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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序
文玉强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地理志》的面世，是我县修志工作取得的一大成果，是文化战线上

的一件大喜事。

编史修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编修新地方志，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工作。

江泽民总书记曾经指出：“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

文化建设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十多年来，

按照中央、省、地部署，在县委、政府的领导下，经过修志工作者的辛勤努力，全县编纂各级

志书(稿)数十部，极大地丰富了我县历史文化宝库。地方志工作是一项长期的连续的系

统工程，修志是各级领导应尽的职责。我们要进一步提高对修志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一如

既往地重视修志工作，以编修出更多反映我县地情的志书。

知古而鉴今，习史以明志。志书是地情书，能为各级领导干部研究地方情况、科学决

策和指导工作提供历史借鉴，起资政作用；志书是国情教育的乡土教材，能使广大群众增

强爱国、爱家乡的思想，起教育作用；志书是传世之作，能将所载史料流传千古，垂鉴后世，

起存史作用。修志的目的在于应用，我们要采取多种形式，通过各种渠道广为宣传，推动

全社会读志用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把读志用志、掌握地情同地方建设、各项工作

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志书的作用，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地理志>，为研究沿河地情提供了较为全面、系统、科学、翔实的资

料，为开发沿河、建设沿河提供了借鉴。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我期待这部志书

为加快沿河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着积极的作用。

(本序作者为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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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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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河位于贵州省东北角，乌江下游，扼黔渝要冲，近邻湘鄂，地处三省一市通衢地，为

黔东北门户。县内山清水秀，气候宜人，资源丰富，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是乌江之滨一颗

璀璨的明珠。 。

．沿河是个美丽富饶而又待开发的地方。要抓住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大好机遇

开发沿河、建设沿河，首先要认识沿河的地理环境。只有认识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

地理环境，才能摸清摸准地情，从客观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发挥优

势。加快区域开发和建设步伐。《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地理志》是我们认识、了解沿河地理环

境的专志。这部志书，通观全境，见沿河一方地理之全貌，突出了地域特点和区位优势，是

一部全面、系统地记载我县人文、自然的历史与现状的地情书。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地理志》是由县人民政府组织编纂的一部专业志。按照县人民政

府的安排，县志办从2001年5月至2002年lo月，广搜博采，反复考证，数易其稿，用一年

半时间编纂成书付印。全志分人文地理、自然地理两篇。有12章57节．计36万余字、40

幅图。人文地理包括建置沿革、乡镇概况、区域经济、区域社会文化，自然地理包括地质地

貌、矿藏、气候、水文、土壤、生物、自然风景等内容。该志书资料翔实，内容丰富，文、表、图

并茂，是一部集沿河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研究之大成的综合性志书，是我县修志工作取得

的重大成果，其功在当代，惠及后世。
’

一

粼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地理志》付梓问世之机。我向为这部志书付出辛勤劳动的修志
工作者和支持这项工作的所有单位和各界人士表示深切的感谢，并作序以表祝贺。

(本序作者为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副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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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例

一、本志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

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尊重历史、尊重客观实际、实事求是的原

则，力求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二、本志编纂采用述、志、图、表等体裁。设总述和人文地理、自然地理两篇。在章节

中，以上体裁择宜并用。视情况，在章节末设附记，记载正文未记的事物或事件。

三、本志断限，上限根据资料尽力上溯，下限断至2000年。

四、本志人文地理篇，章节编排重点突出县域特点。区域经济，主要记述农业、工业、

交通业，区域社会文化，主要记述人口、土家民俗、土家文艺、文物古迹等。

五、本志自然地理篇，主要采用县第二次土壤普查、县细线条农业区划资料，相应补充

历年研究成果，加以完善。

六、本志行文，除引用的历史文献原文外，一律采用语体文。

七、本志经济社会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部门法定数据，有的采用有关部门调查统

计数据。

八、本志图表，插入相应章节。表格按篇章为单位编排表号，表中“⋯”符号表示已发

生而缺资料，“一”符号表示未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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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位于贵州省东北角、铜仁地区北部、乌江下游，与重庆市交界，近

