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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说 明

一、本记上限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下限2000年。其间，秦代至宋代

有关本地区史料记载较少，本记尽量收集录入。

二、本记采用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以编年体为主，以时为序进行编写，对

某些跨年度不大而又不易分开的事件，采取纪事本末体。力求横不缺主项，竖不断主

线，以体现事件发展脉络与全貌。

三、纪事地域范围大体以现行政区为准，向上追溯。对水城特区未划出前所发生

的大事仍收录。

四、本地区解放以后历任党政军领导人的更迭，本记条目中主要记录正职的任职

时间，副职及党委委员任(离)职时间以表格形式作附记一于后。

五、为使读者了解本地区解放以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在条目之后以附记二录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毕节地区各主要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

六、纪事年代：元至清代以前以帝王年号为主，加注公元纪年；中华民国时期以民

国纪年，加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以公元纪年。

七、载事详其月、日，少数条目详其时分；若无月、日可考，则附于是年、是月之后；

若无月份可稽，则编排在适当位置。

八、对古地名首次出现括注今址名。

九、本记资料来源于省、地、县档案馆、图书馆，地、县党史研究室、地方志办公室、

统计局，地直各部门、军分区，省和六盘水市地方志办公室，省、地、县各个时期报刊和

新编《毕节地区志》各个专志的有关资料，少数资料系调查采访和个人提供。资料均不

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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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夷设邮亭。

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

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

以原犍为属地置朱提郡，汉阳属之。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

刘备置康降都督府于平夷县，李恢任康降都督。

建兴三年(225年)

诸葛亮南征，境内彝族首领妥阿哲积粮通道有功，被封为罗甸王。

建兴九年(231年)

康降都督李恢卒，张翼任康降都督。

建兴十一年(233年)

马忠任康降都督，移治味县(今云南曲靖)。



2 毕节地区志·大事记

亚I-i 代。I、．

永嘉五年(311年)

置平夷郡，治平夷，领平夷、蹩(今遵义境)县。

元兴三年【404年)

改平夷郡、平夷县为平蛮郡、平蛮县，今毕节地区部分在其境内。

梁

太清三年(549年)

宁州土人爨瓒反，朱提郡为瓒所据，平蛮、汉阳等县皆荒废。均为爨氏之卢鹿部。

隋 代

开皇四年(584年)

以朱提郡置恭州，汉阳属之(今毕节地区部分在其境内)。

爨氏陷恭州。

平蛮属比楼部，为羁縻州。

平蛮属禄州。

大业三年(607年)

唐 代

龙朔三年(663年)

总章三年(670年)

通天二年(697年)

置宝州(今威宁县东北)、袭州(一作袭州，今黔西县西)、义州(今金沙县)、郝州(今

大方县南)、晖州(今织金县北)、犍州(今大方县东北)，皆为羁縻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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