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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系统记述遵义县戏曲历史及理论研究成果，繁荣

社会主义戏曲事业，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为宗旨。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

一、本志上限，按实际情况而定，下限至1986年。

一、本志分综述、图表、志略、传记四大部类，并以此顺序

排列。

综述以历史时期为序，概述本县戏曲的历史。

图表包括大事年表、剧种表及有关图表。

志略分剧种、，剧目、音乐、表演、舞台美术、机构、演出场

所、演出习俗、文物古迹、报刊专著、轶闻传说、谚语行话等。

立传人物按在世人物不立传，他们的活动在有关部类记载寸

一、本志附录，包括本县内有关政策、法令及其它有关内

容。

一、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以年号为先，夹注

公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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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地理及建置概况

遵义县地处黔北腹地，东连湄潭、瓮安，西抵仁怀、金沙，

南靠开阳、息烽，北邻桐梓、绥阳，环抱遵义市。总而积5，088

乎方公里，大娄山脉形成“屋脊”斜贯县境，雄伟险峻，重迭苍

莽；乌江主干流由县南斜訇东北，水流急湍，蜿蜒曲折。县内年

平均气温14．6℃，气候温和，雨量充足，土壤肥沃。全县盛产粮

食作物，矿产资源丰富，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川黔铁路南北贯

穿，公路四通八达，交通便利。总人口一百二十余万，主要分布

着汉、苗、仡佬、彝、布依等民族，少数民族占全县人I：I总数的

1％，均以遵义方畜为流通语言。遵义县为黔北政治、经济、文

化重地。

春秋战国时遵义县为簪国，属梁州南微、夜郎旁小邑管辖。

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为巴郡管辖的蟹县。隋文帝开

皇元年(公元581年)为群舸县，群舸郡管辖。唐贞观十三年(公

元639年)为恭水县，播州管辖。贞观十四年(公元6-t0年)叫罗蒙

县。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改罗蒙为遵义县，由江南道黔中采

访使管辖：北宋徽宗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为播川县或遵义

军。元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为遵义总管府。明洪武五年

(公元1372年)为播州长官司，属四川行省管辖。明万历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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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公元1601年)遵义县复名，属四川布政使司管辖。清雍正五

年(公元1727年)割遵义府归贵州布政使司管辖，从此遵义县入

贵州版图。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黔北

时期，建立遵义县革命委员会。1949年11月全县解放。1952年析

城关置遵义市。1954年县政府迁驻南自镇。1958年11月市，县合

并称遵义市。1961年市、县分治，县政腑再迁南白镇，现辖十八

个区(镇)，共设139个乡(镇)，729个村。遵义县地域辽阔，

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素有“黔北粮仓”之称。

清代以前遵义县的戏曲活动

唐末南诏叛乱，攻陷播州，唐僖宗乾符三年(公元876年)，

太原人杨端应募率兵入播打败南诏，从此开创了杨氏在播州七百

余年的世袭统治。杨氏家族统治时期，汉人与土著民族进行交

往，和睦相处，逐渐改善了农业经济关系，促进了遵义县社会生

产、文化和各方面的发展。明洪武(公元1368一一1398年)年

间，调北征南大军进驻云(南)贵(州)，播州成为囤粮，驻兵

重地，外地官兵和移民的大量流入，随之带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

文化，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交融、渗透，极大地促成了遵义县

戏曲活动的兴盛。明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宣抚杨友奏

帝，言播州宣慰使杨爱自称“国王天主"，结苗夷反叛。“设教

坊司，以伪阉官掌其事，虏良家庞兆期女胜真、福真等一百余名

充女乐，教习杂剧。”(《遵义府志))卷四十·年纪二)载明遵

义县在五百多年前已存在戏曲活动。 ．

民间习俗活动频繁，宗教仪典、祭祀、庙会、社火、街庆等活动

遍及各地，信民常以驱邪逐疫、许愿消灾、祈祷年丰，求予纳福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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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内容，戏曲活动成为其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满足于生活需要。

《遵义府志》卷二十·风俗篇载： “遵义，巴蜀旧壤一⋯，自改

土以来(改土归流)，流移来兹者皆齐、秦、楚、粤诸帮人，土

著以长子孙，因各从其方之I吕，相杂成俗。”对于民间戏曲活动，

分别作了如下记载：“自人日(正月初七日。编者注)后，灯唱

喧阗，一国若狂，尽二十日止。"“上元时，乡人以扮灯为乐。

用姣童，作时世装，随月逐家，双双踏歌，和以音乐，艳以灯火，

抑扬俯仰，极态增妍，谓之闹元宵。其l=i1所唱《十二月采茶欤》

如：三月采茶茶叶青，茶树脚下等莺莺；二月采茶茶花开，借问

情侬几时来。音词清婉，莫详所自。考吴震方《岭南杂记》云，

潮州灯节，各坊市唱《采茶歌》尤妙，有日：“二月采茶茶发芽，

姊妹双双去采茶，大姊采多妹采少，不论多少早还家；三月采茶

是清明，姨在房中绣手巾，两头绣出茶花朵，中间绣出采茶人。"

有《前溪》、《子夜》之遗，是知天籁自然，矢口成妙，不可以

操土风少之也。’’以上是对民间花灯活动的记述。

“歌舞祀三圣，日阳戏。三圣：JlI主、土主、药王也。近或

增文昌，日四圣。每灾病，力能祷者，则书愿帖，祝于神，许酬

阳戏。既许后，验否必酬之。或数月，或数年，预洁羊、豕、

酒，择吉，招巫优，即于家歌舞娱神。献生、献熟，必诚必谨；

余皆诙谐调弄，观者哄堂。至勾愿，送神而毕，即以祭物燕乐亲

友，时以夜为常。"此为对阳戏活动的记载。

对于端公戏的记载则更为翔实： “《田居蚕室录》按：端

公，见《元典章》，则其称古矣冬。冬民间或疾或祟，即招巫祈

塞驱逐之，日《禳傩》(当今民间又叫“冲傩”。编者注)。其

傩必以夜，至冬为盛，盖先时因事许愿，故报塞多在岁晚。谚、

日：“三黄’、九水、腊端公”，黄：黄牯，水：水牛，皆言其喜

走时也。其术名矗师娘教”。所奉之神，制二鬼头，一赤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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