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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凤区地处黎平县首府地界，是全县政治、经济、科学、文化、

交通运输发展的中心区。区境方匿]592．87平方公里，地势丘陵，资源

丰富，气候温和，人民勤劳勇敢，是一个历史悠久，传说光耀之地。

1934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经德凤，并于12月18甘在德凤

镇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即搿黎平会议一，参加会议的有毛泽

东、周恩来、朱德、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这次会议肯定了毛泽

东关于向贵州进军的正确主张，在危急关头保存了革命力量，为遵义

会议的召开作了重要准备，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 ⋯

长征是宣传队，是播种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经

德凤，播下革命火种，激励全区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反对封建主

义、官僚资本主义和进行翻身解放的斗争，并以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

事迹写下了德凤区的光荣历史。，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全区人民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艰苦奋斗，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特

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区人民衷心拥护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认真贯彻执行改革、开放的方针，改革经济体制，-调整农村产

业结构，大力发展商品生产，。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出现了从来未有的大好形势。

为了继承和发扬光荣传统，并为四化建设提供历史资料和借鉴，

造福人民，德凤区志编纂组的同志，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几年

的艰苦工作，广泛查辑资料，辛勤撰写，初步编成这部《德凤区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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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件资治当今，垂范后世，惠及子孙的事，，是全区人民的一件大

事。 ．．

《德凤区志》记述了1984午以前在德凤区这块土地上所出现的种

种事情，是一部比较全面、系统地叙述和反映本区自然景貌、．地理位

置和历史变迁史实，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工农业生

产，金融，财贸，社会风俗、乡土人情等各个方面情况的。百科全书”i

其内容丰富、资料充足，既是历史记实，又是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

《德凤区志》的编成，将为我区人民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全区建

设得更加繁荣昌盛提供丰富的历史资料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

‘

中共德凤区委书记 宋维安

．‘ 1 9 8 7年6月



r

舟j、 二

德凤区历史悠久，早在2000多年前的秦代就有人生息繁衍，开始

了境内的文明史6 ，⋯

这里气候温和，：山青水秀，风光优美，景色宜人，有闻名于世的

天生桥，有历代文人墨客推崇的五龙山、玉华山、南泉山、石井山，

虽然它们没有泰山的壮观，华山的秀丽，嵩山的知名度，然而却有令

人叹为观止的众多民间传说。 。

一在这块土地上，从古至今涌现出无数忠诚义士，他们的壮举，流

芳百世，有口皆碑。

众多妙语连珠的文艺作品，脍炙人口的民间传说，丰富多采的民

间艺术，因得不到及时整理而逐渐散失，实为千古之遗憾。

一九三四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德凤，毛泽东、周恩来等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城关召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黎平会议，开创

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为德凤区历史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新中国成立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德凤区万象纷纭，翻天覆地，

旧貌新颜，蒸蒸日上，各业全面发展，人民丰衣足食。

德凤区可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唐太宗有一句话说得好： “以铜为镜可整衣冠，以史为镜可知兴

亡，以人为镜可知得失。”为整理我区历史资料，以古鉴今，继承优

秀文化遗产，发扬光荣传统，建设四化，造福人类，按上级统一安排，

从一九八四年起，德凤区开始搜集整理编纂《德凤区志》。经六年多

时间的艰苦努力，几易其稿，终于问世，成书二十多万字，内容包括自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经济发展，政治变迁，．文化教育，古今人物等，可谓包罗万
—r．-
力百。

凤区志》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史实方面力求准确，真实。

久远，考证艰难，虽经编纂人员呕心沥血，终难免有误，还

补正，并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j ．，』

凤区志》的修成，承蒙全区各族人民，各界人士关怀，各级

，特别是得到县委宣传部和县志办的大力支持，特一并致谢。
．

j ，

中共德凤区委书记杨正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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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一、本志定名为《黎平县德凤区志》，所记史实不以置区为限，

而是通合古今，上限一般追溯事物在区境内的发端，下限至1984年底。

二、本志分类记述，设地理、经济、政治、文化、人物等篇，计

22章82节。为便于读者对区境内历史概貌的宏观了解，于卷首设概述

和大事记。有些篇、章还有无题引言。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录、图、表、照片等体，以志为主，

