文辞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就。从清康熙至道光年间，黔北一带修成府州县志9部，其中

道光《遵义府志》被梁启超评价为“天下府志第一”。 ．；

’

近代以来，遵义地区的文化现象是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特色。

辛亥革命后，遵义即建立了中学，1925年，著名教育家黄齐生任贵州“视学”，走访黔北

20余县．1926～1927年任遵义省立三中校长，传播新文化知识，带出青年进步学生袁咨桐

等到南京。20---30年代，遵义、赤水等县都开设过进步书店，销售新文化和进步、革命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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