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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遵义地区志》是遵义地区作为一级行政建置的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本志所

载地域范围，以现行遵义地区行政区划的地域为准。
i

二、《遵义地区志》按事业分工、科学分类的原则，计划由40部专志组成，分卷出版。

三、本志体裁，以专业志为主体，全志由概述、大事记、各专业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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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志所记时限，贯通古今，重在当代。时间上限视各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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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五、本志所载内容，重在本地区内的政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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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本志资料，主要来自历史文献、各类档案及经考证鉴别之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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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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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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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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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专志中分别用以事系人方式记述其事迹。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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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地理名称及历代政权、官职，均依当时的称谓。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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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律以国家公布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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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原有资料记载，视情况可加注今名或换算现行法定计量单位。

十一、本志门类繁多，许多专志之间因事业相互联系，内容记述会有交叉重复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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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本志审稿程序为：各专志由承担编写部门初审，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复审，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验收，由国家出版社终审公开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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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建置沿革

遵义名称的出现，最早在唐太宗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隶属于播州的罗蒙县更

名为遵义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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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义地区所辖二市十一县的建置，从文献资料及出土文物来看，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

时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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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末叶的改土归流，由播州的七百余年土司统治改为遵义、平越等

府的流官管理，经过清代二百余年行政管理的加强，今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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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并部份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遵义地区获得解放，建立了各级人民

政权，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行政建置日臻完善。

第一节春秋战国至隋代前的建置

春秋时期的鳖国、绍国、巴国、蜀国边境和群舸国

，

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今贵州境内，泛称南蛮或荆蛮(为荆州西南裔)。今遵

义地区所属道真、正安一部分和务川县境以北，为巴国南境。今绥阳、遵义市县、桐梓、湄

潭、凤冈等县，为鳖国境(秦置县为瞥县)。今习水县四周，为鳕国境。今赤水、仁怀一带为

蜀国东南境。今余庆县乌江南的一部分，属髀舸国北境。肄{|可国北部辖地占了今贵州大半，

所以一般习惯把群{l可来代表春秋时期的贵州。鳖、鳕国都较小，其政治中心在何处、辖境的

具体范围无法确指。

j_甲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战国时期的大夜郎国

春秋末年，群；i町国衰落，群舸江上游(今北盘江)另一支濮人兴起，占领了群舸国北部

的直属领土，以夜郎邑为政治中心，定国号为夜郎。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夜郎势力

迅速扩张，降服了周围一些小国，包括北越延江(今乌江)，征服了鳖国(今绥阳、遵义、桐梓

一带)、鳕国(今习水一带)、焚国(在蜀国东南，含今仁怀、赤水、四川叙永一带)和巴国南境

(含今正安、德江以--ID，还有今云南、广西小部分地方。广义的夜郎国，有今贵州3／4(只缺

黔东属楚)，云南1／4，广西西北一小部分和四川少许地方。是为《史记》所载：“西南夷君长

以什数，夜郎最大。”