横排f7类，纵写史实。大事记以编年体记述，跨年跨月的为记述完整

明了，则以记事本末体记述。

四、本志资料主要来自各级档案馆档案、图书馆藏籍、历修旧志、

历史文物，档案缺记资料由有关部f7、当事人、知情人提供。1950年

后各项数据以县统计局核定数为准，统计缺项，iN,0用有关单位数据。

为节省篇幅，资料、数据一般不注明出处。

五、本志采用统一公制计量单位，历史资料上特殊计量单位如

斗、石等，一般括注于后。

六、本志采用《黎平县地名志》核定公布的地名。采用历史资料

时仍用古地名，凡有可对应今地名者括注于后。

七、本志对较长的名词，一般在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后，采用简

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筒称“共和国”，“中华民国”简称“民国”。

八、历代王朝午号及民国纪年均按历史称呼，后加括注公元年

份。共和国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

九、立传人物，以对社会有重要贡献的本籍人为主，兼立对境内



之外籍人。按史通例，不为生人立传。

引文外，概用语体记述，力求通俗、简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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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民族。

，一这一地区，历史悠久。’早在秦代，境内已有人繁衍生息，隶属于

黔中郡。汉唐宋元，绵延不断·南宋理宗宝秸年问(1253一一1258午)，

设潭溪、八舟等军民长官司，境内始有建置。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

年)，设上黎平军民长官司，黎平从此得名。明清时期，先后设五开

卫、黎平府、开泰县于五垴寨(今德凤镇)。民国二年(1913午)设

黎平县，区境分属中区及北二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0年

12月设黎平县第一区，区公所驻德凤镇，1955年，始以“德凤"为区

名。‘至1984年初，全区辖6社1镇。，同午7月后，德风公社与城关镇

合并为德凤镇(区级镇)。1984年底，区辖潭溪、中黄、黎明、，地西

乡和高屯镇，23个行政村，236个村民小组，30699入。德凤镇为县府

所在地，辖4个居委会，9个行政村，67个村民小组，20861人。

区境东、南、西三面环山，向中部和东北部降低。有主要山峰12

座，最高海拔为五龙山，1163米，最低海拔为中黄呈寨，八舟河汇入

亮江处，388米。有主要河溪7条，八舟河年径流总量4．9亿立方米，水

力蕴藏量30117千瓦。全区面积592．87平方公里，其中山地占87．2％，

h／／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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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德凤区志

