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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市的

首部地方志——《遵义市志》，经编

修人员十六个春秋的辛勤笔耕，现

在付梓了。我为能忝随前任，在本届

政府任期内实现志书的总成，深感

欣慰。如此浩繁的文4Ls-程告竣，是修志工作者智慧和汗水的结晶，

也是我市两个文明建设的一项丰硕成果。借此，谨向全体编修人员

和关心、支持《遵义市志》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谢忱!

聚贤修志，素为地方盛事，历来备受关注。遵义自宋、元以来，

代代赓续不断，成果斐然。清代《遵义府志》、民国《续遵义府

志》和《遵义新志》皆为传世佳作，享誉志林。遵义市作为中国历

史文化名城和黔北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历史与现实的积淀十分

丰厚。承继前人传统，修出一代新志，确系当代人的重任，也是全

市人民的共同愿望。历史地理学家、复旦大学谭其骧教授曾题词：

“郑、莫遵义府志是旧方志中的名著，遵义市志应当修成当代的名

志。”这是史学前辈对我市修志同仁的鼓励。正因为如此，自一九

八二年以来，在中共遵义市委的领导下，历届政府始终将修志工作

纳入全市发展计划之中，并作为重要政务部署，加强组织领导，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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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专门修志机构，严格选聘编纂人员，保证必要经费开支，适时督

促，循序推进。修志人员以高度的工作热忱和历史责任感，认真钻

研修志理论，努力克服各种困难，广泛搜集资料，精心编辑志稿，

体现了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和不计名利的奉献精神。

《遵义市志》卷帙宏富，贯通古今，资料翔实，图文并茂，地

方特色鲜明，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可读性。本着文约事丰、详今略

古的原则，对搜集的近亿字的资料反复剪裁纂辑，计约三百五十万

字入志，展现遵义市城市开拓八百余年来的重要史实。有如对杨氏

土司在播州的长期世袭统治，明清地方官府的施政情况，民国时期

军阀连年混战以及贫民大众的爱国民主运动等史实，皆有信而可征

的记述；有如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遵义市政治、经济、社会

和文化的深刻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各行各业所取得的重大成

就，都作了客观全面的反映。从历史文化名城的角度看，志书就举

世闻名的遵义会议、红军长征在遵义的活动、沙滩文化的形成和发

展、浙江大学迁遵办学等重大事件和文化精粹均着力用笔，以突出

其历史价值；对国民经济、社会事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等

城市文明进步历程则施以浓墨重彩，以彰示城市的发展的轨迹。此

外，《遵义市志》在吸取旧方志精华，借鉴当代修志经验的同时，立

足市情，放眼志林，力求既符合史志规范，又有所探索创新。这在

专家的评审中已得到充分的肯定。

地方志是具有独特历史文化学术价值的地情书、资料库，海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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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学者视其为具有物质和文化双重性质的财富，其“存史、资治、

教化’’作用非其他书籍可以替代。研究中国历史的英国学者李约瑟

称，“要研究人类文明，必须研究中国的地方志"，并在其所著的

《中国科技发展史》中大量引用地方志资料。实践证明，社会越是

进步，科技越是发达，经济越是繁荣，地情资料越显珍贵。地方志

的功用越来越广泛，各界人士都能从中查取有关资料。可以相信，

《遵义市志》的出版，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必将对经济和社会的

发展产生重要的作用。

古训日：金无足赤。《遵义市志》虽历经锤炼，纯青有加，但

仍系承前启后之作，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恭请各位读者朋友暨专家

学者匡正，并此致谢。

遵义市人民政府市长王崇嵩

一九九七年六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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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记载，遵义在以往六七百

年间纂就多部志书。宋代的《遵义军

图经》，明代的《播州宣慰使司志》、

《播州宣慰司志》、《播州志》、《遵义

郡志》、《遵义军民府志》等虽已佚

失，但此事却表明修志的优良传统

在这里得到较好的继承和发扬。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说：“今

人地理之学，详博可据。前代地理书，特以考经文史事及沿革耳。

若经世之用，断须读今人书，愈后愈要。”在其列出的清代二十五

部省志、府州县志善本名录中，郑珍、莫友芝合纂的《遵义府志》

与戴震的《汾州府志》、伊汤安的《嘉兴府志》并称三部优秀府志。

梁启超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中认为，在经

名儒精心结撰或参订商榷的若干部志书中，贵州有责阳、大定、兴

义、安J-顶、遵义等五部府志“斐然可列著作之列”，“郑子尹、莫子

偬之《遵义志》，或谓为府志中第一。”民国年问，先后由杨兆麟、

赵恺和杨恩元等先辈纂辑的《续遵义府志》，率遵郑、莫章法，主

要记述清末史实。浙江大学因避日本侵略军破坏，于民国29年

(1940年)迁来遵义，由校长竺可桢主持、史地研究所张其昀主编

的《遵义新志》，组合有关遵义地质、地貌、气象、物产和人文等

十一篇科学论文，借以补充旧志地理内容之缺。因其以现代科学理

论和枝术入志，可谓开创20世纪新编地方志之先例。前人留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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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部珍贵典籍，足以鼓舞今人严肃谨慎地编纂新一代志书，与前

