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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地名普查内外业工作于一九八三年结束，一九八四年转入地名录考证，修改、补

充及编纂工作，到现在业已完成，与读者见面。

地名是人类进行社会交往的工具，是祖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今中外对此都很重

视。在一个国家、一个行政区域内，有系统地进行登记、整理地名资料，统一地名称说和

书写形式是日常行政管理工作必不可少的。

地名普查是地名标准化，规范化的基本功。我们在地名普查工作中，除了广泛深入进

行实地调查考证外，还引用了农业区划、文物考古、地质、气象、交通、水利等方面的资

料J参考了中国古代史、贵州通志、大定府志、毕节和威宁县志，现在编辑的这本赫章地

名录，是赫章县解放三十五年来第一本有考证，有情况、有论述、有区域图、有汉语拼音

的比较完整的地名史料，也是行政管理工作重要的文史档案材料之一，使长期遗留下来的

地名混乱现象得到了根本的改变。这是在县委、县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在上级有关单位的

指导下，参加这一工作的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和编辑工作者辛勤劳动的结

晶。

我们编辑出版的赫章县地名录，注意反映建国三十五年全县的社会变革，反映自然地

理实体和经济地理实体等方面的各类情况，表示出地名的来历，含义、演变、地理位置、

标准书写等形式和正确的读音。 ．

内容丰富，新颖，使用的材料真实，具有较高的政治性，思想性，实用性。

由于我们缺乏经验，水平有限。错误之处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赫章县地名普查办公室

一九Jklgl午十二月



凡 例

～、 ((赫章县地名录》资料来自地名普查和农业区划资科。

二、释文内容包括地名、汉语拼音、方位、经纬度、四至、面积，人I：I，民族、隶属

关系、辖境内乡，村个数、距离、建制沿革、地名来历及含义，地质、地貌、水文、气

候，物产、交通、教育、卫生、名胜古迹、革命胜地，以及其他有关内容。

三、地名汉字书写，一律以国家颁布的通用标准汉字为准，古地名及地方志中的特殊

用字，则一概照旧，以避免混乱，必要时，用括号加注简化或通行体。地名有不同写法

的，加以注明。

四，汉语拼音注音，以普通话语音为准，并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测绘总局共同颁布的《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为依据。经有关部门认可通用

而普通话不具备的字、音，根据《汉语拼音方案》拼写规则，按实际读音注音，如：

．可乐文物保护区KeLe WeIIWII Baohuqu

窝蔚乡 Wobeng Xiang(“射”为赫章特殊用字) ．

桥穴Axue (“桥"为赫章特殊用字)

蒸莱坪JiuCaiPing
～

锌矿Xinkuang

五、当地读音与普通话读音出入较大的，酌加说明，以利使用。生僻字适当随文夹注

拼音。

六、经纬度的表示，县，区、镇、乡的驻地注明到度，分、秒，村注明到度，分。

七，方位表示，采用东，南、西、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八方制，并注明辖境

四至，四至写到行政级别相当的地名，如地区邻地区，县邻县等，以东、南、西，北为序

叙述。

八、面积以赫章县农业区划办公室提供的面积为准。总面积单位为平方公里，分类面

积为亩，取整数。

九、人口以一九}k-年全国人口普查数为准，一律取到个位。

十，赫章县为多民族地区，民族聚居复杂，本书一般以排列顺序来表示民族分布比

重，民族乡则以代表的民族在前，必要时列出百分比或人口数。‘

十一，现行行政区属辖关系，属只列省一级行政单位，辖到镇、区，乡，村。

十二，距离的表示，县、区、乡、村，名胜古迹，革命纪念地及游览地等，均取交通

里程。

十三、建制沿革及地名来历、含义，以通行志，史书为主。名称来历及含义有两种以

上说法者，视其可信程度，斟酌取舍，或两种说法并存。释文中引用古籍时，用引号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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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核对原著并加注书名，成书年代，一般不列作者名，古地名与今地名不符合的，用括

号注明今地名。

十四、历史记年，一律在旧年后加括号注公元纪年。年代不清的注明这年或相关年

代。在加注公元时，不满千年的，加“公元’’二字，千年以上的则不加。

十五、人名、国名、地名、朝代、年号，在释文中均标出专名号，但已组成普通语词

的例外。民族、宗教、组织、团体、建筑物名称，不标专名号。

十六、地质、地貌、气候、物产部分，尽量采取最新及有定论的数据，资料。科学术

语的采用，以有关专业工具书为准，属地方特有而工具书不具备的，以当地习用称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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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章县概况

