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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本书是中国煤炭史的古代部分，从远古写到一八四0年越片

战争，中国煤炭史的近代部分《中匮近代煤矿史》则从一八四0

年鸦片战争写到新中留成立前夕。

中国煤炭史的编写是西煤炭工业部部长高杨文同志的倡导

面进有的。煤炭工业出族社和煤炭工业部政策研究室、中国矿业

学院北京研究生部在组织本书的编写工作中做了大量的工作，提

供了必要的工作条件，确保了编写工作的腰利进行。

中盟煤炭史编写工作从1981年4月开始筹备，于 1981年11月组

成编写短。在此前后，编写人员到全匮各矿区、各有关县市进行深

λ组致的调查研究，查阅了大量的文献、史料，搜集了花较丰富

的文字资料和实物资料，并于1983年 10丹完成了本书第一锚的编

写工作。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摇上，于1984年10月修改定稽。

参加本书编写工作的主要有吴晓理、祁守华、赵兴圾。除第三

章的第五、六节分知由赵兴汉、祁守华写出初稿玲，其余均由

吴晓埋找笔。由吴晓理负责统篡。丰15 守华、赵兴汉在史料收集与

查核、望片技集与选取等方面做了大量基础工作。李进尧、吴培

儒、辞世孝也参如了部分工作。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煤炭工业部机关有关部门以及王裕

桂、谷峰、贾军、马德庆、张明理、吴志莲等许多民志都给予了不

民程度的支持z 得到了中国科学捷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赵承泽窍志、

地震出版社李树著需志、国 )11 省南辑矿务局 i军事7至1 同志、陕茜
省煤炭工业厅郭甲寅同志、宁夏回族自治区石炭井矿务局曾文洁

同志、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叶万松同志也道搏矿务局匡传华同志以

及全西各省(市、自治区〉煤炭厅〈局、公司}、各矿务局和有

夫煤炭企〈事〉业单位有关部门、矿史组的热情帮助z 北京医书



信、首都围书馆和部分省、市、县的图书馆、博物锺立裆案馆、文
物考古部门、地属部门、药史研究部门和科研部门也为编写工作

提供了许多方便条件。在此，谨一并深致谢钝。

由于中国古代煤炭开发史的研究工作领域十分广告司，需要许

多方面的知识和素养，如上编写人员学识、本乎的摄制和一些客

观原因，因而琉潺不当之处，在历难免。编者注恳地期待着广大

读者的批评指正。



F穿军

《中罢古代煤炭开发史》同读者晃百了，接着还有《中国近

代煤矿史》要相盖出康，这实是我国煤炭战线的一件喜事。作为

修史的倡导者，当然我的心情更是格外高兴的。

我爱煤炭事业，很想研究中雷煤炭A古至今变迁发展的茄

史，以古鉴今。我也认为，凡是在学校学煤炭的，在各种不同岗

位上干煤炭的，也都应当了解中国煤炭工业发展的历史。遗憾的

是我自己没有时离去搜集资料，更何况这件事更非一人之力所能

做到的。所以想了又想，又放下了.

