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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贵州于一九八O年创议编写社会主义新志，到一九八六

年，全省地、州、市、县和特区都建立起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或地区指导小组，许多从事采编工作的同志，为储备历史资

料，进行革命教育和提供施政依据，不顾风霜雨露，年复一

年，跋山涉水，穷搜遍访，拾拣遗珠，连缀散羽，补缺正谬，

陆续成书。这种热受桑捧的精神，真是难能而可贵。我省近

百年来，各地文书档案，迭遭毁损，史志人才，亦感寥落。

最近几年，才从各行各业中涌现出一些有志于编史修志的志

士，也在编史修志实践中锻炼出一批通晓地方情况的干部，

积累和创造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这些成就j

将逐渐被认识、被承认和受到尊重。但是，人才不多，史料

缺少的问题，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满意的解决。这一代人虽然

努力完成了这一代人承担的修志任务，下一代人仍要为这些

问题而感到苦恼。地方的文化教育要发展，人才要培育，图

书资料要积累，这才是千秋万代事业的基础工作。贵州沙滩

地方和沙滩文化，就为解答这道难题做出了范例。

沙滩是在遵义县新舟区内一个方圆不过十里的乡村，

这里先住有黎姓一家，自清代乾隆时起，诞生了黎安理、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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恂、黎恺、黎兆勋、黎庶昌、黎汝谦祖孙几代文化名人，黎

家外甥郑珍和他的儿子知同、女儿淑昭，和沙滩人结为至好

的莫友芝，庭芝，祥芝兄弟J还有和黎郑两家有姻娅之亲的

赵廷璜、宦懋庸和杨兆麟等人家，互相激扬，共同切磋，优

游涵泳于学问文章中。一百年问，这一群学识丰富。功底深

厚的知识分子，创造了和发扬了沙滩文化，留下了光辉的业

绩。据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载，清代贵州的著述中，

沙滩人和受沙滩人教育与影响者的著述占三分之一，《咸同

贵州军事电》第十三章《鼙鼓声中光焰万丈之贵州著述界》

中提到，道光年间，安徽程春海督学黔中，倡导许郑之学，

独山莫与俦教授遵义，以朴学教其徒众，湖南贺长龄巡抚贵

州，既注重文学经术，又檄令各府厅州县纂修志书。一时著

书讲学，蒸为风尚。杰出的人才“为郑子尹珍，莫子偬友芝，

学究天人，识通古今，著述之宏富，义理之深醇，有清一代

之著述界占极重要之位置，天下交称郑莫，江山文藻，蔚为

一省之光"。郑莫的经学、文字学、声韵学、目录学、金石学、

文章诗词等方面的卓越成就，被誉为“天下第一府志”的道光

《遵义府志》，非止是“一省之光，，，都己列入国家优秀著述

之林，成为国家的文化财富。郑珍在诗的领域开辟新境，名

噪清代涛坛，流风余韵，至今沙滩农民尚有能诗的。历来一

代名硕，多不过数十人，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作为沙滩文化

突出的代表人物，崛起于西南，受知于当代大臣名流，蜚声

于IEt时代，流芳于新中国，这真是不寻常的事。

我们深深思索，小小沙滩解处边陬山隅，竟出现如此众

多的一代人才，虽说有地理历史的特定因素，还要认识沙滩

人重视子女教育和珍藏图书典籍，是地方文化发达的主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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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沙滩人从儿童起就要接受诗的教育和礼的规范，黎恂注