邻湘鄂。地跨东经108003 749"。108。37’53”．北纬28012745”．29005’23”，南北长98．28千米，

东西宽53千米，北部、东部与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接

壤，南部、西部与省内松桃苗族自治县、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德江县、务川仡佬族苗族

自治县相连。行政区域总面积2468．8平方千米，占全省总面积的1．4％，占全区总面积

的13．7％。全县区划为和平、沙子、谯家、淇滩、夹石、官舟、土地坳、思渠、洪渡、客田lO个

镇，黑水、黑獭、中界、晓景、甘溪、板场、泉坝、中寨、黄土、新景、塘坝、后坪12个乡，辖60

个办事处、432个行政村、18个居委会，4045个村民组。2000年总人口542740人，其中农

业人口510140人，占93．99％；少数民族人口264752人，占48．78％。

县域处在贵州省高原向湘西丘陵和四川盆地过渡的东北边缘斜坡，大娄山脉与武陵

山脉交错地带，乌江由南至北纵贯全境，地势西北部和东南部高，中部低，由西北、东南向

中部乌江河谷倾斜。最高点在县西北困龙山驾鹰岩，海拔1462米，最低点在县东北小旁

滩乌江出省界处，海拔225米。出露地层主要有寒武系上、中、下统，奥陶系上、中、下统，

志留系中上、下统，二迭系上、下统，三迭系中、下统，震且系地层有微量出露，第三系、第四

系地层为零星出露。地质构造属新华夏系构造，构造线多呈北北东向。地表岩石均为沉

积岩，以碳酸盐岩为主，碎屑岩次之。地貌以低中山、低山山地为主，相间分布着丘陵、山

原、盆地、台地等。总面积中，山地占69．9％、丘陵占27％、坝地占3．1％，岩溶区占

72．5％、非岩溶区占27．5％。为强烈岩溶化山区。

气候为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年均温13一18℃，年降水量1050—1200毫米，年日

照1100。1400小时。四季分明，冬暖、春早、夏长，热量丰富，降水充沛，多云寡日照。光

热水资源多集中分布在夏季时段，水热同期，光温同步，组合较佳。但夏旱、低温、暴雨、冰

雹等灾害性天气发生频繁。河流属长江流域乌江水系。县内汇集乌江及其支流洪渡河、

暗溪河、白泥河、坝坨河、后溪河等26条河流，河道总长548．7千米。河流源远流长，河谷

深切，滩多流急，径流丰富，比降大，落差集中，蕴藏丰富的水资源和水力资源。土壤地带

属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黄壤带，有黄壤、黄棕壤、石灰土、水稻土、紫色土、潮土6个土类，

17个亚类，38个土属，80个土种。类型多样，呈带状或相互呈复区分布于全县各地。
县内生物、水、水力、矿产等自然资源丰富。野生植物中有维管束植物594种，国家保

护的珍贵稀有植物有珙桐、银杏、南方红豆杉、苏铁蕨等20多种。野生动物中有脊椎动物

309种。国家保护珍贵稀有动物有黑叶猴、豹、苏门羚、斑羚、白冠长尾雉等近30种。多年

平均地表水总量17．728亿立方米，地下水动储量3．734亿立方米，水能理论蕴藏量109．18

万千瓦。可开发量104．07万千瓦，年发电量40．05亿千瓦时。可装机1000千瓦以上的电

卜Z，／∥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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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有坝坨河的蛟坝、红石塘，后溪河的官坝，沙子河的沙底沟，官舟河的沙底沟，暗溪河的

凉风岩、三角水、陈家、毛栗子、万家坝，洪渡河的两河口，塘坝河的王二坳，兰字河的两河

口，小鱼溪河的桐梓坨、瓦房湾、长旗坝等处，县城南面8千米处的淇滩镇沙坨规划装机

100万千瓦、年发电量38．8亿千瓦时的水电站，是乌江干流梯级开发的电站之一。矿藏有

20多种，煤储量I亿吨、萤石储量150万吨、铅锌矿储量153万吨，石灰石、白云石、陶土各

地皆有，很多矿藏储量丰富，品位高，开采价值大。

自然风景资源有山石景、峡谷景、溶洞景、水景、植物景等。著名的有乌江山峡、麻阳

河黑叶猴自然保护区、困龙山、龙头岩、一口刀、猫山、珠瑙岩、高锡峰、钜齿山、朱家洞、萤

火洞、官舟水库、峡门El水库、高穴温塘、王坨温泉等，景观奇特，风景引入入胜。乌江山峡

从南至北由夹石、黎志、银童、土坨、王坨5个峡段组成，北接重庆市乌江峡谷，南邻梵净山

自然保护区，风光自然清新、奇特壮观、古朴多姿，是长江三峡一乌江山峡一梵净山一张家

界旅游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待开发的旅游胜地。县西北麻阳河黑叶猴自然保护区，物

