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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说明

一、《遵义地区志》总体规划编纂40部专志，实际编纂出版

33卷47部，其中一合本23卷、二合本8卷、三合本1卷、五合

本1卷；自然类2部、政治类9部、经济类20部、文化类10部、

社会类3部、其他3部。为更好地发挥《遵义地区志》的功能和

作用，特将原来规划的《遵义地区志·附录》改名为《遵义地区

志·卷首》编辑出版。

二、《遵义地区志·卷首》主要由《遵义地区志》总序、《遵

义地区志》(各专志)内容提要和附录三部分内容组成。着重记

述《遵义地区志》各专志的名称、著者、出版、内容等情况。

三、附录主要收录：《遵义地区志》编纂始末；历届遵义地

区(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组成名单；受市级以上人民政府、人

事部门、地方志机构表彰的修志工作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名

单；历次地方志评奖获奖名单；国务院、省、地区(市)有关地

方志编纂工作的文件；遵义地区(市)各类志书、年鉴、地情资

料丛书存目。

四、为保证该志资料信息的完整性、可读性，帮助读者全面了

解遵义地区(市)修志概貌，便于遵义地区(市)地情资料的检

索，《遵义地区志·卷首》所涉及的内容，实际上包括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前后，遵义地区(市)地方志编纂的有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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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俱进 再创辉煌

——写在全市首届修志任务圆满完成暨第二轮修志工作进行之际

遵义这片土地，早在20万年前，就有“桐梓人”生活于此。春秋时期，

分属鳖、鲤、巴、蜀及群舸等国。战国时，成为大夜郎国的一部分。秦、汉

时期，纳入统一版图，在此设置郡县。唐贞观十三年(639年)将位于现中

部地域的郎州改称播州；十六年(642年)，改播州所辖罗蒙县为遵义县，

此为“遵义”得名之始。唐乾符三年(876年)，杨氏开始世袭播州权柄，

长达725年。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平播战争剿平杨氏29世杨应龙

的反叛，结束了土官统治。次年播州改流官管理，分设遵义、平越二军民

府，遵义军民府属四川省。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去掉“军民”二字，

为遵义府；清雍正六年(1728年)由四川改隶贵州，因全境地处贵州北部，

“黔北”之称始由是。1912～1949年，经历中华民国时期。1949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遵义走进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大变革时代。

悠久的历史，积淀了丰厚的文化。旧石器时代的桐梓岩灰洞、马鞍山及

汇川区的风帽山等文化遗址，新石器时代的习水磨制石斧、石网坠及仁怀的

石斧等工具，仁怀出土的商代酒器——大口尊陶杯和正安出土的春秋战国时

代的蟠螭纹青铜甬钟等，反映出这方地域最早的文明成果。“汉三贤”舍人、

盛览、尹珍外出寻访名师，学有所成，返里教授乡人，成为黔北乃至贵州文

化的先驱。唐代，李白长流夜郎的传说，方志有载，大地有迹，对黔北文化

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十多座佛寺的兴建，带来的不仅是宗教的繁荣，还

有与之相应的宗教文化、建筑与雕刻艺术等等。宋代二冉(设计督造影响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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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战局的合川钓鱼城的冉琏、冉璞)八进士的出现，杨粲墓完美的石刻，昭

示着当时文化达到的高度。改土归流后，大量流官与移民的进入，明清鼎革

时，遗民钱邦芑、陈启相及高僧丈雪通醉等“禹域文化精英”萃集(陈寅恪

《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促成了清初文化的繁荣，出现了名诗人一罗三李：

罗兆、李晋、李先立、李专；继而形成灿烂的“沙滩文化”，出现了“西南

大儒”郑珍、莫友芝，爱国外交家、学者黎庶昌。“五四”运动催生了一大

批具有全国影响的遵义籍作家，如受到鲁迅、胡适褒扬的蹇先艾、寿生，女

作家卢葆华，“左联”作家陈沂、肖之亮、段雪笙、秦川、詹健伦等。1935

年红军长征途经遵义，并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长征文化

(红色文化)成为遵义文化宝藏中的经典文化资源。抗战时期，遵义成为战

略后方重镇，接纳了浙江大学、大夏大学、陆军大学、海军学校等内迁院

校．以及西南文化垦殖团等文化团体和大批全国知名文化人士，为全国的抗

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抗战文化成为遵义又一笔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文明的传承，文化的流播。汗牛充栋的历史著述承载