解的《千家诗》是必读的课本，诗的作者都有小传，学写诗更要

学为人，“学以致用”，以走出沙滩、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为奋斗

目标。黎庶昌出使欧州，写了《西洋杂志》，介绍了资本主义

国家的文化；两度出使let本，以其文学素养监促进中日文代交

流，博得日本朝野的尊敬。黎汝谦任日本神户领事，与译官合

译《华盛顿传》，传播了民主思想。像这样的远见卓识，这

样的胸潆气度，在当时的庸碌官场中确是卓然不群的。黎恂

在清嘉庆对任浙江桐乡知县五年，将其廉俸积蓄，购买珍本

几十箱，越千山万水，运回沙滩，陈列于锄经堂。沙滩人有

了这批典籍，才得在学问事业上取精用宏，升堂入奥，浸渍观

摩，人才辈出。一个地方即便有了聪明才智和勇于进取的人

才，如果没有一定的精神和物质的条件，也只有慨叹英雄无

用武之地。沙滩有了这个锄经堂，有了良师益友，学人们就

可以畅游于书海之中，探骊龙之珠不过如探囊取物，发挥所

长，多成大器。从事地方志工作的同志，关心地方文化教育

的贤达，不妨用沙滩文化来对照研究现实状况，以今天优越

于前人的种种条件而论，只要热爱祖国、关心桑梓，敢于创

造，敢于前进，美好的期望和理想都会得到完满的实现。

史继忠同志提议组织力量编写一本《沙滩文化志》以供

各地修志作开创事业的参考。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黄万机同志，生长在沙滩附近，熟悉沙滩变迁情况，研究沙滩

人的著述已历十年之久，请他编著《沙滩文化志》，自然得

心应手，左右逢源。万机将其所学，谋篇布局，斟酌推敲，

未及一年，即已成稿。全书七章，概述沙滩地理历史情况，

简介黎郑莫三家人物和著作，兼述沙滩文物和所受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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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情形。亦志亦史，叙述简明，文笔流畅，可当作整理沙
滩著术及评价沙滩人物的史论来读，有探源究本，分类索引

的作用；也可当作记载沙滩历史，汇列沙滩史料的志书来

读，有反映情况，激扬士气的作用。《沙滩文化志》的问

世，必将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

本书在编著过程中，得王燕玉同志一些切要的提示，得

杨祖恺同志细心的校阅，增强了资料征集的忠实性。通读以

后。在欢欣鼓舞的心情下来写这篇前言，意在将个人的欢欣

鼓舞之情推介给众多的读者，希望引起大家的兴趣来讨论这

本书，因此而达到出版这本书的意图，大家的高兴就非言语

所能形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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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滩地理概貌

沙滩位于遵义市东八十里的乐安江畔，属遵义县禹门

乡。明万历以前，这里是播州杨氏土司经营的官庄。杨应龙

叛乱平定后。黎氏家族便迁来这里定居，至今己近四百

年。

乐安江即唐《元和郡县志》所说的夷牢水，民间又称斤

竹溪。发源于绥阳县西北部大娄山南麓，蜒蜿东南流，至沙滩

微折而东．汇入眉水、湘江，最终流入延水(乌江)。沙滩前

带清流，后枕冈峦；江中有长约半里的沙洲名琴洲，沙滩由

此得名。村中有近百户人家。屋宇层迭，掩映着翠柏修篁，

沿溪两岸．田畴沃野，弥望十里。

沙滩左近有禹门寺、石头山、琴洲、栀冈，桂冈、锁江

桥等八景，构成山水秀绝的风景区，为历来许多诗家所吟咏。

其中尤以禹门寺为佳。寺在回龙山巅，山势如游龙。迤逦南

行．直奔乐安江如饮水状。头部岩石峥嵘，绝壁十余丈，江

流在此洄为深潭。山间松柏苍郁．荫蔽天日。禹门寺飞檐涌

殿，隐没其间。莫友芝《禹门山》一诗写道：

禹门多古木，俯仰一翠气。
“

从来溪上人。不见山中寺。

此涛道出了禹门寺幽邃的特色。由山间磴道步入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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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见殿堂高耸．僧舍罗列，禅院幽曲。寺中有藏经楼和读书