种丰富，国家保护的珍稀动植物有40多种，其中一级保护动物黑叶猴有67群630只，区

内自然风光绮丽壮观，有老鹰岩、岩头关、石牌、凉桥等景点，具有很高的科学考察和旅游

开发价值。

受乌江之惠，开发较早。今县域，春秋属巴国(巴南疆)；战国属楚(楚西南)，曾～度入

秦；秦属黔中郡(包括今贵州沿河至榕江以东地区)；西汉属涪陵县，东汉属永宁县。蜀汉

于县地置汉复县，北部属汉复县，南部属万宁县，晋沿袭；北周于县地置费州，南部属费州，

北部属黔州；隋于县地置务川县；唐于县地置洪杜县和思州，北部属洪杜县，南部属务川

县，五代沿袭；宋属务川县。元析务川县南部置沿河祜溪长官司，北部仍属务川县，明、清

沿袭。民国3年(1914年)置沿河县和后坪县；民国30年(1941年)裁后坪县，其东部并入

沿河县；民国31年(1942年)沿河、德江两县相互调整插花地，形成今县域；民国末县设区、

乡(镇)、保、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改保为村，改甲为组；1958年改乡镇为农村人民

公社、村为生产大队、组为生产队；1964年复改公社为乡(镇)、生产大队为村、生产队为村

民组；1986年改置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并于1987年11月23日正式设立；1993年撤区并乡

建镇，全县区划为lo个区级镇＼12个区级乡。

春秋巴国时，县域就“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战国秦由乌江水路夺楚黔中地，实行“耕

战”，秦统一中国后，后设郡，修五尺道，带来中原先进生产工具和技术，促进了农业和手工

业的发展。汉以后历代王朝鼓励移民屯田，农耕地不断扩展，农具加工、制陶等手工业也

得到发展。唐宋时期，兴修水利灌溉农田，发展油桐、生漆等经济林及相应的加工业，并疏

理乌江航道，乌江成为川盐入黔和贵州土产出川的重要运输通道。明清时期，开辟梯田梯

土，继续拓展农耕区，同时整治乌江航道，鼓励水路运输，乌江成为贵州通往长江沿岸广大

地区的交通要道。乌江航运业的发展，促进了农林牧商品农产品生产和手工业、商业、运

输业的发展，县内形成油桐、乌桕、山羊、黄牛、中蜂等生产基地及相应的加工业和贸易业。

民国时期。农林牧业和桐油、木油加工等手工业、乌江航运业已具规模。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经过数十年的建设，建立烤烟、花生、茶叶、柑桔、中药材、油桐、乌桕、山羊、黄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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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蜂等商品农产品基地，采矿、建材、电力、酿造、／JUT_等地方工业体系和以乌江航道、326

国道、411省道为主体的水陆交通运输网络。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多种多样的

方物土产。农产以水稻、玉米、黄豆、红薯、烤烟、油菜籽、花生为主，林产以木材、油桐、乌

桕、生漆、五倍子、干果为主，畜产以猪、牛、羊、鸡、鸭、鹅、蜂蜜为大宗，工业产品主要有煤、

水泥、铅锌、饮料酒、发电量、自来水等。土特产有山羊、油桐、乌桕、中蜂蜜、黄牛、生漆、五

倍子i柑桔、桑蚕、沙子空心李、青麻、魔芋、菊芋、武陵春富硒茶、谯家泡核桃、官舟磨盘柿、

烤烟、黄豆、中药材、藤器、贵州苦荞酒、桑椹花生等，山羊、桐麓(油桐、乌桕)、中蜂50年代

被誉为“沿河三大特色”，在国内享有盛名。沿河山羊以其板皮上乘、肉鲜美而名扬海内

外；油桐、乌桕产量名列前茅，桐油、桕油品质优良，行销省内外；中蜂蜜营养丰富，食药兼“、

用，备受欢迎。沙子空心李、武陵春富硒茶、谯家泡核桃、官舟磨盘柿、贵州苦荞酒、桑椹花

生、菊芋食品、魔芋食品、藤竹编织品，别具特色，远近闻名。

沿河历史悠久，古代曾是州县治地，又是贺龙率红三军开辟的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首