一九八一年我出差到内蒙古平庄矿务局，遇到吴晓理同志，

他在大学是学历史的，又是一个热心研究蝶炭历史的人，凭着自

己的勤奋，搜集一些媒炭历史资料，并陆续以短文发表在矿区小

提上.我和她谈起编写煤炭史的问题，一谈就合，相约共同努

力，完成这个不曾被人注意，做起来又提困难的工作。

理部后向党组汇报，说晓编写一部媒炭史的重要性，大家赞

成我的意见，于是我就委托政策研究室和出版社负责组织煤炭史

的编写工作.他们成立了编辑委员会，拮娓专人，最贵资料搜集

和编写工作.时经三载，搜集了夫量资料，经过细心整理、编

写，第一部煤炭史终于自世了.此时此刻，我除了十分感谢编写

的羁志和一切为煤炭史出过力敲过策的同志外，兴奋的心情草草使

我还想多写几句.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悠久的，伟大的。世界上还有薄一个民族

能像我们的民族这样，经过几千年的战天斗地，来不衰落，繁街

成十亿人口，黯合成几十个民族的一个大家庭?因原历史，环观

全球，悲始没有.当然，这不是狭隘的民族舞点。各个民族都有

在己崎发展史，都有自己峙伟大之处.我是就中华民族茄史悠

z 



久，人口繁盛这一点来讲的。

一个民族能结经受几千年严酷的历史考验，越来越昌盛，绝

不是偶然的。这有自然的、社会韵各种因素，其中科学技术也是

重要的因素之一。

一个民族的发展，不但要和人斗，战胜侵略者，西且要和吉

然界斗。如果不能战胜"老天爷'、 "土地爷"所给予的灾难，

获取生存、发展的生活资料及生产资料，怎能形成十亿人口这个

世界上最犬的民族呢?就凭这一点，难道作为中华究族的一员，

不应当自豪吗?我们的伟大民族，在长期斗争发展中产生过许许

多多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想到他

们，我们的民族吉豪感不是油然而生吗?历史上极少数的民族欺

类，不正是看不到或不了解这一点商坠落下去了吗?所以，编写

中华民族的历史，广泛地进行民族历史的教育，是十分重要的，

是我们呆族更加发达昌盛的不可铁少的一课。成千成万不可数计

的人，也包括我自己在内，正是渎了我的民族的历史，激发了自

尊感、自豪感，才挺胸、昂首，为民族的生存发展商战斗，商工

作，一患尚存，永不松悔。就是拉头颅、酒热血也心甘情愿。我

钉民族-{~又-{~产生了许多感天动地的民族英雄，这是我们民

族大家庭的骄傲，也是大家庭中每一成员的骄傲。

我们民族的历史，是许多方面组成的。不但有政治史、军事

史、文化艺术史，商且有科学技术史。这些史不是我钉这部 JJi 史

所探讨的问题，我仅就科学技术史中的一个小部分一一煤炭史，

发表点意见。

科学技术是一个民族战胜敌人、哉姓自然的一项重要武器，

没有它，民族是要衰落的，甚至要灭亡。我们民族是世界上最旱

'撞得这一真理的民族之一，历史上许多对人类生存发展有重大影

响的发晓销造，是我们民族提供的。这是世界公认的。至于说臣

前我们科学技术比先进国家落后，这只是暂时现象。就以媒炭来

讲，它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物康。我幻的民族是世界上最

早认识和利用煤炭的民族之一。根据已发现的资料，早在六七千

z 



年前，煤麦就登上了中自历史梅舞台，为我们的祖先济转屑。当

我钉民族担煤炭用于生活、用于生产的时侯，世界上的一些自

族，还处于愚昧状态。我们的祖先，不但有举世闻名的理大发明

〈当然，绝不立四大发明) ，商且最早开发使用煤炭给史实，对

人类的贡献，其意义也是挺大的。马可·波罗就曾把我望使眉煤

炭的情景，传于百方。

可悲的是，我们的先人并没有担我们民族用吉己的智慧、劳

动、血汗蔚创造的开发、辑用煤炭的历史，完整地记载下来。正

如有些文人所说那样 z 对于媒窑"文人学士……尤多流连风景，

张其事而不噩其实者" "煤夫种种情况，罕所传述飞当然也不是

一点没有传达，我们编写组的同志还是搜集到了大量的文献，说

晓即使在古代，还是有热心之人、有识之人。至于不完整，这是

历史的失误，我们不能苛求于古人。

历史的失误是可以弥补的，济史的E貌也是可以重魂的。我

们这次编写这部《中嚣古代煤炭开发史>) .就是想替补过去的失

误，在可能的条件下，恢复古代开发使黑煤炭的苗筑。这部史是

否达到了这个目的，不能说完美无故，但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这

个任务。

这部历史，不是一本政赏读物，如果用欣赏的观点来看宅，

可能引不是多大兴趣。一开始我钉就确定的编写方针，是作为教

科书来写的。当然，也要力求通俗易懂，盟文并茂，吸刮大家来

读。"历史"从来就是银好的教科书，兴衰交替的经验教剖，都

寓于历史事实之中，知古商鉴今，可以吸取丰富的营养，可以接

受珍贵的遗产，提高我们的自豪感、自信心。继往开来，开创煤

炭工生新局亩，谱写煤炭史的新篇章。

为了很好运用这部历史〈包括以后出版前两部) ，我有一个

提议 z 凡是在煤炭学院、中技学校就读的学生，都要读这部历

史。作为必穆课、选修课都可议，但一定要提倡渎。如能千字为必

修课，规定一定的学时，当然更好。凡事从事煤炭工业的干部，

领导干部也好，科技、管理于毒也好，思想政治工作干部也好，

s 



工会、共青吕干部也好，总商吉之，煤炭战线一切干部，都要拿

出一定时坷，读这部历史.