堂，黎氏家塾设在这里。当年．郑珍，黎兆勋．黎庶昌等先

后在这里求学。

由沙滩溯江而上约半里．有茅屋数椽。便是尧湾。郑珍

十余岁时随父母迁这里僦屋而居，勤耕苦读达二十余年。尧

湾宅旁的藻米溪，由东南而来，汇入乐安江。沿溪蜿蜒而上

约二里，有一座林木掩映．四时花香不断的小园林．这便是

郑珍中年以后亲手营建的望山堂。他晚年在这里潜心治学。

撰写了多部学术著作和诗文集。

由望山堂西北行约三里，有一座靠近江畔的小山。苍翠

秀拔，这便是青田山。奠友芝父亲之墓在山中，莫氏兄弟在

山麓营建青田山庐。黎、郑、莫三家衡宇相望，结为姻亲。郑

珍，莫友芝均拜黎恂为师，郑、奠二人又教授黎氏昆弟．三

家互为师友，情谊深厚。

沙滩一带不仅土质肥沃，而且灌溉便利。沿江处处有咿

呀作响的水车，自动提水灌田．确保旱涝丰收。这里气候温

润．夏无酷暑，冬鲜严寒，雨量适中．每年作物可两熟，江

中产鱼．举网垂钓可得，堪称鱼米之乡。每家房舍四围种

植桃，李、柑、橙，梨、枣等果木，丘陵土坡间．有成片槲

栎树林。这是放养山蚕的场所。这里和遵义其他地区一样，

放山蚕收槲茧是一项极重要的家庭副业。也有一些农户兼养

家蚕以收桑茧。

清朝乾隆年间．知府陈玉嬖从山东输引山蚕饲养法入遵

义．使遵义蚕丝业得到很大发展。此后百余年间，地瘠民贫

的山乡，一变而为富甲全省的首善之区。当时的遵义一带农

村．“纺织之声相闻。槲林之荫迷道路．邻叟利媪相遇．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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絮话春丝几何．秋丝几何．子弟养殖之善否。"蚕丝及绸

等丝织品．引来了外省的行商巨贾．．致使?遵绸之名，竟

吴绫蜀锦争价子中州"，甚而“出嘉峪关远贩西城。

洋刀(均见《遵叉府志》卷十六)。沙滩一带农家．也因

丝而获利。郑珍总结放养山蚕及缫丝织绸的经验与技术，写

有《樗茧谱》(莫友芝作注)一书刊行．流播全国。郑珍之

女淑昭，是饲养桑蚕的能手。她写有养蚕的诗．晚年去四川

大宁县．还教授山民饲蚕方法．为民兴利。

蚕丝业的发展不仅给遵义地区带来了经济的繁荣．而且

极大地促进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兴盛。由于“物力殷赈．户口

繁营(yi．。蛊貌)"，因而“经行虽僻，无一二里无塾童声’’

(平翰；《遵义府志序》)。遵义府全境的情况如此，田土

肥美，物产丰饶的沙滩更是如此。马克思在自己校订的《资

本论：》法文版中加上这样的论述．即气候，土地肥沃的程

度，不但对经济发展状况，而且对人的精神，人的心理素

质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沙滩优美的自然环境和富庶的经济

条件．不仅绐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且对沙

滩文士的精神风貌与心理素质，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

时。抄滩人们艰苦卓绝，昂扬奋发的精神风尚和质朴耿介的

心理气质．又成了改造自然环境的精神力量。环境与精神二

者相互为用，相得益彰，从而构成沙滩文化孕育和发展的自

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郑珍在呔裒里》一诗中这样样描绘

道。， ．

．

．

●

。

乐安唐旧县，极界障东绿。

一 高处一俯望，山如微波蹙。 、

双江绕青林。百里何秀曲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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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惟山水好．尤喜美风俗。
‘’

