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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地区志》凡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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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志体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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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档案及经考评鉴别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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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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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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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历月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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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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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语及度量衡单位，按原有资料

记述，视情况加注今名或换算现行法定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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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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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地区志·文化志》编纂说明

一、志体结构，均按国家统一安排的体例编纂；坚持党的四项基

本原则，遵循“求实存真”的方针，详今略古，着力体现遵义地区文化

事业发展和地方特色。

二、本志以文字记述为主，同时附以必要的图、表格、照片等，以

充实文字叙述之不足。

三、本志行文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大事记要采取以时为序，所

述朝代年号、民国纪年，均在括号内标注公元纪年。

四、志文中对各历史时期的行政区划、地域称谓，以及政权、官

职等有关内容，均以原名，并加括号注以现名。

五、有关人物传略，除本着生不立传的原则外，对一些在事业中

有突出贡献并获得国家奖励的若干先进人物，均载入本志有关篇章

的记述之中。

六、为保持专志结构的完整性，本志包涵文物和艺术中的一些

重要项目。

七、本志书上限时间不等，下限止于公元1997年底。

八、本志资料，来自档案、报刊和各级文化行政、企事业单位及

经考证鉴定的回忆录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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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黔北文化历史悠久，是我国古人类发祥地之一，也是贵州文明开化较早的

地区。20万年前，黔北先民“桐梓人”即创造了马鞍山洞远古文化。

黔北属夜郎范围，为荆楚通道。汉、唐以来，由于外界文化的不断融入，在

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呈现过“繁盛”和“多元”特征。

清末民初，由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以及红军入黔和浙江大学

西迁遵义的影响，西学东渐，现代文明和新文化的传播，对黔北文化的发展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

1949年11月21日，遵义解放，建立了人民政权。至1997年，遵义地区辖’

13个县市，人口600余万。行政公署所在地遵义市，是国务院1982年首批公

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遵义古为蹩，地处云贵高原大娄山山脉中段，属喀斯特地貌高原山区。石

文化、铜鼓文化、傩文化和花灯文化，是黔北山区古老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黔北沟谷纵横，山系磅礴，自古即有人利用这种特殊地理环境，充分展示

石文化的无穷魅力，用以颂德、记事、晓喻和劝善。据统计，黔北山区中的崖

刻、岩画共有500多处。其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既有形象的刻划，又有抽象

的符号，其年代十分久远。

习水三岔河的蜀汉章武三年的摩崖题记和岩画《捕鱼图》，构图拙朴、刀法

粗犷，其字多伪笔衍体，难于通读，在国内极为罕见。

望乡石窟雕像，占地约3000多平方米，是贵州较大的一处石窟造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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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三尊雕像分别是释迦牟尼、迦叶和阿维，说明内地的佛教石刻艺术在清乾

隆、嘉庆时代即传人黔北山区。

地处赤水河中游葫市的摩崖造像，是同时期摩崖造像的佼佼者，均为高浮

雕全身像，不仅有镇江的“王爷”，而且还有佛家的观音和帮会所崇拜的关羽。

3尊造像既体现水乡码头的风俗人情，又充分点缀川黔边境宗教和帮会相互

渗入的特征。

被誉为西南古代石刻艺术“宝库”的杨粲墓石雕系列“武士”、“进纳人”、

“顶棺奴”、“童女启门”、“野鹿卸芝”等，雕功精湛，栩栩如生，令人叹为观止。

各地开熙摩崖、碑碣题联，比比皆是，它们集地方书法于～体，真草隶篆，琳琅

满目。

黔北石文化不仅在摩崖石刻上异峰突起，而且在古刹殿宇中也有淋漓尽

致的展现。

遵义板桥中寺，始建于明代，是一座较有影响的庙宇。庙中前、后二殿的

精美石雕，勘称省内石刻精品。无论是前殿石栏上的渔、樵、耕、读以及忍冬

纹、万字纹，还是后殿望柱上的“野鹿撞钟”、“蝶戏牡丹”、“喜雀闹梅”、“金狮拜

月”等，都具有高超的工艺水准。大殿天井中的水缸，上刻“万岁牌楼”一座，图

案为巨龙虬曲盘旋于云气之中，鳞甲利爪闪现，龙头居中，下为急流奔湍，鲤鱼

在水中曲身弹跳，江边镇江十级宝塔屹立，全为镂空雕。这些精雕细琢，内涵

深厚的石雕工艺，不仅展示了黔北文化的灿烂与辉煌，而且是补史、正史的重

要实证，具有十分宝贵的文化和科研价值。

铜鼓文化，是黔北古老文化的重要内容，其型制较为独特。早在19世纪

初叶(清嘉庆十九年)便屡有铜鼓出土。

解放后，于20世纪50～70年代，相继在遵义和仁怀挖掘出土铜鼓5面，

占当时全省出土铜鼓一半以上。

铜鼓是我国南方古代各少数民族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遗物。其铸造和使

用历史约有两千多年。在奴隶社会中，铜鼓作为权力象征的作用消失后，它

的主要功能便由炊器演化为乐器，在民间的节日、祭祀、婚丧等仪式活动中

广为使用。

“遵义型铜鼓”是我国古代铜鼓发展到东汉至两宋时期的一种形制，为我

国古代八大类型之一。在全国已收藏的1360多面铜鼓中，属“遵义型”的只有

35面。遵义型铜鼓流行地域甚广，至古代南中玉溪等少数民族地区，是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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