赫覃县位于贵州省西北部乌江北源六冲河上游，地理位置在东经104。10720矿至105。017

23II，北纬26。467 12∥至27。287 18∥之间。东邻本省毕节县和纳雍县，南邻水城特区，西邻

威宁彝族苗族自治县，北邻云南省镇雄县和彝良县。全县东西宽84．3公里，南北长77．6公

里，总面积3243平方公里(4864500亩)。辖青山、兴发、妈姑、可乐、恒底、财神，六曲

河、野马川、古达九个区和双河镇，共83个乡和6个乡级镇(其中：民族乡28个)，458个

村，居住着汉、彝、苗、回、布依等14种民族；一九八二年人口普查时，88252户、450978人，

农业人口占94．7％，一九八三年末人口共91868户，458931人，其中农业人口占94．6％，

少数民族人口占21．6％。

赫章县城双河镇位于县的中部，海拨1475米至2188米，为六冲河右岸支流(又名前河)

从西南向东北汇入主流(又名后河)之处，河谷较开阔，县城位于一。U"形的山脊尾上，四周

群山环抱，川滇公路横贯其境，是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贵州西部通往川、

镇的要冲。

赫章属黔西高原中山峡谷区，地势是西北、西南和南部高，东北部较低，最高峰为县

西南珠市乡的韭菜坪，也是全省最高点，海拔2900．3．i最低点为县东南安啷乡野鸭河与

刹界河的交汇口，海拔1230米，相对高差1670．3米，平均海拔1996米。地质构造分区上属

于“上扬子台褶带，，的“桐梓一一毕节早古陷褶束"的西端部分，从上古生界石炭系到中

生界的株罗系皆有出露，尤以二叠系及三叠系的碳酸盐岩石广为分布，岩溶地貌发育齐

全。境内山高坡陡，峰峦重迭，沟壑纵横，谷深河窄，地势起伏变化大，地形地貌复杂，

有较明显的垂直自然地带性，土壤、气候、植被比随海拔升降而发生变异。在高原山丘之

间，分布有许多小盆地，通称“坝子"、“麻窝"，山脉纵横成不规则带状，脉带突起部

分多为地质株罗纪和三迭纪的沙、页岩地层，群众俗称“梁子”，脉带中间多为二迭纪地

层，多峡谷洼地，群众习称“冲子”。脉带深部富藏煤矿，铁矿，铜矿，制陶土，断层地

带蕴藏锌铅矿等，境内多小溪流和地下伏流，水流湍急，落差大，水力资源蕴藏量较为丰

富。

赫章属暖温带黔西北温凉春干夏湿气候区，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不分明。 “一山

分四季，十里又一天"。年平均气温13．4。C，年平均降雨量为854．1毫米，最冷一月均温

为3．50C，最热七月均温为22。C，极端最高温35．7。C，极端最低温一10．1。C，全年稳定

通过10。C以上积温为3680。C(80％保证率)；年平均无霜期245天(80％保证率)；常年主要

灾害性天气有春旱，倒春寒、洪水、冰雹、秋季低温等。

全县河流全属长江水系，主要干流支流十九条。一条辅处大河(又名白泥河)为横江上

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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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发源于县境内石岗乡的罐子窑，从西南往北沿赫、威(宁)两县边界经铁匠、辅处、德

胜、丰家、甘河等乡进入云南彝良县，一条六冲河干支，又名赫章后河，为乌江上游，发

源于县境内葛布乡，由西北向东南流经可乐，财神、双河、青山，野马川等区(镇)，沿赫

章与毕节、纳雍县边界汇入鸭池河，一条名赫章前河，发源于境内白果乡大石头(阳洞小

河，流经白果、青山、双河镇)，由县城东北汇入六冲河上游，一条名野马川河，发源于

县境内韭菜坪北侧的独山乡，由东南向西北流经佳娃、威奢、毛栗树、大田、野马川、金

山等乡，汇入六冲河，一条名野鸭河，发源于县境内响河乡，由西南向东北流经数里汇入

六冲河，进纳雍县境内；一条名六曲河，发源于六曲河乡的九股水(上游延至新店乡，为

季节河)，往东北流经达依、海马姑等乡汇入六冲河；一条名珠市河，发源于县境内珠市

乡大河边，由西北向东南方面流经木嘎、雉街、发达等乡进入水城特区成地下河，其它小

河溪，地下河，季节河七十多条，构成较特殊的高原水系。由于森林复盖率低(不到20％)，

农业垦殖率高(约40％左右)，水土流失十分严重。

赫章之名，古日。黑张”。最早见于明代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八月二十九日朱元璋

《洪武敕谕》载。 “黑张迤南，瓦店迤北分中立一卫，如此分布定守，往来云南便益⋯

⋯"其次见于《明清内阁大库史料》卷二中记载： “(明)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三月十四