#

秦汉时期的郡县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在西南夷地区，分割夜郎诸国置郡县，

“置汉阳、夜郎、筐、苴兰、镡成”五县。其中以原鳖国置鳘县，隶于巴郡，县治在今遵义市附近。

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派中郎将唐蒙“通夜郎”，并“约为置吏”，是今贵州

历史上和中央王朝加强联系的一大事件。于是在元光五年(前130年)划出夜郎控制的延

江(今乌江)以北地区，连结广汉郡划出的南部地区，合置犍为郡，领12县，郡治鳖(后移焚

道，今宜宾)。随后夜郎侯“入朝”，被封为夜郎王；是西南地区与滇王同封的二王之一。从

此纳入汉王朝的行政管理。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拨夜郎部分领地置胖柯郡，领17

县，把犍为郡治的瞥县归群_；I可郡。这时夜郎国不再出现，从古夜郎见于文献到消灭，有250

多年。．五年后，全国设十三部剌史都察郡县，犍为群舸二郡均隶益州剌史部。延续到东汉

的196年间，这两郡的领属没有大变动。到东汉末年分犍为郡置江阳郡，其中符节县辖有

今赤水一带；又置巴东属国，其中涪陵县辖有今道真，永宁县辖有今务川一带。：

三国时期，蜀后主建兴三年，诸葛亮南征，平定南中，调整区划建置，划拨建宁、群柯二

郡部分地置兴古郡，群_；l可郡由原领17县改为领7县，其中仍有譬县。但属廉降都督领管，

治所在平夷县(今大方县，有人认为在今习水县土城镇地)。贵州东面的德江、务川。印江地

则属于涪陵郡万宁县。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郡县

晋代州郡名称变动频繁。计有；公元313年，分胖柯郡置平夷、夜郎郡。平夷郡，治平

夷县，领筐县(在今遵义)，隶益州的江阳郡，割其属符节县地置安乐县(在今赤水)。属梁州

的涪陵郡中，新立枳县为郡治(地在今南川、道真之间)。

刘宋时期，区划因沿晋代。只是在东江阳郡内新置绵水县(辖有今赤水、习水地)，南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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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省汉水县复置晋代的安乐县(为今赤水带有仁怀地)。到梁时又将安乐县改置安乐戍。到

北周时期，原安乐戍地遥置合江县(当今赤水上及习水，下迤仁怀)。

第二节隋唐时期的建置

隋， 代

隋唐时期，以州或郡辖县，为两级政区建置。隋代与黔北有关的郡县为：

群州群柯郡——纵贯今贵州中部，是新设，治所胖柯县治在今瓮安、余庆之间，辖地包

有今乌江南北两岸，遵义、桐梓在其中。

巴东郡——开皇十九年(559年)置婺川县，治所在今沿河北部。

泸川郡一大业二年(606年)置，所领五县中的绵水、合江县仍旧，其中包有今赤水、
习水、仁怀地。

明阳郡——大业七年(611年)置，置明阳县为郡治(今凤冈西北)，又置绥阳县(今绥

阳、正安间)，高富县(今务川西北)属之。大业八年(612年)置安夷县(今凤冈东南)．大业

十年置信安县(今芙蓉江流域一半属之)，大业十一年(614年)置义泉县(今绥阳东南)。

唐 代

唐太宗把全国划为10大行政区叫道，中级政区为州(只有十几年时间称郡)，州下为

县。今黔北地区多数县属于黔中道的几个郡，只有赤水、习水一角属剑南道的泸州泸川郡

的合江县。属黔中道的有(黔中道又另称武泰军)：

黔州黔中郡——州治彭水领6县，其中洋水县大部属今务川境；都濡县，今务川及其

北面。 。 ’：‘ 。

思州宁夷郡——唐武德四年(621年)以隋巴东郡的务川县置务州，贞观四年(630年)

改务州为思州，天宝元年(742年)改思州为宁夷郡，乾元元年(758年)复名思州。领县3，

州治务川(今沿河北部，不是今务川县)。

费州涪川郡——贞观四年(630年)分思州2县，又割黔州2县置费州，州治涪川县

(今思南)，其中城乐县，在今凤冈东部。

夷州义泉郡——武德四年(621年)以隋明阳郡原领绥阳县地置夷州．天宝元年(742

年)改名义泉郡，后又复名夷州。最后领县5，州治绥阳县(在今凤冈西北)，都上县(今凤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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湄潭间)，宁夷县(今凤冈东南边境)，义泉县(今绥阳东南边境)，洋川县(今绥阳极北)。