府所在地，历史古迹和革命文物众多。有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旧址、

苏联空军金角罗夫烈士墓、观音岩乌江洪峰摩崖石刻标记，有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军渡

纪念碑、川黔湘鄂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会址、岵瞻亭、龚渭清烈士纪念碑、席正铭先

生纪念碑、淇滩第四区革命委员会旧址、洪渡汉代陶窑、黄土解放军烈士纪念碑、后坪解放

军烈士纪念碑、甘溪田坝文昌塔等，有谯家、淇滩红军烈士墓，洪渡汉墓群，城子头、洪渡、

石马、荷叶坪等唐故城遗址，龙头岩、观音岩摩崖石刻等古迹。这些文物古迹，展现了沿河

悠久而光荣的历史。县域自古是土家民族聚居地，民族风情丰富多彩。过赶年、牛王节、

六月六等节庆，祭祀土王、敬奉祖先、笃信土老司等习俗，傩堂戏、摆手舞、民歌等文艺，针

织挑花刺绣、木石雕刻、藤竹编织等工艺，保持着鲜明的土家民族风格和特色。．

沿河处在三省一市通衢地，为黔东北门户，乌江要津。县内山川秀丽，气候温和，物产1

丰富，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是乌江之滨一颗璀璨的明珠。伴随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和重庆市大规模经济建设，将成为贵州对外开放的前沿和物资进出口的重要口岸，促进县

域资源开发，实现民族经济文化的振兴和繁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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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位于贵州省东北角、铜仁地区北部、乌江下游，周边与贵州省务

Jil、德江、印江、松桃和重庆市酉阳、彭水等县毗邻。扼黔渝要冲，近邻湘鄂，处在三省一市

通衢地，为黔东北门户、乌江要津。

沿河之名始于元代。其地春秋属巴国，战国属楚，秦属黔中郡，汉先属酉阳县、涪陵

县，后分属涪陵县和永宁县。蜀汉在县地置汉复县。此后历代王朝在县地乌江沿岸建县

。 置州。北周置费州，隋置务川县，唐置洪杜县和思州。宋代州县治移出沿河．其地属思州

羁縻州。元于县地南部置沿河桔溪长官司，至是北部属务川县，南部属沿河榷溪长官司，

历元、明、清三代。清末设沿河弹压委员、分治委员和后坪弹压，实行土流并治。民国3年

‘(1914年)置沿河县和后坪县。民国30年(1941年)撤后坪县，东部并入沿河县。民国31

年(1942年)，沿河、德江两县调整插花地，形成今县域，南北长98．28千米，东西宽53千

米，总面积2468．8平方千米。民国末，县下设区、乡(镇)、保、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改保为村、甲为组。1958年改乡镇为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村为生产大队、组为生产

队。1984年政社分设，复改公社为乡镇、生产大队为村、生产队为村民组。1987年11月
’