日，水西头目阿乌谜等⋯⋯屯住盐仓。安位亲扎盐仓边氏，已在黑张地名洗莱河⋯⋯”最

晚记载见于(《威宁县志》中。 “清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平乌蒙土司安万钟叛及墨特川

(今县城东南土城一带)夷酋乌姆拒命，改墨特川地为黑张"。旋即更名“赫章"。

赫章虽然位于贵州西部一隅，但开发却比较早，经历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时

期。据历代文献记载和文物考古证实，赫章在新石器时期属“赤水"部落；夏为梁州西南

“鬼方"，商属荆州，周属荆州虑国地；春秋时属蜀国境，战国时为夜郎候(国)辖地，公

元前206年，秦置汉阳县(今可乐区公所驻地)属象郡，汉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改置

犍为郡，汉阳县依秦称I东汉属犍为属国。蜀汉(三国)时期，扩张犍为属国置朱提郡，至

南北朝属称汉阳县无改动，隋渝为士著豪族分割区，属称失，城垣毁，唐属禄州(今毕

节)，五代沿袭唐制，宋属绍庆府禄州辖地；元属乌撒乌蒙宣慰司(今威宁)；明初属永

宁卫由四川都司管辖，朱元璋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以后为贵州都司乌撒卫(仍在威

宁)，清康熙四年至二十五年(公元1665一一1686年)，属大定府(今大方)辖地，康熙二十

六年至雍正七年(公元1687一一1729年)大定府降为州，属威宁府辖地，雍正七年后，威

宁府降为州，复属大定府威宁州辖地；民国初年属威宁县第四区。民国五年至二十五年

(1916一一1936年)威宁设得胜坡分县，民国二十六年得胜坡分县撤销，复属威宁县第四

区，民国三十年(1941年)“分威宁东北地益之置赫章县"。从秦置汉阳县经历代演变至今

j与二千二百余年。

赫章历史悠久，有其光辉的一页。清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苗民、回民云集韭菜坪，

相率起义，与农民起义军的优秀代表陶新春，陶三春带领的义军相配合，跟清王朝进行了

不屈不挠的斗争，1936年3月，贺龙、任弼时、肖克、王震等同志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

j二方面军(二、六军团)长征经过赫章县境，历时二十七天，在哲庄坝、以则河等地与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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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追堵部队展开了有名的乌蒙山迥旋战，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红二方面军政治部

主任夏曦在赫章江南乡与毕节县杨家湾乡交界处的七星关牺牲。

赫章人民历代从事农、林、牧业生产。现有耕地面积607295亩(习惯亩)，测量亩

约200了／亩。垦殖率高达410，粮食作物以玉米(包谷)为主，其次是马铃薯(洋芋)、大豆、芸

豆、水稻、小麦等，经济作物主要有烤烟，油菜、大蒜l药材主要有天麻、潞党、云木

香、伏苓、朱芩等；畜禽品种资源也很丰富， “可乐猪”是历代劳动人民培育出来的优良

猪种，属全国良种猪之一。全县现有森林，灌木林约97万亩，复盖率不到20％。 “财神

漆，，质地优良，誉满中外，核桃具有壳薄，含油率和出仁率高的特点，畅销港澳，樱桃形似

珍珠，色泽鲜艳，味道甜美。

由于赫章位置偏僻，交通闭塞，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土豪恶霸和帝国主义侵略分子对

各族人民横征暴敛、巧取豪夺、兵焚战祸不断，严重阻碍了经济文化的发展。直至本世纪四

十年代，还有奴隶制残余，农业生产落后，偏僻山区还有“刀耕火种，赶山吃饭，，的落后

生产方式。历代劳动人民过着秧被御寒，糠菜裹腹的贫困生活。一遇干旱、洪涝、低温等

自然灾害，则发生流离失所，饿殍遍野的惨景。

解放后，全县各族人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发扬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革

命精神。经过三十余年的艰苦奋斗，特别是通过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

线、方针、政策，拨乱反正，清理“左"的错误影响，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赫章穷困落

后面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到目前为止，全县已建成大中小水库三十八个，水电站装机五

