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渴P
甄’西i。骛震蔼麓蠢绣纂，黉彝磐翁



万山特区民族志

万山特区民族志编纂委员会 编



《万山特区民族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刘洪告

副主任：彭廷栋 吴先斌

成 员：莫定芳 吴成满

顾 问：杨秀发 杨昌弟 刘洪登 杨再洪

主编：徐昌登

副主编：蒲光赞

资料搜集：杨秀发 杨松青 杨宜昌 欧 晓 杨建华

张树清 张先彬 莫定芳 袁仁平 杨 琼

刘洪告 徐昌登 蒲光赞 杨胜勇

校 对：徐昌登
’



王
研

稚
赶

关加

万山特区原政协
主席、侗学会会长张
进国题词

万山特区政府副

区长吴泽军题词

力口

多羲
民

旅

惨蟹
诳恢
烈民
兹减

萋壅
偌麓

万山特区政府区

长向晖题词

l|0亡“斗．寸0

强民旗圃佬连和诸拷匡
冶盛圃、龟成十善



万山特区民族志编纂委员会全体成员合影
前排左起：徐昌登蒲元光刘洪告杨昌弟杨秀发刘洪登杨再洪彭廷栋

后排左起：刘艳霞蒲光赞扬胜勇杨琼吴成满袁仁平吴先斌莫定芳

民族志审稿会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民亲两

卜。囊

万山特区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历届领导成员合影
左起：蒲元光刘洪告扬昌弟扬秀发刘洪登扬再洪彭廷栋吴先斌



酽荔黼翟港苎；÷i蒸荔瑟鍪--J鬟鞫等领导到黄道}瓦寨村视察工作二 兰2曼掣}竺=i．、．鼻⋯!型乏⋯剐

铜仁地区民宗局局长龙海碧(右二．
在特E民宗局局长刘洪告(右2)的陪同
下视察f涟侗族}移民新街

2(wH年万山特区《民族E域自治法》颁
布二十周年廖￡会

2nn4年3月万山特Ⅱ

召开民族宗教工作会议．
特B四走班子领导和地Ⅱ

民宗局领导厦特B民宗局
领导在主席台就坐。

左起：彭延栋、焦

健、吴泽竿、韩向阳、张

进朱万贵、田景明、刘



万山特区民族志



万山特区民族志

6

计划生育“三结合”沼气示范工程

黄
道
侗
族
}
小
田
掉

套
路
桥

人

行
使
桥

下

缕
侗
旋
}
抱
溪
村
组
心
路



鼙锣 民族篮球运动会

民族I艺(竹雕



滢

Z，甄■一
p ， nrV

溪簇鬻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民族志，着重记载定居在万山境内的侗、汉、苗、土家、回族等土居民族，其

他少数民族只列表反映人口及其分布状况。

二、本志族源，上溯不一，下至公元2005年。

三、本志用述、记、志、图、表、传、录七种形式编辑。

四、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按各个历史时期的年号，为便于对照、加注公

元纪年o．

五、地名，记述史实仍用原名并括注今名o

。六、本志所取资料，来自采访、调查、参阅历史、刊物、丛书、族谱等史料，编纂时

一般不注出处。



序 言

《万山特区民族志》是一部反映少数民族地区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

历史资料。它的出版是民族地区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喜事。

万山，古属夜郎境，湘黔之边垂，崇山峻岭，盛藏朱砂，是侗、汉、苗、土家、回等民

族生息繁衍的地方。有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和特殊地域的民族特色。元初建蛮夷长

官司，明设朱砂厂局，清有吏目，民国置县。历代封建王朝和官僚资产阶级苛虐暴政

以及英法帝国主义者巧取豪夺万山汞矿资源，施行残酷压迫和剥削，万山各族人民

跌入苦海深渊，无有宁日。因而各族人民反抗斗争烈火，彼伏此起，前仆后继，可歌

可泣，充分体现了万山各族人民不畏强暴的反帝爱国民族气概和敢于斗争的革命精

神o

《万山特区民族志》主要记述万山民族历史发展和新中国建立以来，在贯彻落实

党的民族政策，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结构合

理，归宿得当。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区志办、政协文史委、档案局等单位和一些提供

民族史料的个人的大力支持，编辑同志不辞辛劳，爬山涉水，翻山越岭，深入乡村搜

集资料，归纳整理，潜心编写，为《民族志》一书的出版付出不少心血，在此一并表示

衷心感谢。

编写《万山特区民族志》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历史责任，也是有益当代惠及后世的

好事。愿《万山特区民族志》的出版为万山民族事业的发展发挥存史、资政、教化育

人的作用，以示万山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万山特区民宗局局长刘洪告

二OO六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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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万山特区，隶属贵州省铜仁地区。处于云贵高原武陵山系湘西过渡地带，东低

