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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贵州宣慰司 

 

贵州宣慰使司地理之图  

钦差提督学校贵州等处提刑按察司副使金陵沈庠删正  

贵州宣慰使司儒学教授叶榆赵瓒编集  

四川峨眉县儒学教谕①郡人易弦、庠生王佐同编  

                                                 

①  教谕：原本作“教授谕”，据本书他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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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布政司 

贵州，《禹贡》荒服之地。  

殷为鬼方。  

周为靡莫之属。  

战国时楚顷襄王遣弟庄 略地黔中。  

秦伐楚，遂以为黔中郡地。  

汉为西南夷地。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以是地分属牂牁、夜郎、武陵

三郡。  

蜀汉为牂牁、兴古二郡地。  

晋分牂牁，置夜郎郡，属荆、益、宁三州，南宋、齐因之。  

隋为巴东、黔安、清江、明阳四郡地。  

唐武德二年归附，贞观十六年，开山洞，益拓其地，置思、夷、播、珍①

等州郡十三，属黔中道采访使，并置羁縻蛮州五十一，属黔州都督府，昭宗

大顺二年为蜀王建所有。  

五代唐天成二年附于唐。  

晋天福五年，都云酋长尹怀昌率其十二部、牂牁酋长张万浚率其思、夷

等州，皆附于楚王希范。  

宋至道三年，分隶荆湖、剑南、剑南西三路并罗甸②国。元丰间，隶湖

北、夔州二路并罗甸国。政和中，置思、播、珍、承、溱五郡，寻废。  

元为湖广、四川、云南、广西四行省地。至元十六年，诸夷降附，置八

番罗甸等处军民宣慰使司及都元帅府于贵州。十九年，又以降夷八番、金竹

百余砦，三万四千余户，悉为郡县，置顺元路金竹府，贵州以统之。二十年，

又以讨平九溪十八洞为郡县，并立总管府，俱听顺元路宣慰司节制，初隶湖

                                                 

①  珍：原误为“玲”，据《黔记》等改。  

②  罗甸：原文作“罗东甸”，衍一“东”，据下文及《黔记》等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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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后隶云南。二十八年，改隶四川，寻改隶湖广，而割普定以西隶云南焉。

二十九年，中书省言地狭官冗，请合宣慰司、都元帅府为一，从之，遂置八

番顺元等处军民宣慰司都元帅府，领万户府一、镇抚司一、安抚司一、散府

二、长官司五、顺元、思、播宣抚司三。  

本朝以其地分隶云南、湖广、四川三布政司，永乐十二年，废思南、思

州二宣慰司，始置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领贵州宣慰使司及思州、思南、

镇远、石阡、铜仁、黎平、乌罗、新化八府，乌罗、新化寻废。成化十年，

置程番府。弘治七年，置都匀府。仍为府八，并普安、永宁、镇宁、安顺四

州。置贵州都指挥使司，领贵州、贵州前、龙里、新添，平越、清平与都匀、

威清、平坝、普定、安庄、安南、普安①、毕节、乌撒、赤水、永宁一十八

卫，普市、黄平二守御千户所②。置贵州等处提刑按察司，分贵宁、新镇二

道。天顺间， 置安平、思仁二道，兼察诸司、府、州、卫、所。三司并治

于贵州宣慰司云。  

贵州宣慰使司长官司 

贵竹、白纳、中曹、水东、青山、龙里、扎佐、乖西、底寨、养龙坑。  

                                                 

①  普安：原误为“里安”。  

②  千户所：原误为“千卫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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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沿革 