：

农勤女纺织．商贩不远鬻。
1

‘

僻社萃廉秀j星居藩果竹。+。 ·。一：

书无邓思贤①，藏备四库录。

叟或不识城，儿不识樗鞠②。 ⋯ 一‘

这里山水秀丽．人民勤劳，文士荟萃。民风淳朴。不愧

为沙滩文化的摇蓝。 ?。

二沙滩历史

为了弄清沙滩的历史概貌，有必要简述一下遵义地域的 -

历史发展梗概。

抗战期间浙江大学史地研究所编写的《遵义新志》(张其

昀主编)，把二千年来遵义发达的历史划分为九期。即“夜

郎期"，“群柯期’’，“播州期，，、“杨保前期(白绵堡

期)卵“杨保中期乃(穆家川期)矽， “杨保后期(海龙屯

期)一“老城期”“沙滩期"和“新城期’’。这样的划分虽不

十分科学，但可从中窥见其历史演进的脉络，现略述如下t ．

关于“夜郎嶷胗t遵义一带在先奉的情况己无确凿文献

可以征考。秦汉之际的夜郎国，战国时期已存存．《史记》
‘

①邓思贤。宋代民问流行的诉讼书。沈括《梦溪笔谈》

云l “有一书名《邓思贤》，皆讼谍之法也⋯⋯盖思贤人名

也。人传其术，故以名书。一

②樗(cha)鞠-樗，樗蒲，古代博戏，后泛指赌博。

鞠，古代皮球，用脚踢为戏，后泛指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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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楚顷襄王遣庄研伐夜郎、入滇的记载。汉武帝时夜郎侯入。

朝长安．被封为夜郎王。据近人考证，夜郎为古西南夷之一
支，与倮保同族，保倮即今之夷族。当时汉人与夷人已有交

往．文化交流从这时开始。
’

，‘

“群柯期"。汉武帝元鼎年间，以夜郎地建群柯郡，下

设十七县。其中蟹县大约当今遵义，桐梓一带疆域。当时，

有位从司马相如学辞赋的作家盛览(字长通)，一就被称为口烊

柯名士一。东汉晚期有位从许慎受经书的文学家尹珍(字

道真，毋敛一一今独山都匀一带人)，曾在今正安、道真、绥

阻一带授徒讲学，传播中原文化。自两汉迄于隋唐，虽设有

郡县，大抵仍以夷治夷，因其故俗。 ：．

矗播州期万t唐贞观年问建播州，州治在今绥阳县城附

近。下辖遵义县．治所在今洪江上流四里山一带I另辖夜郎

县，当今娄山麓的桐梓县境。唐初陈子昂曾避仇入播，住绥

阳县境。李白被流放夜郎，半道而返。柳宗元，刘禹锡被贬

谪，出为边远州利史，一得柳州，一得播州，柳宗元因刘禹

锡有老母在堂，不堪远徙，请求与刘互换，结果刘禹锡改刺

连州。二人均未涉足这荒昧险阻的播州疆土。

“杨保前期(白绵堡期)，，；唐代末叶，南诏叛唐，播州

被其攻占。唐王朝无力恢复，下诏募勇士出兵讨伐。杨瑞应

募率兵入播，于是世代领有其地，从此开始了长达七百余年

杨氏世袭统治。杨端所属之杨保族，自称先世为太原人，后

仕会稽，遂为该郡望族(见宋濂《杨氏家传》)，后又迁居

长安，入播后为夷俗所同化。近人考证，杨保族世居今赤水

河流域，乃彝族的支系。杨端入播后在白绵堡的高瑶山建立

堡寨以自固(在今南北镇八里水一带)，并结交当地臾、蒋，；

～5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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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三姓土豪，奠定了统治播州的根基，得以“世袭其地，专

制千里”。此后一百五十余年问，杨保族一度分裂，至北宋

末才由杨文广统联起来，增辟土地，增加丁口。 一!