播州播川郡——贞观九年(635年)分隋代群柯郡延江(今乌江)北岸地置郎州，贞观十三

年(639年)改名播州，领6县。天宝元年(742年)改名播川郡，16年后复名播州。最后领3县，

州治遵义县(在遵义县东北)，芙蓉县(今绥阳西北芙蓉江北岸)，带水县(今桐梓东南境)。

溱州溱溪郡——贞观十六年(642年)，置珍州，并置夜郎(桐梓近西)、丽皋(桐梓西

北)、乐源(今温水南境)三县属之；同年于珍州东北别置溱州及荣懿(今綦江南的川黔界

上)、扶欢(今温水、松坎之间近四川界处)、乐来(后废掉)三县属之。100年后(742年)，改

珍州为夜郎郡，随后并入溱州而改为溱溪郡。领县五，州治荣懿县。

南州南川郡——武德二年(619年)割渝州地置南州，天宝元年(742年)改名南川郡，

16年后复名南州，最后领2县，州治南川县(今四川綦江)，三溪县(在今道真西部)。

胖州——武德三年(620年)，群_；l可首领朝贡，以其地置州。领3县，州治建安县(在今

余庆、瓮安之间)。

五代时期，分裂割据，分合存废较乱，王蜀、孟蜀、马楚等皆曾将势力伸到今黔北一带。

遵义名称的出现：遵义的名称最早出现在唐太宗贞观十六年(642年)，属播州的罗蒙

县更名为遵义县。其前身的演变大体是：

(隋)群柯郡胖柯县一(唐初)群州建安县一(唐贞观九年)郎州恭水县一播州罗蒙县一

(贞观十六年)播州遵义县。

遵义名称最早出现是县名，历代又有遵义军、遵义砦、遵义军民府、遵义府、遵义专区、

遵义市、遵义地区的名称。

自置遵义县后，播州和附近几个州的领属变化很频繁。到宪宗元和二年(807年)废除

珍州并入溱州时，播州领遵义、带水、芙蓉3县；溱州领荣懿、扶欢、夜郎、丽皋、乐源5县，

并隶江南道黔中采访使。

第三节宋代的建置

夔州路的府州郡

宋代政区为路(相当唐代的道)——府、州、军、监——县三级。黔北有关的政区为：

夔州路：

绍庆府——治彭水县(今四川彭水)，府界西至今道真东部芙蓉江，南界今务川县北。

思州——宋徽宗重和元年(1118年)置，领3县，治婺川，这个婺川并非隋唐旧地，而是

守令土著首领田佑恭故居所在，即今务川县。’安夷县(今凤冈东南)、邛水县(今石阡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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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播州乐源郡——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播州土酋杨光荣“以地内属”，诏建州，隶

夔州路，领播川、琅川、带水三县；其侄杨文贵献地，则以其地建遵义军和遵义县；骆世华骆

文贵献地，复置珍州，一称乐源郡，治所在今仁怀县东南。南宋后期，播州领一州(珍州)四

县一砦：州治播川县(今遵义县)，遵义砦(遵义市)，绥阳，鼎山(今桐梓)。珍州治乐源郡。

南平军——治所南川县(今四川綦江)，隆化县(今南川)，溱溪砦(在今松坎)。

矩州——是领于绍庆府的一个羁縻小州，在今贵阳。宋开宝七年(974年)，石人铲麂

王子罗氏若藏的儿子普贵以所领矩州(夷名黑羊箐)乞内附，土人语矩日贵，宋廷就其所

语，在敕中说：“予以义正邦华夏，蛮貊罔不率服，惟尔贵州，远在要荒⋯⋯”这是“贵州”名

称写入文字，见于文献之始。普贵被命为矩州剌史，州名仍就叫矩。过145年之后，到宣和

元年(1119年)，奉宁军承宣使知思州军事田佑恭，加贵州防御使。。贵州”一词写作行政区

划法定名称，改矩作贵，以此为始。田氏世守本土在务川，贵州、珍州、南平军是其邻境，因

而他得授职衔为“贵州防御使，夔州路兵马钤辖、珍州南平军务川城一带都巡检兼知务川

城。”——这是贵州名称的由来(贵州建省则在294年之后的明代)。

潼川府路的州郡

潼川府路：

泸州泸川郡——沿唐旧名旧地，其中有今黔北地的：合江县(今四川合江)，其东南包

有今贵州习水；九支城(在今赤水河西岸，辖有东岸今赤水县地)，武都城(今仁怀西北境)，

其南面有仁怀堡(今赤水县复兴场)——仁怀之名始此。溱州(今温水靠西)，另有姚州(今

‘大方)。
‘

第四节元代的建置

元代在全国置11个行省，这是我国省区的源起。行省下为路(长官称宣慰使或宣抚

使、安抚使、招讨使)，路下为府、州、县(长官司)五级，州、县、长官司各领等处、寨、洞、坪、

蛮、村、团、部。与今黔北有关的有： 一

播州宣慰司

隶四川行省。至元十四年(1277年)播州土著首领杨邦宪以地降，授安抚使。播州宣慰

司领一宣抚司三府，辖境广大，南界八番顺元宣慰司及新添葛蛮安抚司(今贵州省福泉、黄

平一带)，东界思州宣慰司(今贵州省德江、风冈、石阡一带)，北界重庆路(今四川省綦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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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川一带)，西界叙州路(今四川省叙永、古蔺一带)。。
’