《禹贡》荆梁二州之南境，天文参井之分。秦为黔中郡，汉为西南夷地，

武帝平头兰即且兰，今播州也。遂平南夷在播州之南，为牂牁郡《汉书》云：“郡有江

名牂牁，通番禺城下。”即今程番府境内之江，自破蚕流入南海者。《旧志》不考，而指今思南

府城西为牂牁古城，误矣。唐为牂牁国，武德三年改牂州，四年又改牁州，寻复

曰牂州。诸夷杂处，其部落有七，曰卢鹿蛮者，即今罗罗也音相近而讹如回鹘，

讹为回回之类。俗尚鬼，号正祭者为鬼主今犹谓之罗鬼。居普里即今贵州。数出兵

侵牁地，为罗甸国。元和八年，上表请尽归牂牁。开成元年，鬼主阿珮内属。

会昌中，封为罗甸王，遂以其地为罗甸国。唐天成二年，罗甸王普露靖率其

九部落入贡。晋天福五年①，附于楚。宋仍为罗甸国。开宝间析置大万谷落

总管府②。嘉定间，移府于今司治。绍兴三年，即广西邕州置司，提举市马

于罗甸。  

元初为罗氏鬼国，寻改罗甸军民安抚司。至元十六年，以李德辉奏，更

罗甸为顺元军民安抚司，隶八番顺元等处军民宣慰司都元帅府。至元二十年，

添置亦奚不薛总管府于司治北。二十四年，复添置顺元路③，并贵州于司治

                                                 

①  晋：原误为“普”，据上文改。  

②  开宝间：原文误作“开宝门”。析：原文误作“祈”。大万谷落：原文误为“大万落乐”。

据《黔记》及本书上下文改。  

③  顺元：原误作“领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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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以统降附按《元史》，至元二十年，四川行省讨平九溪十八洞，以其酋长赴阙，定其地

之可以设官者，与其人之可以入官者
①
，大处为州

②
，小处为县，并立总管府，听顺元路宣慰

司节制，遂置州十二，长官司二十四，县十七。二十六年缘湖广省③，二十八年隶四

川省，二十九年改隶云南省。  

本朝洪武初，罢八番顺元等处军民宣慰司都元帅府，并宣抚、安抚司、

顺元路、贵州，置贵州宣抚司。六年，升贵州宣慰使司，俱隶四川布政司。

永乐十二年，置贵州布政使司，贵州宣慰司领长官司十来属。正统四年，又

以贵州卫所领长官司十三隶宣慰司。成化十一年，置程番府，割长官司十三

隶焉。  

宣慰安氏亲领夷罗民四十八部，谓部长曰头目。宣慰宋氏亲领夷汉民十

二部，谓部长曰马头。同知安氏亲领夷罗民一部，谓部长曰头目。  

郡名 

黔中秦名。牂牁汉名。罗甸甸或作殿，牂牁，牁州俱唐名。贵阳郡在贵山之阳，

故名。八番顺元川名。贵竹郡产美竹，故名。  

                                                 

①  其：原文误作“箕”。  

②  大处：原文误作“为处”。  

③  缘：当为“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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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到 

地里 

东至新添卫界一百里，南至金筑安抚司界一百二十里，西至四川乌撒军

民府界九百五里，北至四川播州宣慰使司界二百六十里，东南到新添卫界一

百一十里，西南到安顺州界一百六十里，东北到四川草塘安抚司界二百九十

里，西到四川永宁宣抚北司界七百里。自司治至南京四千二百五十里，至京

师七千六百七十里。  

铺舍 

在城者曰黄华；在龙洞曰龙洞，曰俾堡；在南者曰昌田，曰渭河；在西

者曰倒树，曰阿江，曰小箐；在北者曰关口，曰毛栗，曰三冲堰，曰班竹，

曰扎佐，曰清水，曰罗卜洞，曰底寨，曰落邦，曰乾溪，曰摆沙；在西北者

曰卜野孥，曰木阁箐，曰龙场，曰蜈蚣，曰陆广，曰青岗，曰谷里，曰垛泥，

曰水西，曰两那，曰杨家海，曰西溪，曰乌西，曰金鸡，曰阁鸦，曰落折水，

曰老唐，曰归化，曰第二。凡三十八铺。  

形胜 

东阻五溪，西距盘江《一统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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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都大郡贵州教授黄远《八景记》。  

