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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说明

一、本志的指导思想，编写原则、纪年、数字、文体文风均按地区志

凡例的要求办理。

二、本志上限起自明代，下限断至1995年。为保存重要史料，个别

部分适当下延。

三、本志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为记

叙的重点，并广泛收集和发掘中华民国时期的史料。

四、本志主要记叙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及其执行机关的沿革、职能及

工作任务、措施、效果等。
、

五、本志记叙的空问系以现行政区范围，既记述全地区概貌，又注

意突出地区的重点，把属于地区一级政体所直接管辖的部分和全地区

的大事作为记载的主体。原地区所属水城县的资料，不再列入本志记

叙；不能剔除者，注明“含水城”字样。

六、历史上的职官仍保留原称谓。古地名有改变者第一次出现时括

注今地名，以后不再括注。

七、为便于比较，经济部类中的有关产值的记述均换算成1990年

不变价，农民人均纯收入按可比价计算，财政收入按当年价计算。

八、本志所用数字均以《统计年鉴》为准。《统计年鉴》中没有的，用

有关业务部门提供的。
、

九、区内各县于1949年11月至1950年1月先后解放，书内所用

“解放前”、“解放后"均以此时间为界限。



序

《毕节地区志·政权志》从地方政府施政的角度，按照历史唯物主

义的观点，以丰富翔实的资料，记述毕节地区自明、清以来620多年间

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社会制度政权机构的性能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

作用与影响。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各级政府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光辉业绩及经

验教训。《毕节地区志·政权志》的编纂出版，是全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的一个丰硕成果，它将起到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惠及后

世的作用。执政者可从中获得有益启迪，干部群众可从中受到深刻教

育，后人可从中得到宝贵史料。 ．

毕节地区位于贵州西北部，地处川滇黔3省的交通要冲。明代，为

贵州宣慰司和乌撒军民府辖地，明廷在此建有乌撒、毕节、赤水等卫，以

控扼川滇黔驿道。清康熙年间，实行“改土归流”，在境内设府、州、县，由

朝廷派出流官，控制黔西北地区。民国24年(1935年)，国民党中央在

毕节设立贵州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名日“整饬吏治，绥靖地方，

增进效率，以便彻底剿匪清乡及办理善后"。实则是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对劳动人民的统治和施行强征暴敛，致使经济、社会发展缓慢，人民生

活水平低下，劳动群众饱受剥削、压迫之苦，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

悲惨生活。

长期以来，境内劳动人民不断开展反压迫的斗争，清咸丰年间，以

苗民为主的起义军，得到各民族的响应，起义军在毕节县猪拱箐建立根

据地，人员发展到10万人，与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部取得联系，战斗在

川滇黔3省的数十州县；1936年，红军长征到达毕节地区，创建中华苏



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组织和领导广大劳动群众和各

阶层进步人士，开展打土豪、分浮财、镇压反革命的活动，建立起大定、

毕节2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及95个乡、村的苏维埃政权和95个游击团

队，有5000多人参加红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起人民民主

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人民群众劳动生产积极性显著提高。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的建立，在管理经济、文化，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围绕党

的中心工作在执法监督、法制宣传、干部任免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各

级人民政府代表人民利益，在巩固政权的同时，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和提高人民生活作为主要任务。经过46年的艰苦努力，取得巨大成绩，

出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的局面，多数农户基本解决温饱。由

于毕节地处边远山区，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差，抗御自然灾害能力弱，

农作物产量低而不稳；加之交通不便，工业不发达，文化和科学技术相

对落后，经济社会的发展从纵向比有巨大进步，从横向比有很大差距。

目前，全区人民正在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深入贯彻“抓住机

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指导方针，正确处理改

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同心同德，为加快全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奋力拼搏

进取。“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天所取得的成就，来自革命先烈和革命

前辈所作出的牺牲、奉献和提供的宝贵经验，对此我们将永志不忘。

《毕节地区志·政权志》的编纂人员经过3年多的艰苦努力，查阅

大量的档案资料和历史文献，走访知情人员，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付出

辛勤劳动。编纂和出版过程中，又得到省地方志办公室热情指导，省有

关部门和单位的大力支持，很多领导干部、专家学者认真审查，提出宝

贵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毕节地区行署专员 吴学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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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一。