代著述后先辉映。

遵义古为播州属地。唐代文学家韩愈作《柳子厚墓志铭》，中

，有“子厚泣日：‘播州非人所居’"之语，虽系不满朝廷贬谪刘禹

锡等人的愤激之辞，却使不少人长期误以为播州为蛮荒之地。直至

清代乾隆时洪亮吉来贵州作学政，通过实地考察，发现遵义原是一

块好地方，诗日：“谁云播州恶?土脉较疏通。"这才反映了真实的

情况。县内东乡有一块山清水秀的地方，名日沙滩，1 8世纪后半期

至1 9世纪之间，其地人才辈出，各种著作几占全省总数的三分之

一。浙江大学的学者在研究遵义历史演变的进程时，将此段时间称

为“沙滩期”。沙滩文化由此定名，随即被学术界推为贵州文化的

杰出代表。20世纪更是现代文化萌生和发展的年代。1 949年】1月

2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遵义县城，即以城区

六镇辖地设置遵义市。在40年的时间里，人口增长，交通改善，经

济发展，文教兴盛。今日之遵义，已发生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为着

“存史、资治、教化"的目的，编纂一部贯通古今的《遵义市志》的

任务，理所当然落到了当代人肩上。

以新的资料、新的方法、新的观点编纂新志书，难度很大，尤

其是在社会分工日渐精细、各项事业日新月异的20世纪后半期。要

统筹全局，动员各个部门提供详实的资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

真的筛选核实工作并按有关规定纂成一方之全志，必须具备以下条

件：地方党政领导重视和理解修志事业，组建机构、选好人员、筹

划经费，以利工作进行，这是其一；广征博采资料，协调各种意见，

统一认识，统一行动，这是其二；遵循国家修志规定，善于结合地

方特点，制定严谨体例，这是其三。《遵义市志》的领导者和编纂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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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对此都有妥善安排，并能不断采取必要措施，保证同心同德、慎

始慎终地进行工作，因而稳步推进，编纂有序。

遵义有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留下的光辉史迹，有中国共产党

举行“遵义会议"的丰功伟绩，有抗日战争时期人文荟苹的影响，

有解放后取得的建设成就。这些史实，都为新编志书增添了丰富而

光彩的内容。历史的兴衰，社会的枯荣，必须作信而有征的记载。

为了完成这部无愧前贤与后昆的志书，总编辑及其同仁注意吸收全

国方志研究成果，尽力充实民国地方史料，认真掌握志书的体例法

度，反复修改志稿，不断提高它的可读性和使用价值，努力使之成

为高质量的科学文献和完善的地方百科著述。为此而竭尽辛劳，人

们是不会忘记的。

任何一部志书都不是完美无缺的经典。随着更多资料的发现，

今后还会编出更好的志书，这是社会进步和科学发展的必然。本届

修志完成之日，就是下届续修开始之时。这是继承中国优秀文化传

统的表现，也是中华民族久经磨难而不衰的象征。社会的安定，经

济的繁荣，科教文卫的发达以及国际信息的快速交流，促使当今社

会迅速发展，容不得半点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只有记下岁月变迁

的大事，按时总结历史的得失，借鉴前人前事，开拓未来新路，才

有明确的方向和前进的动力。《遵义市志》是20世纪末遵义市记述

古今史事的总汇，是继往开来、功垂百代的佳构。值此成书之际，

共与家乡父老、兄弟、姊妹表示无比的欢欣和衷心的祝贺，故为之

序。

贵州省志原副总纂 陈福桐

一九九七年六月十六日

卫‘



凡 例

凡 例

一、本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以实事求是为

原则，直录史实，力求资料性、科学性、思想性统一。

二、遵义市辖区原为遵义县城区及邻近郊区。为贯通古今，本志记述的史

实，其地域解放前以遵义县境为范围(个别重要史实例外)，解放后以遵义市

境为范围；时限起于南宋淳熙三年(1176年)，迄于1989年。入传人物收至

1994年。

三、本志根据当代社会分工、科学分类以及遵义市历史文化特点设篇，各

篇采用章、节、目结构，且按地理、经济、政治、文化、人物顺序排列。概述

及大事记列于卷首，附录置于书后。述、记、志、传、图、表、录、考诸体裁

中，志为主体。

四、遵循方志惯例，不为生人立传。在世有关人物，以事系之；已故本籍

人在本地或外地、已故外籍人在本地有重要贡献或影响者，据其业绩立传或入

表录。人物肖像根据确有图片资料绘制。

五、本志纪年，解放前用朝代年号加注公元，解放后用公元，公元纪年略

去“公元"二字；记述20世纪某年代史实时，一般略去“20世纪”三字。

六、不同时期的机构、职官、货币、计量用当时名称，历史地名加注今名。

解放后发行的人民币，1955年3月1日前后币值不同，行文时通换现行币值

并省去“人民币"三字。

七、“解放”一词作时间代词使用时，特指1949年11月21日中国人民解

放军进驻遵义县城这一时间。

八、本志资料来于史籍、档案、旧志、口碑以及有关部门编写的志稿，除

少数引文外，一般不注出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数字，以统计部门提

供的数字为准。

一]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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