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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志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是时代赋

‘予我们的职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现了盛世修志的新局面。在全

国修志热潮中，《万山特区志》付印出版了，这是全区人民的一件大喜事。我

们为完成这一有益当代、惠及后人的精神文明建设的巨大工程而感到由衷

的喜悦，并对为完成这一巨志而付出辛勤劳动的同志们表示衷心地感谢。

．·’ 《万山特区志》是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编纂的社会主义新方志，它

． 填补了万山史无方志的空白。全志80余万字，实事求是地记述万山自然、社

会的历史和现状，突出中国汞都——万山的特点，体现时代精神，展现时代

面貌。书中既记述成就与经验，也直书失误和教训。是“资治、教化、存史"的

百科全书，是开发万山、建设万山决策的科学依据，是国内外友人和海外华

侨了解万山、认识中国汞都、投资经营的可靠资料，是档案、图书部门收藏和

科研工作者的工具书，是保存地方文献资料的宝库。

充分发挥志书的功能，以史为鉴，继往开来，是修志的目的。让我们在党

的基本路线指引下，抓住机遇，团结奋斗，加快改革步伐，振兴万山经济，沿

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攀登新高峰，谱写新篇章!

中共万山特区委书记 邓应明

万山特区人民政府区长 饶正海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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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山，处于中国汞矿资源的最富集地带，其储量和产量历居国内之首，

亚洲之冠，列世界前茅。古代就有人类在万山生息劳动，繁衍后代，创建家

园。在历史的长河中，各族人民历经沧桑，用自己的劳动与智慧。创造了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谱写了光辉史篇。《万山特区志》为人民群众的伟大功绩树

立了丰碑。

《万山特区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运

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广集资料，贯通古今，横列百

科，纵述历史，系统地、实事求是地记述了万山社会与自然的历史及现状，反

映了万山的自然风貌和经济、政治、军事、文化、风物、生活习俗等各个领域

的兴衰变迁，直书了成功与失误的经验教训。是全面系统的地情资料书，也

是进行地情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家乡教育的乡土教材。它必将充分发挥

“资治、教化、存史’’的本来功能，成为开发万山、建设万山决策的重要科学依

据和保存地方文献资料的宝库。

为承修本志，1984年5月成立万山特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及办公室，

开展编纂工作。由于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各部f-j的大力支持，有关专家的

精心指导，编纂人员的着意耕耘，经过8年的辛勤劳动，三易其稿，终于成书

L'n-J世，填补了万山历史的修志空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谨向为修志而呕

心沥血、日夜操劳以及为该志出版发行作出贡献的同志们致以衷心的谢意!

万山特区副区长 张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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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万山特区自然和社会

的历史与现状。

二、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体裁记述史实，大事记按编年体编写志横排竖写，以时

为薄。

三、上限时间以有史料为始，不谋划一，下限至公元1990年12月底止。

四、以1949年11月16日万山解放为界，在此之前称解放前，此后称解放后。1949年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纪年按各历史时期的称谓书写，用括号加注公元纪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纪年一律用公元纪年。

五、由于万山是工矿特区，素有中国的汞都之誉，故将汞工业列在其它工业和农业之

前，并在地理篇后又专设地质矿产勘探及矿产资源管理篇。

六、万山有史以来，行政区划多变，隶属关系复杂。元明清三代分属3个土司，民国时

期为省溪县，辖地时大时小。为反映历史原貌，土司、省溪县按当时辖境史实记述。

七、本志所用数据，以特区统计局的数字为准；统计部门没有的数字，则用业务部门的

统计数字。

八、1949年10月1日前的货币和度量衡按当时的名称单位书写，1 949年10月1日

后一律按现行人民币及公制度量衡单位记述。1955年3月1日前使用的旧人民币，已按1

万元折成新人民币l元入志。

九、古地名按当时的称谓书写，今地名以1982年地名普查后的标准名称书写，同一地

方古今地名不同时，在古地名后注明今地名。

十、资料主要来自各级档案馆、图书馆，还有部分调查资料和口碑资料，引用时，除重

大问题外，概不注明出处。

十一、按“生不立传”之通则，立传人物只载有影响的已故人物；一般获烈士称号者列

入烈士英名录。受省级以上单位表彰的健在者，列入先进模范人物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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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山特区位于贵州东部，地处云贵高原向湘西丘陵过渡的武陵山区。东南与湖南省芷