着文明的总结、提升与锤炼。在众多历史文化著述中，方志为其大要。自

《史记》横空出世，史学成果纷呈，并且形成修志存史、泽被后世的优良传

统。从清康熙至道光年间，黔北一带就修成府州县志9部。其中，由郑珍、

莫友芝纂成于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的《遵义府志》，被梁启超评价为

华夏“府志中第一”o

20世纪80年代，遵义地区(市)启动了首届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修工

作。在各级历届党委领导、政府主持下，形成众手修志的大好局面。历20

年，于2005年2月圆满完成了省、地(市)规划的13部县(市)志，47

部《遵义地区专志》(约3000万字)的编修出版任务。与此同时，各级地方

志机构还整理、编辑、出版了一大批地情资料丛书和部门志、乡(镇)志、

厂志、校志等。1999年，中共遵义市委办公室、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主管主

办的《遵义市年鉴》正式创刊，部分县、区(市)也启动了年鉴编辑工作。

这些方志成果极大地繁荣了遵义的历史文化，直接服务于全市的政治文明、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在首届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工作中，全市先后有

25个单位、53名个人受到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及市级以上人民政府、人事

和方志部门的嘉奖。在各级各类社会科学成果评奖中，先后有30余部志书

获得全国、全省和市级一、二、三等奖。首届社会主义新方志成果在服务地

一2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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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地区志》总序

方经济建设、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为各级领导科学决策提供重要依据等方面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盛世修志，乃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上届志书完成之日，便是新一

届志书开修之时。2003年12月18日，全市地方志续修工作会议召开，标

志着全市第二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工作正式拉开序幕。全市总体规划编纂

《遵义市志》1部，县、区(市)志14部，总字数约1800万字。2010年全

面完成编纂出版任务。

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服务当

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我们要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辩

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认真把握“以人为本”、构建和

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精髓，运用最新的人文成果，全面、真实地记述遵义

的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要继续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地方志编

纂委员会组织实施”的工作体制，进一步强化政府行为，将第二轮修志工作

纳入各级党委、政府日常工作，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纳入政府工作

目标管理考核，推动第二轮修志工作健康、有序地开展。要认真总结首届志

书编纂实践的成功经验，努力形成各级党委、政府齐抓共管，各级各部门密

切合作，社会各界大力支持，广大修志工作者团结协作的工作环境，加快修

志进程。要进一步开发和利用地方志资源，充分发挥方志成果在“资政、存

史、教化、服务”方面的社会功能和作用。要深入开展地方志理论研究，切

实加强修志人员业务培训，不断提高广大修志工作者的思想、业务素质，培

养一支具有较高专业水平的专兼结合的修志队伍。广大修志工作者要大力弘

扬不为名、不为利、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优良品质，以对党、对人民、对

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编修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良志佳作，为遵义地方文

化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共遵义市委书记傅传耀

遵义市人民政府市长卢守祥

2005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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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地区志》(专志)
内 容 提 要

1．《遵义地区志·概况、大事记》

本卷两部专志由遵义地区地方志办公室主持编纂，《概况》的供稿单位

及撰稿人有遵义地区地、市、县政府办公室及相关部门的人员，分纂谢尊

修；《大事记》的编纂分别为：春秋战国～清代，罗康一；民国，翁仲康；

1949～1990年，詹永辉，汪启琴；索引，王藩，吴青箐。分纂：詹永辉，

谢尊修。志书于1994年12月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18插页，40．4

万字o

《遵义地区志·概况、大事记》在体例上作了有益的探索和突破。为使志

书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建设和对外开放，在结构安排上突出了两点：其一是将

“概况”单列出来汇编成一册，并设了“章”，“节”，从而与其他专志的章、

节体保持一致；其二是《大事记》中增加了分类“索引”，有利于查找应用，

更加符合时代的科学要求，在贵州省已出版的地方志书中尚属首例。

《概况》共4章23节。

第一章，自然概况，由3节组成。记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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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绵延247．5公里，南北相距232．5公里，总面积30753平方公里，占贵

州省的17．46％。全境自然资源丰富，总人1：3 6168695人，占全省人口的

19．5％。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01人。区内有汉族、仡佬族、苗族、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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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的9．35％，主要分布在务川、道真两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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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地区志》(专志)内容提要