水面道路占6．8％，耕地占6％。区境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雨

量充沛，四季分明，年均气温15．25℃，年均降水量1285．7毫米，无霜

期280天，适宜多种植物生长。

区内资源丰富。有杉、“松、梓、樟及银杏等林木700多种，楠竹、

斑竹等竹类10多种，用材林总蓄积量63．3万立方米。有油茶、油桐、

茶叶和柑桔、核桃、梨、柿、桃等经济林2万多亩。有杜仲、天麻等

药材数百种。穿山甲、狗獾、水獭等野生动物200多种。矿藏有铁、锰、．

铝、锑、金、煤、金刚石等20多种，大理石、石灰石、陶土蕴藏丰富。‘

大宗农副产品有大米、茶油、菜油、桐油、黄豆p花生、红薯、烟叶、

香菇、木耳、西瓜、各种水果以及猪肉、鲤鱼。风味特产有绞瓜。

区内山川秀丽，景物宜人。南泉山、五龙山，山峰奇秀，寺庙巍

峨，景内有景，历代诗人墨客题咏甚多。Z＼舟河畔，喀斯特地貌奇异。

仙人岩、桂花台、鸬鹚架，地面美景已令人叹为观止；烟霞洞、仙人

洞、十二湾，地底溶洞更可谓巧夺天工。高屯天生桥，巨岩飞跨120米，

成一天然石拱桥，桥宽130米，拱高30余米，拱上巨石厚40米，连接两

岸峭壁，号称“世界之最一。 ．”．

德凤镇城内，明清古建筑群保存完好，飞檐翘角，鳞次栉比。著

名的有两湖会馆、成德桥、玉带桥、神鱼井、西佛崖等胜迹。城东二

郎坡，有中共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会址，．红军长征时，毛泽东、周恩

来、朱德等曾在此举行会议芗作出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在危急关头

挽救了红军，，并从政治上、思想上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

境内人民，勤劳智慧，俊杰之士，联翩继起。’明己丑科进士龙起

雷，擢选大理寺评事。辛丑科进士梅友月，官至吏部通政司副使，仍

不忘桑梓，多有贡献。户部员外郎朱万年出任山东莱州知府，被叛将

加害，明廷追赠太常寺卿，清廷授予。烈愍”称号。明末湖广巡抚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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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蛟，联合李自成余部抗清，独力支撑南明半壁江山，官拜兵部尚书、

大学士，加封太师、定兴侯。就义后，追封中湘王，授“文烈”称号，

清廷犹授其“忠诚”称号。清代境内考中文进士9人，选入翰林院者

3人；武进士6人，官至总兵者1人。胡长新入选翰林院典簿，而辞

不赴任，主讲于黎阳书院，以诗文名世。清末至民国时期，多入留学

外国，俱有成就。赵学煨留日归来，献身于家乡教育事业。人民共和

目成立以来，人才更多，不胜枚举，仅考取大专院校者，即达二百余

人。
}

’境内人民具j厅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对历代王朝的剥削压迫，勇

于奋起反抗。白明初迄于清末，数百年间，暴动起义不断。1911午辛

亥革命军兴后，以贵州“自治学社一社员周伯良、张佩兰为首，号召

三什江等地侗、汉人民千余人进逼黎平城，迫令知府交出政权，动摇了

清王朝在黎平的统治。民国十四年(1925年)，境内饥荒，川军犹坐

县催粮，在黎平寨一带捆吊乡民，群众激愤，公推石灿珍为首，聚千

余人欲围攻县城，迫使川军妥协，取消所派军粮。1934年，工农红军两

度途经德凤，沿途书写标语，宣传救国救民真理，并没收地主财物，

分给贫苦农民，播下了革命种子。

．共和国成立后，全区人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艰苦奋

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变革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发展教

育、科技、文化、卫生事业，全区经济，文化、社会均有了较快发展。

1950年后，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合作化和社会主义

改造，把分散的力量集中组织起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大兴水利，

35年中建成水库、山塘、渠道、提灌站等水利工程310处，新增和改善

灌溉面积22360亩，为1949午前数百年间达到有水灌溉，凶ca-面积的1．9

倍。加之大力实行科学种田，促进了生产力的进步。特别是1978年中



●

德’凤区志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纠正了Ⅳ左一的错误，全区人民集中精

建设，1980年，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发展更快。

全区粮食总产量达1612．6万公斤，油料总产量33．6万公斤，

16811头，分别为1949年的2．39倍、56倍、4．4倍。35年中全

多万亩，提供商品木材15．6万立方米。境内建成小水电站61

处，装机总容量4033千瓦。修筑公路167公里，各乡镇均通了汽车。1984

年，全区工农业总产值1228．1 1万元(1980年不变价)，按可比价格计

算，比1950年增长6．4倍。

1984年，全区有公民办中小学校139所，教职工490人，在校学生

11440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8％。有电影院2座，电影队6个。建立

起区乡村三级医疗卫生网，有医务人员110人，比1950年增长22倍。人

民群众有病能及时就医，平均寿命由1949年的48岁提高到1984年的69

岁。与此同时，计划生育工作收到成效，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57年的

27．53‰下降到1984年的11．21‰。人民生活不断改善，购买力日益提

高。1984年，全区农村居民储蓄总额188．6,7)-元，人均存款52元，[匕1978

年增长7．9倍。农村居住条件改善，新建住房增多，自行车、手表、缝

纫机、收录机-、电视机等高档商品，已进入“寻常百姓家”。

’全区人民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正在社

会主义康庄大道上乘胜前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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