江、新晃侗族自治县毗连，西界玉屏侗族自治县，北接铜仁市。东西宽26公里，南北长22

公里，总面积338平方公里，合50．7万亩，占贵州省总面积的0．19％。耕地面积3．8万

亩，农民人均耕地0．8亩，森林覆盖率17％。屹立于锦江与沅水间的万山，属黔东低山丘

陵河谷地貌，地势东低西高中部隆起，以平均海拔858米的万山镇为中心向四周降低。东

部山峦起伏，沟壑纵横，溪河密布；西部相对高差小，地势较开阔平缓。全区山地占68％，

丘陵21％，河谷盆地仅11％。海拔最高为米公山顶峰1149米，最低是下溪河出口处270

米。河流顺地势由中部向东南西北四面分流，下溪、敖寨河汇合锦江，高楼坪、黄道河注入

沅水，河网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0．27公里，年径流总量2．22亿立方米。水域占总面积的

0．87％，水能可开发量2683千瓦，已开发188千瓦。万山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年均

气温13．4摄氏度，降水量1300毫米左右，无霜期275天。地貌多样，水热同季，适宜多种

生物繁衍生长，生物资源丰富。

(二)

万山，地质成矿条件良好，矿产资源丰富。已探明的有汞、钾、锰、钒、钼、铀、铜、锌、铅、

硒、磷、重晶石、大理石、陶土、稀土等20多个矿种。其中钾矿达10亿吨以上。久负盛名的

汞(水银)，在储量和产量上都居国内之首，亚洲之冠，列世界前茅，素有中国汞都之称。

汞矿化地质层位多，主要富集于中下寒武统地层的碳酸盐岩中，已探明的汞矿床12

个，汞金属储量4万吨。1990年有色地质一总队在南区深部又发现新矿床。万山汞矿物朱

砂，又称辰砂，散生水晶石中，红白绚映，艳丽夺目，有比重大，色泽鲜红，半透明亮，金刚光

泽的特点。古代万山所产的“光明砂”、水银列入贡品，为皇室所贵，官方注目，商贾争求。辰

砂，有安神、定惊之药效，乃中医常用的地道药材。1980年6月，贵州汞矿岩屋坪分矿采获

的朱砂王，净重237克，为世界罕见，现珍藏于北京地质博物馆。贵州汞矿用朱宝砂制成的

一件工艺品，北京首饰公司以6．7万元人民币购藏。开采朱砂，冶炼水银，是中国矿业中最

华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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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行业之一。相传秦时就有人在万山采矿，汉代已闻名国内。唐宋时即掌握了以火攻

取的生产技术，并载入史册。明初，在万山设鳌寨苏葛棒坑朱砂场局和大崖土黄坑水银朱

砂场局。《明史》载：太祖时“惟贵州大万山司有水银朱砂场局”。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英法帝国主义在万山城西郊滑石坡设英法水银公司，开采10年，掠夺水银700多吨，

获利银元400余万，运走朱砂无数，欧美一些博物馆藏有万山产出的朱砂标本。民国时期，

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在万山设矿务局，开采万山场、岩屋坪、大硐喇、茉莉坪等汞矿。从民

国27年到35年(1938至1946年)，8年间，生产水银、朱砂近干吨，汞品绝大部份销往美

国。民国35年(1946年)9月，资源委员会汞业管理处将其在万山的资产及矿权让给玉屏

益民股份有限公司，同时将岩屋坪、大硐喇的矿权转让给黔东民生股份有限公司。万山汞

矿开采早，极盛一时。1955年调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共开矿硐238个，地质人员