为什么我要这样强调读过部历史呢?我是有个想法的。煤炭

工业是重要的，是我的实现居住战略目棕所位靠的主要能涯，它

的意义怎样强调都不过传.但并不是在煤炭战线上的所有人都了

解这一点。有的人只看到苦、脏、累、险的一面，而看不到或不

能深揭理解到重要的一亩。国商身在煤炭〈或在学校，或在工悖

岗位) .心不在焉。甚至鄙视虫草炭工作的也大有人在。对这些同

志需要教育。用历史作教材，比空口说话可能更有作用.至于琦

已经下了献身煤炭工业的决心的同志，读读历史，也可以增强主

人舍的责任感。我的希望很简单，目前很有必要唤起全媒麦战线

的同志，特立职韭的光荣感、自豪感，拿出献身的精神，从事我

们的伟大事业一一一发展中国的煤炭工业。

我还希望没有出台的两本史，能够很快地编出来，赶上时代

的步伐 i

再一次衷心感谢为这部史出力的商志们，祝大家工作顺利，

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局 A 久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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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煤炭的发现和早期利用

〈先秦时期〉

a中国是世界文萌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③。

一百多万年以来，劳动、生息、繁衍在中国辽阔疆土上的中

华民族，用自￡的血汗和聪明才智，创造了一部光辉烛烂的中国文

明史。古代中国人民许许多多的发明创造霜重要成就，象一颗颗

璀她的明珠，镶嵌在世界古代文明的史册上，放射出夺目前光

辉，幸运值得我们自豪与骄傲，值得我的总结、继承与发扬光

大.

中虽是世界上发现和和UJß煤炭最早的国家之一。古代中国人

民发现和利用煤炭的成就，虽然不象举世闻名的四大发现〈纸、

印崩术、指南针和火药〉那样为多数人所熟知，但其意义与作用

并不亚于四大发明.因为，煤炭是重要的燃辛辛和其它工业的原料，

它的发现和利用，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极大地便利和丰富了人

民的生活，逐渐改变着人类的能源结构，这种改变愈到后来愈迅

速，今天，煤炭在我国一次能源梅成中已经占据了首屈一指的地

位。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z 中国人民发现、利用媒炭的成就，可以

同中华民族在其它方面的伟大发现相娼美。

从大约新石器对期至战国或秦，这是中国煤炭开发史上的第

一段段，即中国人民对煤炭的发现和早期利用阶段。本章将叙述

古代中国人民发现煤炭的筒要过程并介绍早期利用煤炭的史实。

第一11 从火的应起到煤炭的发亮

媒炭，是在中医古人用火的进程中登上中国历史舞台的。

在人类历史中，火的发现和应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火是

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推动社会前进的有力武器。

①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h 见〈毛泽东选集><合n 本) 5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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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最初用大与熟食有关。由于自然原因引起大火过后，遗

留在火场上的被烧死的野物，不仅易于咀嚼、食明、消化，而且

味道香诲。这一重要发现，启发人的从恼火到有目的地利黑火，
改变了"茹毛饮血"的旱期原始状态。。进而又逐渐懂得了用火来

翻寒，用火来驱逐猛兽、照亮黑暗的洞穴，改善居住条件……。

我国用火的历史，大约已经超过一百万年①。在距乌一百七
十万年前的元谋人遗址中见有炭屑，它可能就与用火有关。在距今

六十万年前或更早的陕西兰因人遗址中也发现了炭粒。山西医河

附近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亦有扉火的遗迹。在距今四五十万年

前北京猿人居住的山洞里，发现了火烧过的石块、兽营和提烬。

灰:隐有的成层，有的成堆。可见当时不仅己能用火，而且还会保

存火种。

随着用火的普遍，又发明了敲击键石、钻木摩擦等取火方

法。人工取大的发明是人类历史上的又一里程碑，它却速了历史

前进的步伐，不·断改善着人类的生存环撞。患格斯说z 必就世界

性的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还是超过了蒸气鼠。因为摩擦生火

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哥最终捏人向动物分开，，@。

火是离不开燃料的。为满足在各种环境中用火的需要，人的

必然要寻求各种燃料。除去林木薪草等较方便的燃料外，沉睡在

地下也万年的媒炭，必然要原应人类的需要，确应大的召唤，被

人类新发现.经历了长期的用火实践和探索，中国人民终于发现

煤炭是重要的燃料，从丽掀开了中国煤炭开发的历史篇章。

中国Å'民是怎样发现和认识媒的可燃性能的呢?