概 述

毕节地盘剥l省酏部，地处寂滇、黔3激要冲，西邻云毕节地区位于贵州省西北部，地处烈、滇、黔3镯交通要冲，西邻云

南，北接四加，东北与遵义市，东与贵阳市，南与安顺地区、六盘水市相

连。全区辖毕节市，大方、黔西、金沙、织金、纳雍、赫章县，威宁彝族回族

苗族自治县，共有250个乡镇，土地总面积26853平方千米。1995年

末，全地区共有149．95万户，626．15万人，其中少数民族165．II万

人。占总人口的26．36％。境内多山，地势险峻，多为高寒山区，但也有

奇山秀水，平畴幽谷，风光亦美。由于地处三省要冲，自古以来皆是兵家

必争之地。

早在唐代，彝族在黔西北就占有很大势力。元代，在今毕节地区的

彝族土司政权有亦奚不薛宣慰司、乌撒乌蒙宣慰司。明代洪武五年

(1372)置贵州宣慰使司，辖：(一)水西土司领地，即今毕节归化河以东，

包括大方、黔西、金沙、织金、纳雍、水城县境和鸭池河以东部分地方；

(二)水东的宋氏土司领地。司署设于贵筑长官司地(今贵阳城区)。以

水西土司首领霭翠为宣慰使，水东土司首领宋蒙古歹(宋钦)为宣慰同

知。
‘

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廷派傅友德、沐英、蓝玉等率30万军队

远征云南，一路由湖南进兵，一路由四川进兵，其战略目标在于消灭元

朝在西南最后一个梁王统治据点。同时治服横挡在军事要道上的乌撒、



2 毕节地区志·政权志

乌蒙诸部。十五年(1382年)置乌撒土府，辖今威宁、赫章2县境。洪武

十六年(1383年)，乌撒、乌蒙部首领入朝纳贡，十七年(1384年)，贵州

宣慰使霭翠妻奢香入朝，立龙场九驿以通乌撒。永乐十一年(1413)，置

贵州布政使司，贵州宣慰司改隶贵州布政司。

明代，允许水西安氏以则溪制度维持统治。“则溪”，彝语原意是“仑

库’’，土司将其属地分为若干片区，并在每一片区中心驻兵屯粮，这种

“仑库”逐渐演变为行政区域，并以则溪作为这一级行政区的代称。水西

土司及其十二宗亲各领一片土地，构成当时的13个则溪。以宗亲为本

的则溪土地分给自巳的亲属，遂构成48目，120杩裔，1200夜所，这样

的四级行政单位，叫“土目分治”，形成军政合一的政治制度，也就是军

权、政权、族权合为一体的政治制度。贵州宣慰司的君长名蔺，是部族的

最高统治者，安氏亲领的水西13则溪，其中鸭池河以东2个，鸭池河以

西11个。崇祯四年(1631年)，将安氏改为水西宣慰使，仅领水西11则

溪。乌撒土府下设部，部下设目，计有4大部，32目。部设首目，目设土

目。水西、乌撒均在部族首领和土目统治下实行农奴制度，彝族领主将

大量良田沃土作为“印田”、“把事田”，令其所辖的农民自带耕畜，农具

无偿耕种，收获物全部归土司、把事所有，一部分作为“粮田”、一部分作

为“劳役田”，分给农民耕种，农民种“粮田”，向领主交租，种“劳役田’’向

领主服各种劳役。土司对农民每年派科，甚至取其牛马，夺其子女，生杀

任情，土民敢怒不敢言。

朝廷对宣慰司和土府实行“威德并举”的政策，宣慰使和土知府必

须执行中央王朝所定制度，并定期入朝或遣使向朝廷进贡，否则即派兵

威逼。与此同时，置乌撒、毕节、赤水、永宁等卫，派官兵屯守，用以控扼

川滇驿道，并对贵州宣慰司、乌撒土府和永宁宣慰司钳制。

整个明代，境内彝族土司政权对于朝廷所定制度时而接受，时而反

抗。接受时关系融洽，民族团结，对抗时则遭到残酷镇压。洪武年间，水

西、乌撒土司多次入朝进贡，受到朝廷“恩赐”。奢香代袭贵州宣慰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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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还兴办宣慰司学，聘迎汉儒传授知识，并将其子送往金陵请入太学，