根据空场体积和品位测算，认为从明初朱砂水银场局到1949年万山解放的580余年间，

产汞量共0．8万吨左右。解放前夕，年产汞量不过五六吨，矿区已百孔千疮，满目疮痍。

根据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五兵团警卫二团二营派第四连于

1949年11月进驻万山，保护汞矿，恢复生产。1950年10月19日，铜仁专署接管益民股份

有股公司，成立公私合营万山汞矿公司，1952年5月1日过渡为国营贵州汞矿。接管时，

全部财物估价为人民币4072元，留下不到970平方米的破旧房屋37问，职员21人，工人

441名。近40年来，国家以近亿元的投资，把万山建成国内最大的汞系列产品生产基地，

现有职工5000余人，有现代化设备和厂房，有年产汞上千吨的生产能力。主要产品有“银

河牌”汞、“红菱牌”朱砂、氯化汞、氧化汞、钛汞齐、汞触媒、人造朱砂等汞系列产品。“银河

牌”汞和“红菱牌”朱砂两度获国家银质奖和贵州省优质产品证书，汞驰名五洲四海，畅销

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国际市场享有免检之誉。40年间，贵州汞矿共产汞1．84万吨，朱砂

0．154万吨，总产值6．2亿元。现为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的大型企业。

万山，古称大万山，以山得名。元初始以行政区划之名载入史册。

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置大万山苏葛办等处军民长官司、施溪漾头长官司、黄道溪

野鸡坪等处蛮夷长官司，同属于湖广行省思州宣慰司。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思州分为

思州、思南两部，万山司属思南宣慰司，黄道司、施溪司属思州宣慰司。明洪武二十五年

(1392年)，以务程龙鳌坪岳溪、都坪二蛮夷长官司并入黄道司，迁治武陵坪(今黄道侗族

乡平溪寨街上)。永乐十一年(1413年)，废思州、思南宣慰司，设八府。万山司属铜仁府，黄

道司、施溪司属思州府，均隶属贵州布政使司。清光绪六年(1880年)，移省溪司(今江口

县)吏目驻大万山，治所从万山司(今高楼坪侗族乡万山司)迁至万山城上街(今万山镇解

放街)，从此万山又名省溪。民国2年(1913年)8月，设省溪县，县公署驻万山城上街。拨

铜仁府的万山司、鳌寨、瓮慢、瓮背等处，思州府的亚鱼、黄道司、施溪漾头司、马脚岩、大硐

喇等处，玉屏县的田螟坪、高楼坪场，青溪县的汤家屯、野猪塘等处归省溪县管辖。纵36公 ，ifi{|；{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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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横60公里，总面积1934平方公里。6265户，4．23万人。民国30年(1941年)2月，撤

省溪县，将漾头司、鳌寨、岩屋坪、鱿鱼铺等处划属铜仁县，万山、高楼坪、黄道、下溪、田坝

坪等处划属玉屏县。玉屏县设万山乡管辖万山、高楼坪等处9个保，设黄道乡管辖黄道、下

溪等处11个保，直至1949年国民政府崩溃。

1949年11月16日解放万山，建立玉屏县第六区人民政府，后改称万山区公所。随着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为开发丰富的汞矿资源，从五十至六十年代初，万山逐步发展

成为有贵州汞矿、冶金地质一队、贵州冶金建设工程公司和第十九井巷公司等4个中央和

省属县级工矿企业单位。根据发展的需要，按照“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

活”的精神，1966年1月8日．，贵州省人民政府和冶金部提请国务院审批，成立万山矿区

人民政府。同年2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设万山特区。5月1日成立特区人民委

员会，驻万山城解放街。1968年9月24日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撤销万山特区。1970年8月

8日，国务院行文恢复万山特区。先后从玉屏县划出万山、高楼坪、黄道、下溪，从铜仁县划

出敖寨、瓮背等区域归万山特区管辖。1990年末，特区辖万山镇和高楼坪、黄道、下溪、敖

寨等4个侗族乡、43个村民委员会和4个居民委员会，16239户，62284人，人口密度为每

平方公里184人。境内驻有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所属的大型企业贵州汞矿和有色地

质局所属的地质一总队。万山为工矿特区，属于县级行政区，隶属贵州省铜仁地区。

(四)

万山古时属“南蛮”、“荆蛮”、“武陵蛮”、“五溪蛮”地区，史称“蛮夷”、“土司苗寨”。以后

随着社会的变迁和汞工业的发展等多种原因，逐步形成多民族杂居区。境内各民族长期相

处，互相影响融合，在语言、服饰、宗教信仰、节日禁忌和风俗习惯等方面大同小异，除保留

个别民族特征外，已趋于一致。1982年，特区人民政府根据国家民委文件精神，进行民族

识别，按照民族意识与意愿，恢复族称。到1984年，由汉族恢复更正为侗、苗、土家、回族的

达17419人。同年12月6日，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万山特区高楼坪、黄道、下溪、敖寨