千八百多千瓦，造林保存面积近三十多万亩，改造中低产田土(包括建梯土)十余万亩。

通过农田基本建设和推广良种， “绿肥地免耕法"，增施肥料、改革耕作制度，不断提高

科学种田水平，使全县粮食产量由解放前的六千多万斤升到二亿斤左右，比一九四九年的

六千万斤增长二倍多，烤烟已突破十万担，牛、马、骡大牲畜的饲养量达到十万头(匹)，

羊的存栏数和出栏数已达到十八万只；猪的存栏数和出栏数已超过三十万头。一九八三年，

全县农业总产值达7653万元，是一九四九年的四倍。

工业生产也有很大发展。省、地、县办有冶炼铅锌，炼铁、采煤、水泥，陶瓷、农

机、酿酒、粮食加工、发电、印刷等工业企业。一九八三年工业总产值达到868万元，为

一九四九年的七倍。全县现有农业机械一万六千多马力，大中型拖拉机一百多台，手扶拖

拉机三百多台，汽车一百多辆。

解放前只有一条川滇公路横贯县境。解放后，新修建了赫镇(雄)赫恒(底)，七(里

店)兴(发)、田(田坝)大(大湾)、妈(姑)珠(市河)、妈(姑)可(乐)、野

(马川)古(达)等主要公路七条，区、社公路十三条，大中型桥梁三十五座。全县公路

总长四百九十多公里，九区一镇和百分之六十的乡通了汽车。

全县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也不断发展。解放前只有几所小学和一所初中，现在全县

有中学四所，公办小学一百一十七所，民办小学四百五十六所I影剧场院十个’有医疗机

构一百一十八个，医务人员七百多人，病床六百多张，医疗设备不断增加I有县文化馆、

县体育场、县电视差转台等文化体育设施，群众文化生活逐步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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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章历史悠久，有丰富的民族文化古物。可乐古墓群、可乐古代居住遗

墓群， 已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窝蔚摩岩“威服仁怀”的题字、

“孤耳岩碑"等，已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达出土的“碗I：I筒”古炮，均有较

高的文化价值，以则河，哲庄坝，财神堂等处红军战斗遗址，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材

料。

JkZl年八月，中共赫章县委、县政府作出了“发挥综合优势，抓好农业，大上工

流通，全面发展’’的新决策，正带领全县各族人民，以勇于开拓、锐意改革、破

险中取胜的胆量和魄力，致力于振兴赫章经济，为尽快摆脱干人地位，提前实现

大提出的宏伟目标而奋勇拼搏。



名胜古迹条目

可乐古墓群文物保护区(Ke Le Gtl mfi qan W印Wa bao ha qn)位于

赫章县城西北75公里处，在可乐镇境内，可乐古墓分布在水营、桥边，柳家沟，陆家坪等

12处。1970年，当地农民耕地，暴露了古墓葬一座。贵州省博物馆、赫章县文化馆共同进

行清理，获古代器物两百余件，1976--1980年，贵州省博物馆、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毕

节地区文物干部训练班、赫章县文化馆等单位，对可乐古墓群进行大规模的发掘，共发掘出

春秋战国至汉代，即公元前403年一公元23年的古墓二百四十余座，出土文物约计两千余

件。这些文物有新石器时代的石斧，石凿、夹沙陶罐，汉代的光镜、照明镜、铁刀剑，五

铢及大泉五古币等，1984年在北京展出的就有好多种。可乐古墓群对研究古夜郎国族属范

围，以及中原文化、西南文化的联系等问题，都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实物史料。1982年定为

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辅处汉墓群文物保护区(Ba Chd hSn ma qfin Wen Wn bao ha qn)位

于赫章可乐区辅处乡小河寨，罗戈寨，潘水寨等六处，距县城97公里。1958年挖水渠时，

出土了珍贵的汉代铜鼓一面。1978年9月一1979年7月，贵州省博物馆，赫章县文化馆联

合调查。初步确定了辅处古墓葬的年代和范围。根据出土文物的特征，应为战国至汉代，

即公元前476年一公元220年的器物。出土器物的造型、纹饰；都明显地具有中原文化的特

点和本地土著民族文化的特点。辅处古墓群的发现，对于研究西汉时期黔西北的族属关

系，研究古夜郎候(国)与中原文化的关系，提供了可贵的实物史料。1982年，辅处汉墓

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土城(Ta cheng)位于赫章城南一公里处，为赫章古城遗址。明洪武十五年，征南