播州宣抚司——领1州、1县、29长官司，治今遵义市。与今黔北有关的计有：

倒柞等处：今遵义县北20里}

石粉罗家永安等处：今遵义县西北30里； ‘．，⋯． 一．

乌江等处；今遵义县南百里；
、 ．．

沙溪等处：今遵义县西远境；

播川县：今桐梓南10里；

溱洞涪洞等处。今桐梓境} r’

‘横坡(相当予等处)：今桐梓西北}

’古磁(相当予等处)：今习水土城；

，仁怀：今赤水t
‘‘

珍州思宁等处：今正安；

容山：今湄潭l ，

‘‘

锡乐平等处：今湄潭东40里； ·‘，

余庆州：今余庆，

白泥等处：今余庆东北， -．

赛坝垭黎焦溪等处；今余庆南60里。“ ／

思州宣慰司

至元十四年(1277年)思州土著首领田景贤以地降元，授安抚使，自务川县徙治龙泉
●

坪。隶湖广行省。领一宣抚司、二府(镇远府、黎平府)。与今遵义有关的只有思州宣抚司。

治所在今岑巩。辖地与黔北有关的有龙泉坪(今凤冈)，婺川县(今务川)。。 。

第五节明代的建置

明代地方区划，全国大行政区为13省，其中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省)设置于明成

，祖永乐十_年-yJ(1413年)。是为贵州建省之始，已有576年。省下为府、州、县。当时黔

北大部分地区仍隶四川行省。与今遵义地区有关的府、县有；

?

j 平越军民府 。．

t‘
I，-

’领一州三县=卫：治所在黄平。其中余庆县(今余庆)，湄潭县(今湄潭)在冷遵义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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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阡府
。

_，2

■：
j

：i

领县一，长官司三，其中龙泉县(今凤冈y，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置，元置龙泉坪长

官司，初为思州宣慰司治所，永乐十二年(’1414年)改属石阡府． j．。一，
。

‘

，、 ．。一． ．．．：．’’ 4、√ ‘?：’

． 思南府；o。
，

‘．

元隶湖广行省，明初隶四川行省，洪武二十年(1387年)治所由龙泉坪(今凤冈)移镇

远州。永乐十一年(1413年)隶贵州．，二年后再迁水德江(今思南)。其中婺川县为今务川，

元属思州宣慰司，洪武五年(1372年)改属镇远州，后复属思州，永乐十二年(1414年)改属

思南府。 ：。’ ， ．·‘◆、 t．． ．‘．7’

一

‘ ㈡

．-j．．
，=’

，”．“

’ ‘‘

．+t 遵义军民府，+j．
，

·
’．·．

-

：

’

r 。‘
‘

隶四川布政使司。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平定播州宣慰使杨应龙叛乱后一年置。领

一州、四县，治遵义县城。1 ．1 丫
一．

一、遵义县(今遵义县、市)：元播州都镇抚司，明初改置为播州长官司，1601年改置

一为遵义县，与府治同徙白田坝(今遵义市老城)。 ‘， ’～

’二、桐梓县(今桐梓)：元播川县，明初设播州、桐梓、松坎三驿，1601年，改桐梓驿(今

旺草坝)置桐梓县，后上迁播川驿筑城(今桐梓城关)．。、

《 三、真安州(今正安)；元珍州思宁等处。夏明玉珍改置为珍州。明初置真州长官司。

1601年改置为真安州。1620年迁州治于三江里。1650年(南明永历四年)，州治移古凤山

麓(即今正安县城)。领绥阳、仁怀二县。 ．‘·
“

四、绥阳县(今绥阳)：1601年以旧地复置。 ．．

五、仁怀县(今赤水)：1601年以元仁怀、古磁二长官司地置。

播州土司及改土归流

播州名字的出现，是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年)，其前身是隋代的群柯郡，到贞观九

年改为郎州。4年之后把郎州改为播州。从播州名字的出现到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

将播州改为遵义、平越两个军民府，共经过了962年。其中杨家世袭统治播州则占了725

年，传了29代。 一

唐代末叶，在今云南一带的南诏扩张势力，攻占播州，唐僖宗乾符三年(876年)，唐王

朝下诏募骁勇带兵讨伐，太原人杨端与其舅谢将军应募，朝廷允准带兵收复了播州，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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