第二章，历史综述，由3节组成。第一节行政建置，简述遵义地区从春

秋战国以来到1990年的变化。第二节历史经济文化概观。一方面从经济角

度，简述遵义地区农业、手工业、轻纺工业以及商业的兴衰起伏轨迹；另一

方面从文化角度纵述遵义地区令人称羡的古代文明。第三节记述遵义地区人

民富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并特别记述了1934～1936年间中国工农红军

转战黔北的革命活动。

第三章，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分4节记述了遵义地区从1949年解放

后致力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社会经济方面发生的巨大历史变化。第一节

记述经济恢复与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建设(1949～1957年)；第二节记述国民

经济的曲折发展(1958～1978年)；第三节记述实现战略转变与改革开放

(1979-1990年)；第四节着重记述配合区情特点的社会经济开发给遵义地

区带来的崭新面貌。

第四章，县(市)概况。共13节，依照同一体例，分别记述每一个县

(市)的地理位置，建置沿革、地貌、气候、水文、资源的情况，并就农业、

工业、能源、交通、电信、商贸、财政、金融、文化、教育、科技、卫生、

体育等要素，逐项进行了历史的记述。

《大事记》由两部分构成：大事记和大事记索引。主体部分大事记上限

起于春秋，下限止于1990年。由于在隋唐(公元6、7世纪)时期以前，遵

义地区文献资料缺乏，许多事实难于确指，从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

476年)至隋唐前的有关大事，只能作择要简述。在结构上纵向依时顺序分

为10个时段：即1．春秋～南北朝时期，2．隋，3．唐，4．五代，5．宋，6．

元，7．明，8．清，9．民国，10．中华人民共和国。总计1759个条目。其

中．清代以前255条，占总条目的14．5％；民国311条，占总条目的

17．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1193条，占总条目的67．8％。

大事记索引无疑是大事记中的提要。按性质划分类别为政治、经济、文

化、自然与灾害、其他等各个方面。大事记中共出现人名631个。记述内容

按类别分，政治类866条，经济类559条，文化类254条，自然类63条，

其他17条。

另外，《遵义地区志·概况、大事记》问世后，受到好评，1998年曾被

省评为贵州省优秀志书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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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地区志·卷首》

附：《遵义地区志·概况》撰稿单位及编纂人员名单

撰稿单位：中共遵义地委办公室、遵义地区行署办公室、遵义市人民政

府、遵义市志编纂委员会、遵义县志编纂委员会、桐梓县人民政府、绥阳县

志编纂委员会、正安县人民政府、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务

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风冈县志编纂委员会、湄潭县志编纂委员

会、余庆县志编纂委员会、仁怀县志编纂委员会、赤水市人民政府、赤水市

志编纂委员会、习水县人民政府、习水县志编纂委员会

分 纂：谢尊修 张光贵 杨文中

编辑助理：汪启琴 朱跫黔 金青 周 蓓

附：《遵义地区志·大事记》编纂人员名单

编 纂：罗康一翁仲康

分 纂：詹永辉谢尊修

编辑助理：汪启琴王藩

詹永辉汪启琴王藩吴青箐

吴青箐汪育华

2．《遵义地区志·行政建置志、自然地理志》

本卷二部专志，分别由遵义地区地方志办公室和遵义地区农业规划办公

室主持编纂，1991年10月报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验收，1992年9月由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18插页，38．4万字。其中《行政建置志》

由谢尊修、王恩平编纂。共计2章1附录。第一章建置沿革，下分9节。第

一节，春秋战国至隋代前的建置；第二节，隋唐时期的建置；第三节，宋代

的建置；第四节，元代的建置；第五节，明代的建置；第六节，清代的建

置；第七节，民国时期的建置；第八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建置；第

九节，遵义地区各县市建置沿革。第二章，行政区划。下分13节，分别记

述遵义地区下辖2市、9县、2个民族自治县行政区划的情况。附录则收入

1992年(撤区后)新建并乡镇名称及驻地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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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地区志》(专志)内容提要

该书依据文献资料及出土文物记述了遵义地区行政建置演变的历史。遵

义名称，始于唐太宗贞观十六年(642年)，隶属于播州的罗蒙县更名为遵

义县。一千多年中，先后与遵义有关的行政建置名称还有遵义军，遵义砦，

遵义军民府，遵义府，遵义专区，遵义市，遵义地区等。早在春秋战国时

期，遵义与中原即开始了交往。秦汉时期在这里设立郡县，与中原联系日益

紧密。唐宋时期，在乌江以北设置路、府、州、县、军、监，进一步纳入统

一的行政建置。元明时期推行土司制度，加强了对今遵义地区一带的管理和

开发。明朝末叶，平息播州土司杨应龙的反叛，播州700余年的土司统治改

为遵义、平越二府的流官管理。经过清代200余年行政管理的加强，遵义地

区的县级行政建置基本确定。民国初期，废除府、州、厅的建置，一律设

县，后又分片设立行政督察区，调整各县行政区域，增设、撤并部分县。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遵义地区建立了各级人民政权，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至该书出版时的1990年，遵义地区所辖行政单位名称为：遵义市、赤水县