将军颖川候傅友德征服乌撒，筑土城方圆里许，有东南西北四门，属威宁州辖，设黑章分

防右哨二司，委把总官一员，统兵六十名镇守，并“设驿站，递运所"，沧海桑田，城基

已废，辟为农田，现名土城坪子，为青山乡土城村民组。

哲庄坝(Zhe Zhu6ng ba)位于赫章西北，离县城45公里，与云南镇雄县交界。是

革命烈士席大明出生地。1936年3月，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在J比伏击国民党军万跃

煌、李觉，郭汝栋等纵队，是乌蒙山区迥旋战中一有名的战役。该战役兵分三路：第一路

由巴基山梁子至三钻庄、坪子坟，第二路由巴基到哲庄坝，直取黄家营盘，第三路从大屋

基梁子至桃园丫口，经过一天的激战，歼敌一个营，俘敌四百余人，缴获轻重机枪三十余

挺、步枪四百余支。敌纵队司令万跃煌亲率十三师，遭红军打击后，伤亡惨重，万跃煌狼狈

不堪，化装逃跑，战斗结束，红军胜利进入镇雄牛场、猫场、转入威宁。哲庄坝现为乡政

府住地，亦是赫一一镇公路要塞，交通便利，市场繁荣，旧貌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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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则河(YI Ze he)距赫章县城一百余公里，处于法冲、舍虎梁子之间，是红

军长征史上有名的以则河战役之地。1936年3月，红军二、六军团分三路在恒底汇合，进

入云南奎香、寸田坝一带。红四师、红十六师、红十七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于三月八

日，在以则河伏击敌军樊松甫纵队第二十八师。这次伏击战，击毙敌纵队指挥官兼七十九师

师长樊松甫，歼敌一个营(敌营长当场击毙)，俘敌三百余人，缴获长短步枪二百余支，

伏击战后，红军挥师恒底，奎香，进入威宁。解放后的以则河两岸，广大农民发挥红军不

怕远征难的光荣传统，向干旱、洪水灾害作斗争，逐年修筑河堤、库塘，取得了一定效

益。

万人坟(Wan ren fen) (古遗址)位于赫章野马川古驿道旁。明天启二年，水

(西)、宁(永宁)、乌(撤)反乱，野马川兵民三十二姓，躲避南冲洞中。安效良率兵

围攻不克，遂用火熏，悉毙洞中，无人殓埋。清康熙二十八年，威宁守备罗金肤因公到

此，与部属亲临视之，白骨成堆，目不忍睹，乃商之士人，约积五十金，殓尸骨埋于此，

镌碑以记。万人坟处己成良田好地，属野马川镇利河村丰平村民组。

窝射(Wo beng)彝语“滚鞍落马"之意。相传一土司骑马路经此地，不慎马惊

脱鞍落马，故名“俄补胗(彝语)。它位于赫章东南面，距县城52公里。 《贵州通志》

载s在喜鹊窝(地名)对面，即邓家岩洞的左侧，摩岩题字“威服仁怀"，书法苍劲，每

字约二平方公尺，岩刻横宽约十二公尺，不易捶拓。相传为明洪武年间(1368一一1398)
征南将军颖川候傅有德过此镌刻。现字迹仍显然在目。原附有小字若干，由于风化，辨认

不清。群山环抱千亩大坝。解放后，兴修农田水利．顺山筑堤，河水改道，土地平整、肥

沃，盛产包谷，油菜，水稻。现属窝尉乡政府所在地。

七星关(Qi Xing guetn)位于赫章县江南乡与毕节县杨家湾乡的界河上(六冲河

上游)，距赫章县城38公里。相传蜀汉诸葛武候(诸葛亮)南征过此，见靠江南乡对岸的

群峰如七星罗列。在此祀祭，七星之名即始于此。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建关隘

日“黔服雄关"，又名“汉诸葛武候祀七星处万。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七星桥，始

建于明永乐年间(公元1403—1424年)，初以铁索挽舟济渡，弘治年间(th元1488q1505

年)，改建木桥。嘉靖年间(1522n1566年)，改建石桥，后冲毁。清顺治十六年(公元

1659年，总督卞三元兴复，三年后又毁，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巡抚罗锦会又重建I

康熙二十七年(Jh元1688年)水涨桥毁；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威宁总兵唐希顺又

建木桥，康熙五十四年(Jh元1715年)，又被冲毁，乾隆九年(／h元1744年)百姓捐款修

建木桥，于四桥墩之下方，增建石亭于桥上，以护木桥，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五月又