山经水纬，内藩楚蜀，外控蛮粤，为西南巨镇《旧志》。  

据荆楚之上游①，为滇南之门户《一统志》。  

富水绕前，贵山拥后，沃野中启，复岭四塞《新志》。  

南至昆明，北极云梦，西抵瓯越，东及巴岷《新志·贵州教授王训贵南兴学序》。 

千里山川，险阻阨塞  同上。  

风俗 

俗尚如实《旧志》：郡人多中州之迁谪，故居处、服食、器用，咸尚朴实，间有侈靡者，

群訾笑之，亦习俗之美也。  

士君子秀而文，其氓勤而务本《旧志》。  

人多气节《旧志》：崇儒术，尚礼义，以气节相高，而耻为污下之事，其仕于外者，往

往有廉介忠鲠之称。  

不异中州吏部尚书王直《重修庙学记》：“贵州之入职方，朝廷教养其民，一切不异于中

州。”又大学士陈循《雁塔题名记》：“兹郡之士，以明经举于乡，擢第于朝者，往往有其人，不

异中州。” 

文教丕振《旧志》：郡据边远，俗尚不浮。及入圣朝，文教丕振，冠婚丧祭，多用朱氏

礼，向意诗书，登科入仕者，游济倍出。  

风气和平《旧志》：风气和平，土壤饶沃，冬不祈寒，夏无甚暑。  

                                                 

①  荆楚：原作“经楚”，据《黔记》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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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喜争讼，乐于恬退《新志》：民畏法，讷于讼，以恬退不争为贤。  

集场贸易《新志》：郡内夷汉杂处，其贸易以十二支所肖为垓市名，如子日则曰鼠场，

丑日则曰牛场之类，及期，各负货聚场贸易，仍立场主，以禁争夺。其负郭者，旧有卯、申二

场。弘治己未，今巡镇大臣以军民生理疏阔，增子、寅、午、戌四场，并前为六场，人甚便之。 

山谷间，诸夷杂处，俗尚各异。《旧志》：曰罗罗，即古乌蛮，亦有文字，类蒙古

书。其人深目长身，黑面白齿①，挽髻，短褐，徒跣，戴笠荷毡，珥刷牙，金环纳臂，佩长刀

箭箙，左肩佩一方皮，腰束韦索。性好洁，数人共饭一盘，中植一匕，复置杯水于傍，少长

共匕而食，探匕于水，抄饭一哺许，抟之盘，令圆净，始加之匕上，跃以入口，盖不欲污匕，

妨他人食也。食已，必漱口刷齿，故齿常皓然。坐皆席地，器用如俎豆。犷黠，喜斗狠。然

甚重信，人不敢示以妄。  

曰宋家者，其始亦中州裔，久居边徼，而衣冠俗尚少同华人，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其

