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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区幼儿园



南矿二号竖井与南选厂

正在建进中的湿法冶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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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矿山交通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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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矿山矿务局锑志办公室负责同志：

锡矿山是我国历史名矿，那里的工人阶级同资本家和国民党的斗争具有光

荣革命传统，我们红二六军团路过并在那里招收了不少工人参加我军现在还有

新化人的老同志在，你们编纂锡矿山锑矿志的工作很重要。封面字要我写，是

不能胜任的，请考虑要你们的上级领导同志写好些。抗日战争打断右手，我在

中央七千人大会时学写毛笔字，现在我只有虚名而已，其实不行。遵嘱写如上

几条，最好不用。

敬覆 致以

敬礼!

左齐于济南军区

十一月廿九日

铭力山刀亏蜀洋二办公室冤l羔

彦哎々¨。

靠钟震鹰．井拓中关
≮蟛曙孑在为j越磊粤．塌扮承册。



左齐同志，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副政治委员，现

为顾问，有名的“独臂将军"。作为1935年红军在锡矿山开
‘’

rl

展工作的参加者和见证人，曾发表《八千里路云和月》、《唤
●

醒了的山城》等回忆文章，高度赞扬红军和锡矿山工人的战

斗情谊。1983年11月，应锡矿山锑矿志办公室之约请，用左

手为《锡矿山锑矿志》作了封面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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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矿山锑矿志》的编写始于1980年秋，是根据湖南省冶金局下达

的任务进行的c；我局党委为此组设了专门机构，调集了编写力量，几

历艰辛，时经三载，1983年秋，志稿始告完成。三年时间走了三大步：

第-步，广征博采，内查外调，分别从我局档案室，新化县档案馆，

邵阳地委档案馆：邵阳地区图书馆，。湖南省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

社会科学院，上海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人民

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等处摘抄复印了三百

多万字的历史文献资料。同时，调查访问了知道锡矿山j隋况的老红军、

老干部、老工人三百余人，整理了四十余万字的谈话记录，加上历年

来编写矿史、举办展览积累的大量史料，共集中了约一千万字的原始

资料。这是锡矿山自开采以来一次规模空前的历史资料的广泛搜集和

集中整理，也是建国后我局一次比较全面系统的工作回顾和总结，为

志稿的编写打下了物质基础。第二步，发动我局三十七个科室部门，

按照各自婀业务范围编写了各自的专业志，参与其事的干部、工人、

技术人员、科室主管、党政领导共达一百五十余人，写出并打印成专

业志稿计一百三十多万字，为汇编锑矿志提供了基本的素材。第三步，

组成颜述之、黎忠干、刘俊林、刘劲、刘国藻、陈天佑、向贻远七人

编辑小组，按章分工负责，建立总编、主编、责任编辑的编写审核制

度，形成七十万字的初稿，打印分发给局领导，局党委委员、编委委



员征求意见，又由刘俊林、黎忠干、李赓祥三位同志专做编辑加工、

文字润饰和编排设计，经计划科审核数据，最后由党委书记杨尊开、

副书记兼总编辑颜述之签发付印。

按照上述工作步骤和编辑程序产生的《锡矿山锑矿志》，其上限始

自1897年，即锡矿山锑矿再度发现开采之际。下限断至1981年，即本

志原始资料的搜集基本完成之时。其间两易国体，历时八十五年。秉

着求真存实、突出特点和以生产为中心、管理为重点的原则，恰1当+处理

详略关系，如实记述其盛衰起伏的历史进程。全志汇集了八十五年间

锡矿山锑矿的生产建设、技术管理、矿山生活、政治文化等诸方面的

基本情况和基本数据，突出反映了锡矿山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的革命斗争活动。鉴于建国前后锡矿山锑矿的开采和矿工的生活具

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和不同的特色，故辟上下两编分别记述建国前后两

个不同时期的不同历史。计上编六章二十节，下编十七章六十四节，

《人物传略》独立成编，尾于志未。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亦未专辟章

节，仅于《大事记》中概述其始末。总计全志正文约五十八万字，加上

照片插图共占八十万字的版面，如此形成的《锡矿山锑矿志》是一部史

志结合，人、事、物三者俱备的锡矿山小百科全书。细读矿志，有助

于了解锡矿山的历史面貌，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为四化建设服

务。

锡矿山锑矿早负盛名，蜚声寰宇，久有世界锑都之称。、建国前的

五十三年，生活于锡矿山的人和发生于锡矿山的事可供记述者甚多，

良以史料难全，文献不足，又时间匆促，考证惟艰，致不得不问有应

记而未记，应详而未详者，此实引以为憾钆至人物之功过是非，工作

之成就错误，我们力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关于建国以来党



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寓褒贬于纪实之中，务求符合历史的本来面貌。由于我们水平不高，

经验不足，讹错偏颇之处在所难免，敬希批评指教。

《锡矿山锑矿志》完稿付印，得助于各方各界者良多，了解锡矿山

情况的老干部(如李维汉、帅孟奇、张维桢、邹毕兆)、老红军(如

左齐、姜云青、刘志武)、老矿工会会员(如龙在云、闭锡光、卿复

顺)及矿山老人，或笔书、或口述，为本志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

左齐同志还为我们作了封面题字。中国史志协会副会长朱士嘉、常务

理事左开一、理事周雷，湖北省地质局总工程师夏湘蓉，中央民族学

院教授吴丰培等，为我们修志提出了宝贵意见。湘潭大学、湖南省志

办公室、省工矿志办公室、省冶金志办公室均曾派员来局具体指导。

、我们还学习借鉴了许多兄弟厂矿的修志经验。湖南省美术出版社、湖

南省测绘局、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三厂在摄影、制图、印刷上给了大

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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