冲毁，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毕节知县董朱英复修桥于原桥墩之下方，建房十四间

于桥上，桥头又建一坊I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5年)。董朱英重修旧桥墩，谓之“锁

水黟，二桥墩各建一亭日“锁水亭"。一百余年后古建筑相继毁去，唯两桥墩犹存。民国

三十年(th元1941年)修川滇公路时，筑石墩木桥，新中国十七年(公元1966年)改修双

曲拱石桥，是重点保护的交通要塞。一九三六年春，红二方面军长征经过这里，与地主保

安团激战，政治部主任夏曦在此过河时牺牲。

】0



右板(Shl ban)位于赫章城东南48公里处，因有一块光滑平整的大石板而得名．’

现为古达区石板河乡政府所在地。此地在古代时，曾筑有一条通往水城方向的驿道。在翁

坝大队(旧驿道)立有彝文“孤耳岩碑"和汉文的“其巨知矢"的石碑。记载了清乾隆二

十二年(公元1757年)间，彝、汉等族人民团结和睦，共同集资筑驿道的史实。彝文“孤

耳岩碑’’的碑名，用汉字横向书刻。这对研究彝族文字和云贵高原古代交通运输史均有重

大价值。此碑已定为县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

葛布(G6 bn)彝语译音，意不详。原为朱歪土目狩猎之地，荒凉的苗族村寨，位

于赫章县城西86公里处。1904年(清光绪年间)，英传教士党居仁由安顺来此建立基督教

堂，为西黔地区最早的内地会总堂，直接与上海差会联系，1905年，创办志华小学，1917

年，英传教士裴中谦接办，建造洋房，设福音诊所；1938年，美传教士刘谷森来此创办圣

经寺校，1942年，盲人教徒张信忠由昆明来此办瞽(gn)目学校(1954年并入安顺盲

校)。继党，裴之后，有岳克敏(英国人)、刘谷森(美国人)，罗伟德、卫理达，艾文

师，计鲍慈(均为澳大利亚人)，陆续住此传教。1953年，根据民族杂居及历史条件，建

立民族乡，现办有民族小学。

结构(Ji6 goa)位于赫章县城西北62公里处。“结构’’为彝语“姐"(浊鼻音)，

“沟’’(浊音)。境内东边山垭有一岩石，形似花箱，故名，意即花箱上方之意。彝、

汉，苗族杂居，彝族占5l％。1908年，英传教士党居仁来此设立基督教堂，1920年，贝尔

克(an拿大人)接办，建造洋房，开办学校，设医务室、邮政代办所。继而设立总堂，统

治彝区教会，直接与上海差会联系。先后有文道成(加拿大人)、戴乐安(新西南人)住

此传教：1953年，建立民族乡。现办有民族小学、民族医院，境内煤炭蕴藏量丰富。

洗菜河(XI Cai He)位于赫章城南14公里之半山，有--d,溪，乡人取名洗菜河。

古为鸟撒土司东北军事要塞之一，设一土目驻兵把守。明崇祯时，土司禄其爵与安边争

印，互相仇杀，安逃避于此。周围铅锌矿藏丰富，明清时代，罅沙，阿都、羊角、黑皮等

地厂矿曾兴盛一时。相传在洗菜河东二公里许，另设一厂，熔铅锌提银，故有“铸(方言

dOo)钱坝力之名。后讹为“稻田坝"。1953年建乡人民政府于此，名为田坝乡，一九八

二年地名普查时因重名，更名洗菜河乡，现为乡政府驻地。境内汉，彝，苗等民族杂居。

赫，水公路经此，到大湾与铁路连接。

乌木铺(Wn mn pa)距赫章县城13公里。史志记载为“乌蒙铺’’，由县城东行旧

驿道，入峡谷，两岩对峙，形势险要，明代称乌蒙山，原设有城门。出岩口为一小田坝，

原有白果树二株，似烟雾密集。据毕节县志载s明洪武十五年，设乌蒙卫于乌蒙境，次年

迁毕节，废乌蒙在城西百四十里，即指此。1916年，梁玉顺率农民起义军聚于羹莱坪，

率军攻打毕节^至此被周西成截击溃。现为野马川乡乌木村·

平山堡(ping Shaa pa)属野马川区，位于赫章城东30公里处。现为平山堡乡政

府所在地。“堡一意为“栈”。“古代要道’’脚力运输到此住栈。而栈设置于半山腰较

平坦的地方，故得名“平山堡"。1936年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经过平山，与地主

武装头目朱益斋保安团激战一天，烧毁敌人碉堡，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至今还在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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