23日以县域设立沿河土家族自治县。1993年撤区并乡建镇，全县区划为lO个区级镇、12

个区级乡。

沿河地开发较早，春秋巴国时“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战国秦由乌江水路夺楚黔中

地，实行“耕战”，后设郡、修五尺道，带来中原地区先进生产工具和技术，促进了农业和手

工业的发展。汉及以后历代王朝，鼓励移民屯田，农耕地不断扩展，农业的发展，促进了陶

瓷业等手工业的发展。唐宋时期，兴修水利灌溉农田，发展油桐、生漆等经济林及相应的

加工业，疏理乌江航道，乌江成为川盐入黔和贵州土产出川的重要通道。明清时期，开辟

梯田梯土，继续拓展农耕区，整治乌江航道，鼓励水路运输，乌江成为贵州通往长江沿岸广

大地区的交通要道。乌江航运业的发展，促进了农林牧生产和手工业、商业、运输业的发

展，县地内形成油桐、乌桕、山羊、中蜂等一批特色农副土特产品基地。民国时期，农林牧

业，桐油、木油加工等手工业，乌江航运业初具规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数十年

的建设，建立烤烟、花生、茶叶、柑桔、中药材、油桐、乌桕、山羊、黄牛、中蜂等农林牧产品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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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采矿、建材、电力、酿造、加工业等地方工业体系和以乌江航道、326国道、411省道为主

体的水陆交通运输网络。

沿河是土家、苗、汉等多民族居住地。总人口54．5万人，其中土家、苗等少数民族人

口27．5万人。土家族是主体民族，是土著先民巴人的后裔，民俗文化深深打上巴文化烙

印。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土家民族与汉民族及其他民族密切交往．，巴文化与中原文化互

相交融，土家民俗有很大改变。而过赶年、牛王节、六月六等节庆，祭祀土王、敬奉祖先、笃

信土老司等习俗，傩堂戏、摆手舞等文艺，挑花刺绣、木石雕刻、竹藤编织等工艺。一直保持

着本民族固有的特征。与此同时，土家民族与苗、汉等民族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

遗留众多的历史古迹和革命文物。著名的有出土的西汉公母榫砖和宋代瓷器、唐思州和

洪杜县故城遗址、清代乌江洪峰石刻标记、苏联空军金角罗夫烈士墓、黔东特区革命委员

会旧址、红军渡纪念碑、红军烈士墓、解放军烈士纪念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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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沿河地，春秋属巴国南疆一部分。战国属楚，一度入秦。秦属黔中郡。西汉先属酉阳

县，后属涪陵县，东汉分属涪陵县和永宁县。蜀汉在县地置汉复县，沿河地分属汉复县和

万宁县。两晋南北朝沿河地没于蛮酋。北周于县地置费州，沿河地分属黔州和费州。隋

于县地置务川县，唐于县地置洪杜县和思州，至五代沿河地南部属务川县，北部属洪杜县。

宋代州县治移出沿河，将思州由经制州改为羁縻州，废洪杜县为镇并入彭水县，至是沿河

地南属务川县，北属彭水县。元代，将县北部洪杜镇领地拨入婺川县，于南部置沿河桔溪

长官司，沿河之名始见文献。沿河地北属务川县，南属沿河桔溪长官司，历元明清三代。

清末，在沿河桔溪长官司先后增设弹压委员、分治委员，在县北折婺川县地置后坪弹压，设

弹压委员管理，实行土流并治。民国3年(1914年)于县地置沿河县和后坪县。民国30年

(1941年)撤后坪县，东部并入沿河县，西部并入婺川县。民国31年(1942年)从德江拨入

旧香坝、五谷溪等地归沿河县，将县西南泉口寺等地划入德江县，形成今县域。南北长

98．28千米，东西宽53千米，总面积2468．8平方千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沿袭民国

县域。1986年国务院批准撤销沿河县。以其行政区域设置沿河土家族自治县。1987年儿

月23日成立沿河土家族自治县。
’

“，一

第一节 春秋战国至宋代建置

一、春秋战国时期建置

沿河地春秋时属巴国。《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载：夏殷时发源于武落钟离山(今湖

北长阳县西北)的巴部族，逐步向川东扩展，其地称为巴方，武王克殷封为子国，即巴子国。

《华阳国志·巴志》云：巴国“其地东至鱼腹，西至燹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巴子国时，虽

都江州，或治垫江，或治平都，后治阆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鱼腹即今奉节；焚道即今宜

宾；汉中即今汉中市；黔涪即黔中和涪陵水(乌江下游)流域，包括今黔东北、渝东南、湘西、

鄂西等地区；都城先后在重庆、合川、丰都、阆中，先王陵墓在涪陵附近。沿河地处黔东北

边陲，与渝东南酉阳、彭水等县毗邻，距涪陵244千米，其地春秋属巴国，是巴国南疆的一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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