(1990年9月改建赤水市)、遵义县、仁怀县、习水县、桐梓县、正安县、

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湄潭县、绥阳县、凤冈

县、余庆县。1997年6月10日遵义地区撤地建市。市人民政府驻新设立的

红花岗区解放路。原遵义市(县级)改建红花岗区。新建的遵义市辖原遵义

地区的遵义县、绥阳县、桐梓县、习水县、凤冈县、正安县、余庆县、湄潭

县、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和新设立的红花岗区。

原遵义地区的赤水市、仁怀市由省直辖。

《自然地理志》共计9章。分别由地区农业规划办公室相关人员撰稿。

章目依次为地质，矿产，地貌，气候，水文，土壤，植物植被，动物，自然

灾害。

第一章地质。记述遵义地区地层发育较全，生物化石丰富，碳酸盐岩

广布，岩溶景观奇特，沉积矿产多样和地质构造复杂等特点。

第二章矿产。记述遵义地区成矿地质条件较好，矿产资源丰富，种类

繁多。已发现和部分利用的矿产地527处。其中大型矿床27个，中型矿床

73个，小型矿床251个，矿点176个，煤、铝、锰、汞、硫铁矿、硅石、

石灰石、磷这8种矿产具有现实资源优势；高岭土、粘土、粘土岩、重晶

石、萤石等矿产资源也有潜在优势。其他的一般矿产为铁、钼、石膏、含钾

页岩、矿泉水等，正在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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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地区志·卷首》

第三章地貌。记述了遵义地区位于云贵高原东北部，处于云贵高原向

四川盆地和湖南丘陵过渡的斜坡地带。地势东部最高，西部较低；北部较

高，南部稍低。区内地表海拔多为800～1200米，平均海拔950米左右。最

高处为桐梓县狮溪菁坝大山，海拔2227米，最低处为赤水市长沙区习水河

入川处，海拔221米。北部以中山峡谷和低中山河谷为主；南部以低山、丘

陵、坝地为主。

第四章气候。其气候特征是四季分明，雨热同季，无霜期长，多云寡

照；绝大部分地区冬无严寒，夏无酷署。气候类型多样，有“十里不同天”

之说。春季温度不稳而时有倒春寒；夏季初夏多雨，盛夏多旱，热而不酷；

秋季温度陡降，时有绵雨、秋风；冬季无严寒，阴云寡照间或有凌冻。光、

热、‘水条件，夏半年较好，冬半年较差。

第五章水文。全区河流均属长江流域，以大娄山脉为分水岭，把全区

河流分为乌江、赤水河和綦江三大水系。全区有水流的河长共9148．5公里，

河网密度为0．3公里／平方公里。上游开阔，较平缓，水量少，耕地相对集

中，水资源开发率利用高；中游束放相间，水流湍急；下游河床深切，水低

田高，落差大，水能资源丰富。

第六章土壤。记述遵义地区有黄壤、黄棕壤、石灰土、紫色土、粗骨

土、潮土和水稻土等土类。其中以黄壤和石灰土分布面积最大，次为水稻土

和紫色土。其肥力状况及利用现状各不相同。

第七章植物植被。记述遵义地区植物种类繁多，植被类型多样，除藻

类、真菌等低等植物和苔癣、蕨类、种子植物等高等植物外，还有银杉、桫

椤、珙桐等珍稀植物。

第八章动物。共分3节。第一节记述主要野生动物群有鱼类、两栖

类、爬行类、鸟类和哺乳类。第二节主要饲养动物种类有家畜、家禽和蜂、

蚕。第三节珍稀动物有一级保护动物和二级保护动物33种，占全国一、二

级保护动物种类的16．0％。

第九章 自然灾害。包括气象灾害和地质灾害。气象灾害主要有：旱

灾、洪涝、风雹灾、倒春寒、凌冻、霜冻、秋风、绵雨等。对农业生产影响

最大的有旱灾、低温冻害、洪涝和冰雹。地质灾害主要表现为滑坡、泥石

流、崩塌、岩溶塌陷、地震等几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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