“杨保中期(穆家川期)万l南宋淳熙三年(1176)，

杨轸自自绵堡迁到其．．-,-／t；z十里的穆家川，即今遵义老城所在

地。他“留意艺文’’：’招纳蜀中文士来播讲学。“由是蛮荒

子弟，多读书攻文，土俗为之大变一(《遵义府志》)；j后

有杨粲、杨cfr，杨文祖孙三代相继执播，重视文教和武备，

势力强大。每年向朝延进贡士三人，后有冉氏(苗族)子弟

冉从周得中进士：‘又有文武全才的冉琏、冉琰兄弟，佐余玢

守四川合江以抗元兵。元代，杨汉英执播，好文学，研治理

学，著有Ⅸ明哲要览》九十卷，《桃溪内外集》六十四卷。

蜀中文士来归者，均量才录用。
。

，
，

“杨保后期(海龙屯期)：玎月初，杨氏受明王朝播州宣

慰使封号，朝廷派兵驻播，筑城垣。但杨氏土司仍自出攻

令，处于半独立状态。万历年问，杨应龙掌攻，妄霉取蜀为

西南王，举兵夏叛明王朝，一度攻下四川綦江。后明兵八路

迸军，破娄山关，夺青蛇囤，直逼海龙屯下。海龙屯在城北

四十里，四面绝挚，唯侧后一路可通，高百余丈，上有平地广

四五里。杨应龙于此筑城堡建宫室。明兵历时月余终于攻破

城堡，杨应龙自焚身死。统治播州七百二十五年的杨氏被歼

灭，从此改土归流。播州属地分设遵义、平越二府。遵义府

辖遵义，绥阳、桐梓、仁怀四县和真安州，隶属四川行省，清

雍正五年改隶贵州行省。平越府没湄潭，余庆、瓮安三县及

黄平州，隶属贵州行省。杨保族人纳降者有十三万多人，后

来均被汉化。
。。 ’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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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厶老城期炒。播乱平定后，扩修旧有城垣，留兵一万五

千戍守，并于各处屯垦j又没收杨氏庄j入官，招邻省移民

占籍承种。黎氏家族便于此时移居沙滩。郑珍七世祖益显为

平播的游击将军，驻屯于城酉六十里的水炳．甲。明未清初。

遵义地区历遭战揭数十年，康熙中期以履恢复安定。乾隆年

问山蚕饲养与织绸技术的输入，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繁荣。

民匐渐趋富裕，文教日见昌明，自康熙以来，先后涌现了一

批知名学者与诗家，如罗兆姓(鹿游)、李先立(卓庵)，

李专(知山)、李晋(冀一)、陈怀仁(识箴)等．读书登科者

甲于全黔，每届“省试举四十八人，郡获者窬四之一嚣(平

翰《遵义府志序》)。清代贵州省辖十二府，一直隶州、三

直隶厅，遵义一府中举者每届达十二、·三名。文化教育之发

达，远胜于其他府，州。 ．

“沙滩期"。沙滩黎氏素以诗礼传家，教泽及于亲友。

自，乾隆以后，贤才辈出。黎恂、黎兆勋、黎庶焘等很有文名，

尤杰出者为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三人，其学术成就与涛文

创作不仅为黔中冠冕，而且流辔海内。沙滩在清代晚期成为

全国知名的文化区，影响深远。， ，

． ．．

“新城期”t由于贸易交通的发达，十九世纪中叶己于

湘2工对岸修建新街。咸丰年间为抵御农民起义军而修筑城

垣。直至民国初年，工商业的重心由老城移向新城，民国十

八年(1929)穿城公路筑成，新城变为黔北交通枢纽和经济

中心；标志营一个新困代的开始。抗战期间，浙江大学迁来

遵义和湄潭，带来新的科学文化，有力地促进了遵义地区文

教事业的发展。各种实业也陆续兴办，城区人口增至十万，

成为仅次于贵阳的黔北重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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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滩这片肥美的土地，自黎氏家族来此经营，这里才奇

