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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

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载遵义的历史和现状。

二、《遵义地区志》是原遵义地区作为一级行政建制的第一部社

会主义新方志，本志所载地域范围，以现行遵义市(亦即原遵义地

区)行政区划的地域为准。

三、《遵义地区志》按事业分工、科学分类的原则，原规划由40

部分志组成，1997年作了调整，确定由39部分志组成，分卷出版。

四、本志记载，以专业志为主体，全志由概述、大事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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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本志所记时限，贯通古今，重在当代。时间上限视各事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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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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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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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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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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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采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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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或注明不同

口径及不同资料来源，以便读者参考。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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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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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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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记述，视情况加注今名或换算成现行法定计量单位。

十二、本志门类繁多，许多专志之间因事业相互联系，内容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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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纂说明

一、本志按《遵义地区志·凡例》规定编写。

二、记录时间上限因事上溯，下限为1997年撤地设市。

三、记述地域为1997年遵义地区所辖地域。

四、民国以前纪年用汉字纪年，夹注公元纪年。如康熙十九年

(1680年)。民国以后则用阿拉伯数字纪年，夹注公元纪年，如民国

4年(1915年)o

五、本志为政权、政协合志，其大事记一并记述。

六、“解放’’特指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遵义，接管

政权之时o

七、本志“政鉴”只记述在遵义地区境域之内人物与事件。所记

人物在辖境之外的活动，一般不予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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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遵义位于贵州省北部，地跨东经105。36 7～108。137，北纬27。08’--29。13 7。

南接长江支系乌江，北与四川重庆市相接，是川黔往来必经之地。由于地域位

置靠北，相对贵州全境来说，遵义较早接受中央政权的管理，是四川文化与贵

《遵义府志》载：“遵义，汉瞥县地。唐带水县地。北宋播川县地。明属播

川长官司。平播，建府治，县附郭，即移唐播州首县名为名。”唐代以前，今遵义

地区境域内无较集中的行政机构。唐末，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差异较大，乌江

以北多是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经制州”；乌江以南属于任用土酋管理，其内部

事务很少由朝廷过问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今遵义处于唐王朝实际控制范围

的最南端，与乌江南各羁縻州接壤，被历代汉官视为“非人所居”之地。唐乾符

三年(876年)杨端应募，率其乡人令狐、成、赵、犹、娄、梁、韦、谢八姓族人兴

兵，打败南诏势力罗闽和土著僚人，占据播地，并以白锦堡为治所中心，自授职

宋朝是播州杨氏势力大发展时期。淳熙三年(1176年)，杨氏十二世孙杨

轸以“旧堡隘陋，乐堡北二十里穆家川山水之佳”，而将治所迁到穆家川(今遵

义红花岗区)，从此遵义地区权力中心相对稳定下来。史称杨氏居播十三、传

至粲始大。杨粲重视发展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开创了“播州盛世”。粲、价、

杨氏治播，从唐朝认可的羁縻政策到元代正式确立的土司制度，实行一脉

相承、军政合一的政治制度。值得肯定的是，执掌播州军政大权的土司；每逢

中央王朝政权更迭，大多都能顺应时势，承认中央统治，赴朝廷献地纳土，内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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