等4个侗族乡，万山特区为享受少数民族自治县待遇的特区。1990年7月，特区第四次人

口普查结果，全区有汉、侗、苗、回、土家、布依、仡佬、壮、瑶、彝、水、满、白、羌、蒙古、纳西、

毛难等17个民族，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69．8％。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并肩劳动，依靠自己

的双手与智慧，开发万山，建设万山。

万山各族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曾多次举旗起事，前仆后继，出现过许多英勇的

斗争。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万山民众得知英法侵略者要霸占万山汞矿时，相约盟

誓，聚众阻止侵略者入境。后由于铜仁总兵指使省溪吏目弹压，英法侵略者才得强入万山。

此后，反抗不断。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万山民众在张家垮举旗起事，收回了大硐小硐，

准备将侵略者赶出去，后因铜仁知府派兵弹压，斗争被压下去。这是贵州历史上最早的矿

工反帝斗争。万山各族人民的反帝斗争，使侵略者胆颤心惊。1903年5月25日，英国外交 。

主事人柏兰在伦敦举行的英法合办贵州水银等矿有限公司第四次会议上说，“昔拳匪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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炽，荒民群聚，欲取文(万)山，厂之所有毁之”，“追思往事，实为可惧。”柏兰的自供状，也透

露出万山各族人民反帝爱国的民族气慨。在万山民众强烈反抗和全国人民要求收回路矿

权的压力下，英法水银公司于1908年撤离万山。

1936年，贺龙、任弼时等率领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重返黔东，工农群众箪食壶浆

迎接红军，省溪县有5人参加红军。国民党反动派调兵遣将堵截红军。后因情况变化，红

军离开湘黔边区，继续长征。红军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从1939年到1949年，万山工农群众

曾先后举行4次大罢工，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万山有数以百计

的儿女参加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和对越自卫还击的战斗，涌现出一批

又一批英烈。在抗日战争前线阵亡的将士有30多人，抗美援朝中在朝鲜战场英勇牺牲的

烈士14名。对越自卫还击中为国献身的烈士6名。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外籍在省溪县境

内光荣牺牲的有红六军团十六师四十七团参谋长朱世伯等4位红军烈士，在解放万山和

清剿土匪中英勇牺牲的有8位烈士。革命先驱用鲜血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光辉史篇。

(五)

1966年，万山特区刚建立，就遇上“文化大革命”，遭受严重的挫折，延误了经济建设

的进程。从1966到1976年的10年间，社会总产值和国民生产总值仅增0．2倍，工农业总

产值增0．4倍。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万山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从1980

到1990年‘的10年间，社会总产值增长0．6倍，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2倍，国民收入增长

1．3倍，工农业总产值增长0．7倍。1990年社会总产值达9043万元，国民生产总值6040

万元，国民收入4680万元，工农业总产值8029万元(增长比例为1980年不变价，产值为

现价)，人均产值1289元。

农业，由自然经济逐步向商品经济转化。1952年在完成土地改革的基础上，把小农经

济改造成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到1965年，农业总产值由

1949年的234万元，上升到1701万元。粮食产量由总产6586吨、亩产161公斤，上升到

总产8594吨、亩产240公斤。油菜籽总产由129吨上升到149吨。从1979年起，特区党

委和政府认真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调整农业结构，推行以家庭为主体的联产承包责任

制，实行科学种田，促进农村的自给经济向商品生产发展。到1990年，按1980年不变价，

农业总产值1529万元，粮食总产14231吨，油菜籽863吨，粮油生产均创历史最好水平。

1949年工业总产值仅29万元。解放后，汞工业迅速发展，逐步形成以汞工业为主体

的采矿、冶炼、地勘、化工、轻工、建材、食品等工业。1965年工业总产值达1396万元，为

1949年的48倍。其中地方工业产值13万元。八十年代，地方工业发展加快，兴办了冶炼、

酿酒、酱菜、食品加工、电力、铁合金、玻璃制品等地方国营工厂。乡镇工业于五十年代后期

开始兴办，八十年代项目逐步增多。到1990年，全区有中央和地方工业企业38个，职工

5539人，固定资产7777万元，按1980年不变价，工业总产值为3273万元，其中地方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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