于亲长，亦知孝友。  

曰蔡家，与宋家杂处，风俗亦少相类。故二氏为世婚。  

曰仲家，皆楼居，好衣青衣，男子戴汉人冠帽，妇女以青布一方裹头，肩细摺青裙，多

至二十余幅，腹下系五采挑绣，方幅如绶，仍以青衣袭之。其语言嗢咿。居丧，食鱼虾，而

禁鸟兽之肉。婚嫁则男女聚饮，歌唱相悦者，然后论姿色妍媸，索牛马多寡为聘礼。疾病不

服药，惟祭鬼而己。卜用茅或铜钱、鸡骨，通汉人文字，以十一月为岁首。  

曰龙家，绾髻，白布束之，妇人亦绾髻，皆以白布为衣，亦用汉人文字，以七月七日祭

先祖，甚敬。  

曰曾竹龙家，其俗与龙家同，但妇人以布作冠，形如马镫，加于髻上，以金木或骨角为

长簪焉。  

曰红犵狫。男子旧不着冠，今渐作汉人之服饰，语言侏 ，妇人以毛布染红作裙，无襞

积，谓之桶裙。  

曰花犵狫，俗同红犵狫。但裙用五色，故云花犵狫。  

曰东苗。男髽髻，着短衣，色尚浅蓝，首以织花布条束发。妇着花裳，无袖，惟遮覆前

后而已，裙亦浅蓝色，细摺，仅蔽其膝。其俗，婚娶，男女相聚歌舞，名为跳月。情意相悦

者为婚，初不较其财，逮至一年，方遣人责之，虽死亦不置。  

曰西苗者，俗同东苗。  

                                                 

①  黑面白齿：“面”原误作“而”，据嘉靖《贵州通志》改，万历《贵州通志》作“黎面白

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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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紫江苗者，性犷恶好杀，饮食粗秽，余俗与东西苗同。  

山川 

铜鼓山   在三司治城东二里，高百余仞，山半崆峒。每阴雨，闻其中有

声如铜鼓。相传为诸葛武侯所藏者，贵阳八景曰“铜鼓遗爱”即此。  

本朝教授芒文缜诗①：“南龙卧龙天下奇，酋长畏之不敢欺。撝呵铜鼓鬼

神在，名山作镇西南夷。仁人本心非爱杀，七纵频繁竟全活。甘棠未剪金未

销，周室召公汉诸葛。” 

郡人训导荣珍诗②：“诸葛曾于此地过，独遗铜鼓镇山河。威稜千古犹生

气，无复潢地恣弄戈。” 

高连山   在治城东南二里，即新添关诸山也，高而连属。《唐史》谓牂州

境内有高连、石门二山，即此。  

狮子山   有三，一在治城东里许，昂首扬吻，形态宛然；一在治城西里

许；一在治城南三十里，形似尤切。  

砍马山   在治城西二里，俗名砍马冲山。  

凤凰山   在治城南五里，山形如凤舒翼。  

                                                 

①  芒文缜：原文作“芒文镇”，据《黔记》及本书他处改。本书尚有作“芒文镇”处一律

改同此处，不另出校。  

②  诗：原本误作“详”，据贵图本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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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人训导周颂诗：“凰昔鸣岐山，今化山崒嵂。穴结崆峒原，足蹑昆仑石。

春花烂九苞，朝霞缉双翼。文王已弗兴，和声久岑寂。圣人今御天，奇祥蔚

来集。何当返其真，哕哕梧冈日。” 

交椅山   在治城南五里。  

髑髅山   在治城东北四里，俗名枯髅山，《一统志》以为石洞山，山势嶙

峋而中虚，旁有窦，通人行。  

照壁山   在治城东狮子山之南，形如屏章。  

斗崖山   在治城南里许，突兀峻拔，甲于众山，俗名倒崖者，夷酋阿阳

苗居其上，遗趾尚存。  

栖霞山   在治城东，山腹有洞曰来仙。  

东山   在治城东，山颇高大，而林木丛茂，俗名老王山。本朝郡人知县

陈昌归隐于此。  

教授王训诗：“百里花封早挂冠①，东山深处好盘桓。公卿不入新来梦，

父老犹思旧任官。鞭犊试耕云半亩，闻鸡常卧日三竿。不应海内思霖雨，却

使苍生望谢安。” 

五虎山   在治城周遭，山形如虎者五，故老云郡有“五虎三狮”之胜，谓

此。  

白崖山   在治城北二里，贵山之麓，岩障如削，俯瞰兔场官道经其下。

本朝郡人教授王训归隐于此。  

御史徐节诗：“先生嘉遁距尘寰，何幸乘间一蹑攀。云影天光池水碧，竹

溪松径藓痕班。敲诗剩得趣中趣，纵目望穷山外山。试问幽栖似何处，阿衡

                                                 

①  挂冠：原文误作“闺冠”，据《黔诗纪略》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