西高，中部隆起，古称大万山。

地理位置：东经10907’——109024’，北纬27025’卅7028’o东南面与湖南芷
江、新晃两县相连，西与玉屏侗族自治县接壤，北与铜仁市为邻，东西长26公里，南

北宽22公里，总面积338．4平方公里，耕地3．7785万亩。

境内居住着侗、汉、苗、土家、回等18个民族。侗族聚杂居于高楼坪、黄道、敖

寨、下溪四个侗族乡，汉族散杂居于特区境内，苗族聚居于高楼坪侗族乡的上、下大

坪和黄道侗族乡的细溪、鸭泥冲等地，回族聚居于高楼坪侗族乡铺前村的猫坡。其

余土家、布依、壮、彝等民族杂居于万山镇境内o

2005年底人口统计，全区四乡一镇、17个村、450个村民组、17个委员会，62154

人。少数民族共39257人，占总人口的63．1％，其中侗族35543人占总人口的57．

1％，占少数民族总数的90．4％，故侗族是繁衍于万山历史悠久和人口众多的民族。

万山特区政府驻万山镇解放街，辖：万山镇、高楼坪、黄道、下溪、敖寨四个侗族

乡。

万山境内，山峦重叠，溪谷交错，河流纵横，最高点米公山海拔1149．2米，最低

点下溪河口海拔280米，平均海拔858米。

四条主要河流，以万山镇为分水岭，东北面下溪、敖寨两条支流，注人锦江，长

50．3公里，流域面积188平方公里，天然落差510米，东南面高楼坪，黄道两条支流

注入舞阳河，长42公里，流域面积150平方公里，天然落差630米，可修小型发电

站。

气候，属中亚热季风地带。湿润多雨，最高温度33．5摄氏度，最低温度零下10．

9摄氏度，年均日照时数1455小时。年降雨量1600毫米，无霜期275天，雾罩日150

天，春迟夏短，秋早冬长，晨雾频常，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适宜农作物生长。主产水

稻、玉米、大豆、小麦、红薯、花生。高楼坪侗族乡属丘陵地带，土地肥沃，水利设施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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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称鱼米之乡。其次是黄道、敖寨两个侗族乡的河畔两岸，长约十公里，主产水

稻、玉米、红薯。

万山矿产丰富。主要有汞、钾、锰、铜、钒、钼、铁、锌、铝、磷、石煤、石英砂、陶瓷

土、重晶石、大理石、白云岩等20多种，其中以汞砂著称，全国第一，世界第三，矿源

面积达25平方公里，累计探明金属储量31720多吨，故称万山为中国“汞都”。

特区境内，有三条山脉，一条是湘、黔邻界山脉，即武陵山系，由万山至米公山

麓，长约40公里为舞阳河之屏障。一条是从老山口沿六龙山系至铜仁市的瓦屋，长

约50公里，为锦江河之屏障，一条是从万镇的三脚岩沿大坪盖至下溪侗族乡的滥泥

龙，长约35公里，这三条山脉，曲折绵亘，盛产林木，特别是六龙山的竹林甚著。森

林覆盖率达总面积36．7％。

木材：有松、杉、柏、樟、楠、香椿、梓木、青杠、麻栗等lO多种。

经果林：有油桐、油茶、漆树、桃、李、杏、枣：梨、柑桔、板栗等o *哆

药材：有天麻、杜仲、天冬、麦冬、金银花、茯苓、丹皮、桔梗、半夏、五蓓子、吴株萸

等50多种。

兽类：有豺狼、狐狸、野猫、獐子、毛兔、穿山甲、刺猬等十多种。

畜禽：有牛、马、羊、猪、兔、鸡、鸭、鹅等。

水产：有龟鳖、鲤鱼、鲇鱼、黄鳝、泥鳅、螺丝、石蚌、虾子、以龟、鲤、鲇鱼为贵重，

以鳝鱼、虾子为普遍，是侗乡人民之副食珍品。

万山物产丰富，市场繁荣。有万山镇的老街、下溪、黄道、高楼坪、深冲五个集贸

市场，上市有肉食、粮食、猪、牛、鸡、鸭、百货、杂货、布匹、铁器、木竹器、木材、木炭及

土特产品等。特别是开放市场后，朱砂、水银也可上市交易。

万山山川秀丽，景色迷人。

中华山位于万山北部七公里处敖寨侗族乡金家场背面，海拔800米，三面悬

崖峭壁、顶分二峰峙立，交岔处有一洞，内有蹲石如观音娘，名为“观音洞”。前峰侧

立石柱，状如禅师，又名“和尚岩”，后峰高于前峰，顶平，有清凉甘泉。两峰之间，架

有木桥，可供往来，山峰古木参天，四季青葱，清风流荡，景布眼帘。

山上寺庙建于元朝，明朝扩建为寺院，前峰建有“玉皇阁”为正殿，殿侧有花园、

水井，后峰顶端建有“天地门”为后殿，纵观湘黔名山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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