在京读书两年，学习汉文化，学成，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赏赐。正德年

问，王阳明被贬到龙场驿作驿丞时，为水东的学子办书院，和水西的首

领安贵荣结为友好关系。虽然如此，而朝廷执政者始终没有处理好民族

之间的矛盾。明代270多年间，水西、乌撒多次反叛朝廷，其中最大的一

次是天启年间，贵州宣慰同知安邦彦、乌撒土目安效良起兵响应永宁宣

慰使奢崇明反明，攻占毕节、赤水、乌撒诸卫，围攻贵阳(史称奢安事

件)，至崇祯二年(1629年)止，前后经历8年，双方动用兵力数十万，伤

亡惨重，战争波及云、贵、川3省几十个府、州、县，给民众带来巨大灾

难。
7

(二)

清王朝统治中国的近300年间，今毕节地区境内经历巩固政权，清

平盛世和战祸连年几个阶段。

顺治十五年(1658年)，吴三桂领清兵由四川人贵州取云南，水西

宣慰使安坤、乌撒土知府安重圣出降，清廷沿袭明制，安坤、安重圣仍袭

宣慰使、土知府职。十七年(1660年)，清军平定云南、贵州后，平西王吴

三桂以土司安坤、安重圣蓄谋不轨为由，奏请派兵剿灭。经议政王贝勒

大臣会议议准，于康熙三年(1664年)，提兵自云南入贵州进剿水西、乌

撒，杀安坤、安重圣。五年(1666年)将水西宣慰司革除，以土司安坤故

地设立平远(今织金)、大定(今大方)、黔西3府，改乌撒土府为威宁府，

各府设流官知府，通判、经历、儒学教授各1员，又置推官1员承理3府

刑名大案，以加强朝廷对这片地区的控制。

为加强省与各府的联系，清代加强道的巡视。康熙四年(1665年)，

水西平定后，设立分巡毕节道，随后又改为整饬三府分巡贵西道，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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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定、平远、黔西3府，兼管永宁、赤水、毕节等卫，移驻大定，六年(1667

年)裁撤。康熙十年(1671年)复设平大黔威守道于大定，二十年(1681

年)又改为分巡贵西道。先后驻安顺、威宁、毕节等地。

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吴三桂于云南叛清，贵州提督李本

深以贵州响应。康熙二十年(1681年)，三藩之乱结束，清军收复黔西、

大定府城，水西土司安胜祖效力助饷，率其部属阿武等协力进剿吴兵，

清帝降旨嘉奖，并于二十二年(1 683年)重立水西宣慰司，以安胜祖为

宣慰使，准世袭；又建阿武长官司，以土目阿武为之，但都不得干预军民

事。是年将4府改为2府2州，将各府、州粮差事务仍设土官分掌。康

熙三十七年(1698年)，安胜祖与阿武先后病死，均无嗣，遂将水西宣慰

司和阿武长官司革除。

随后，行政区划几经调整，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裁毕节、赤水2

卫，改设毕节县；雍正十年(1732年)置水城厅。至是，以大定府领威宁、

平远、黔西3州及毕节县、水城厅。自设府于大定后的近180年间，这3

州1县1厅派流官治理，外省迁入的人员日益增多，社会结构和经济结

构逐渐发生变化。

康熙至道光中期，清廷处于强盛时期。水西平定后，大片土地荒芜

无主，康熙年间，多次下令将无主荒地分给流民及官兵屯种。“改土归

流’’后，土司政治上失利，不得不将劳役地租改为实物地租。乾隆年间

“改田升科”，允许屯田买卖，缴纳税银，发契为业，改为“科田”．(即私

田)，还允许参将以下官吏在任所买田置宅；休致、解退(即退休)可以在

当地入籍，于是，境内就产生了一批新的地主和自耕农民。这些措施在

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府、州、县官修书院，办官学，兴盐

运，教民栽桑养蚕，修仓廒储粮备荒，西部地方开矿冶炼铅锌，重灾之

年，朝廷下诏蠲免丁粮。这一阶段，政治上基本稳定。

道光后期开始，清廷外受列强侵略，朝政日趋腐败，不断加重赋税，

地方政府又增加种种浮征，“上粮一石，非二三石不能完纳。至收各银，

雾，，j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