迹般地孕育和成长为名闻遐迩的沙滩文化。要了解沙滩文化

形成与发展的源流，还得从黎氏家族的历史说起。

据黎庶昌《黎氏家谱》记载，其先世为四川戎州(今四

川宜宾市西南。清代为叙州府)人。唐代有黎翰任京兆尹，

翰之孙埴徙居江西新喻(今新喻县)之蒙山。宋初，有黎得

叙者，任昌州(今四川大足县)刺史，其后裔便在广安军渠江

(今四川广安县)之金山里落户。传若干世而生黎元，元生

肇基，肇基生永阳，永阳生本春，本春生佑，佑生朝邦。朝

邦便是黎氏入黔始袒。
。

明万历十年(1582)，黎朗邦命长子怀仁迁居贵州龙里

卫(今龙里县)，居住十九年，适值播州平定，于万历二十

九竿(1601)迁至遵义之沙滩。 二

朝邦有三子。怀仁、怀义、怀冒。怀仁为布衣， “少颍

异，读书志古"，地方官征其出仕，但“造请不出”， “教

子孙，家法秩然’’。怀义为诸生(秀才)， 蝉性脱略，以明

末多敞，溷迹渔瞧"(《遵义府志·黎怀仁传》)。怀智曾

任黄冈知县。明亡时已五十七岁，落发为僧，后拜丈雪为

师，法名彻智，号策眉。八十七岁卒于四川内江广福寺。黎

怀智之所以遁入空门，非为求仙成佛，而是出于亡国之痛。

他的《偶题》写道t“历遍乾坤已半生，岩居今日始碜行。

一官抛掷等闲梦，数载幽栖无世情。客去客来何障碍，花开

花落自枯荣。深山只作藏身计，何用千秋识姓名。"诗中反

映了坚守大节的情操。 ， ‘

‘

怀仁之子民忻，受业于著名学者来知德的高足胡某，精

《易》学。后任广西河池州同知，明亡后隐于家。他口头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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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族规。三世不应清朝科举。此后累代以耕读为业，无显闻

者。再传生天明，天明生国柄，国柄子正Uil(号梅溪)，应

科举为廪贡生，后离家赴成都，于灌县觅馆授徒，死后葬于

该地。 ．’

正训之子安理(字履泰，号静圃)于乾隆四十四年

(1779)中举，嘉庆年问任山东长山县知县。黎安理绍继家

学。工诗文，有著作传世。他精心教授子弟，使黎氏之学日

渐显闻。他正是沙滩文化的奠基者。
一 黎安理有二子，黎恂(字雪楼)与黎恺(字子元)。二

人精敏好学，人成目为双璧。黎恂中进士，任浙江桐乡知

县，奔父丧返里时，以薪俸购书十余担运回沙滩。此后称病

家居十余年，一面开馆教授族人及乡邻子弟，一面潜心治

学。从游生徒数十至百余人，其中冠冕群才者为其甥郑珍和

长子兆勋I后莫友芝以年家子前来请业。晚年又教授其从子

黎庶昌等。黔中英才，多出其门下。攻治宋五子之学及史

学，．工诗文，有著作多种。在沙滩文化的发展中，黎雪楼是

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

黎恺中举后，先后任过印江及开州(今开阳县)儒学训

导，工诗文。早年曾教授外甥郑珍及族中子弟。惜五十五岁

便去世。其子庶焘、庶蕃、庶昌等能绍继家学，在诗文与学

术上均有建树。 ，
、

．

如果黎恂，黎恺是沙滩文化的第二代传人，那末郑珍

(字子尹)，黎兆勋(字伯庸)，莫友芝(字子倔)则是第

兰代了。郑珍与莫友芝均研治朴学(亦称汉学)，兼治理学(亦

称宋学)。郑珍待于《三礼》(《周礼》、《仪礼》，《礼

记》)与《说文解字》，莫友芝长于声韵及版本目录学，金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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