我们知道，任何媒都是可燃的，而且有梧当一部分煤燃点很

艇，有的甚至象木柴那样提容易被引燃。森林火、古人在媒层露

头附近用火，都可能会把媒引着。古人从森林着火这一现象中了

解到林木是可燃的，逐渐懂得了用火。同样，古人也从各种原因

被引着媒火中得到启发，认识到媒的可燃性，从而进一步加以

@庭医兴〈火的化石芳，载于〈化石)> 1977年第 2 期.

②恩格斯〈反杜林论沁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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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用。

值得注意的是，煤不仅会被外界的火所引燃，而更重要的是

它本身也可以自然发火。煤接触到空气，就会发生氧化反应。媒

在氧化过程中，要释放出一定的热量，当这种热量不能散失雨聚

集在媒中，就会使媒的温度升高，一旦达到I搞男温度〈煤的燃

点).媒就开始燃烧了，这就是媒的自燃现象。我国许多地区的

媒层露头处，吉古以来，长期自燃，给人以"火山"那样的印象。

譬如大同媒吕综罗纪煤层最旱在第囚纪早更新世 (Ql)，即

距今约二百万年前就开始自燃，仅在雁崖 8 号和11号媒层古火区

就己烧掉了大约二千万吨煤，燃:挠特征十分明显①。早在一千五

百年前，北魏鄙道元在《水经注》中就有因煤炭自燃而出现 a火

山纱、"火井万等现象的记载，而且大同煤田的一些培方，媒层岳

燃至今仍在继续。

在山西部曲县，由于煤炭的自燃，也出现了"火山'现象，

所以《大清一统志》载z"火山在离曲县南六十五里，……黄海

东岸山上有孔，以草投孔中，焰烟上发，可熟食'，而《舆地广

记》记有"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置火山县，四年废，有大山、黄

坷'。这里的火山县，以及古代的火山军和现在的火山村，皆因煤

炭自燃而得名。

又如在宁夏中卫县，"县西南三十里，由产石炭，近西一带

有火，历年不怠，俗呼为火焰山'③。

在我国新疆地区，煤炭自燃现象更多。吐鲁番的火焰山一

带，过去曾国煤炭自燃，看去烟火蒸嚣，唐代边塞诗人岑参有

《经火山》一诗纪之。商库车那里也有因媒层自燃影成的"夜那

火光，昼日但熠"的景象。

这些出媒层自燃丽彭成的必火山"、"火焰山"的景象，必然

会给人以启示。人们不准发现z 这些黑石头也是可燃的，而且做

①王庆全〈大再煤田保罗系煤层古火区的地质特征))，一九八二年全国矿井地质学术

讨论会论文.

②员国〈魏方通志〉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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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火种和燃料要比林木经用得多。这就是人类发现和认识煤炭可

燃性能的过程。

另一方面，许多地区的煤层，或由于地壳运动，或由于河流

剥蚀而直接裸露于地表，如大同七峰山以及阳泉的一些煤层(图

1-1)就是如此。这种情况下，人们不仅很容 易发现煤，而且也

容易取得煤。于是，煤作为燃料之一， 就具备了为中国人民所发

现和利用的条件。

图 1- 1 大同七峰山的煤层露头

在我国，还有一些流传久远的神话传说，也说明了中国人民

早已发现和利用了煤炭.

山西平定广泛流传的女娟氏炼石补天的神话，就与煤的利用

有关。相传女娟氏在平定东浮山上设灶炼石，用煤做燃料。明代

学者陆深，根据民间传说和当地群众自古以来用煤烧塔火的习俗

("家家置一炉焉，当户，高五六尺许，实以杂石，附以石炭，

至夜炼之达旦，火焰焰然，……是之谓补天勺，认定女娟民用煤

来炼石补天，并为此写了一篇《浮山遗灶记》碑文①。明末清初

学者顾炎武则进而认为"此即后世烧煤之始"②。 明代另一学者

①陆深〈浮山遗灶记F 碑文，此碑现仍立于平定东浮山上.

②顾炎武〈天下都国利病书〉卷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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