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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地处三湘西陲。境内山峦蜿蜒，溪壑萦回，佳木葱笼，良药

遍地，珍禽异兽，品类繁多，优质矿产，蕴藏丰富。且四季分明，气

候宜人。居住在这垆土地上的土家、苗，汉各族人民，勤劳勇敢，具

有光荣传统。他们在开发和建设龙山的斗争中，建立了丰功伟绩，在

反剥削反压迫特别是在支持白莲教、太平天国义军的反清斗争和参加

轰轰烈烈的士地革命斗争中，用生命和鲜血写下了光辉的历史篇 、

章。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不断排除左

的和右的干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群策群力，建设社会主义新龙

山，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今天的龙山，已经结束了贫穷落后的历史，

展现出政治安定，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富裕，社会风气淳厚的新面

貌o 一

，

我国历代均有地方志之修。我县自清雍正七年建县设制至民国中

期，已先后三次修志。即于清嘉庆年间编纂了第一部县志，光绪初年

编纂了第二部县志，民国二十七年(1 938)开始编纂第三部县志，、

惜半途而废。现存的两部县志，对全县的地舆沿革，事功宦绩、风

俗民族，‘学校教育等等，都作了较为详尽的记载，是我县极其珍贵的
’

历史资料。但是由于受历史的局限，、不足之处甚多。特别是第三次修 二

志的夭折，使我县近百年的历史无志可查。为将我县伟大的历史变化

载入史册，给子孙后代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组织力量，广征博 ，

、

‘

1
，

●



采，编纂了这部社会主义新县志，

是全县哩十余万人民的共同愿望。

这部新编纂的《龙山县志》，

志以封建统治观念作修志之准绳，

这不仅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而且

与我县历代所编旧志迥然不同。旧

而新志则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观点为修志的指针，摒其诬篾农民革命之谬论，以历史事实反

映人民创造世界、创造历史的真理。旧志在经济方面由于受历史局限

而仅有个体经济之记载，．新志则记载了前所未有的集体和国营经济'

大大扩充了内容。旧志记事过简，不少事物难以稽考，新盎则扩大了

篇幅，记述事物详于旧志，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旧志用文言记述，难

于理解，新志则用现代语体文，通俗易懂，可供广大群众参阅。

在新志编写过程中，各条战线搜集资料的人员深入实际，多方调

查，反复核实，务求准确；编写人员勤勤恳恳，共相研讨，不滥不

苟，力求尽善，有关部门及知情人士大力协助，积极提供宝贵资料。

均在此深表敬谢。个人对此项工作指导不够，贡献不多，临序实感愧

疚。愿以此借鉴既往，激励来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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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一、本志记事，主要自建县之1 7 2 9年至1 9 8 3年，少数内

容需上溯或后延则越限。 。

·

7二，本志立大事记、地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民

族，人物、杂记共l 0编，计5 8章1 9 8节·

三，《大事记》采用编年体，记载各个时期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影

响较大之事。为避免重复，其他编、章有记载者从简记述。 ，‘

四、 “风俗>--j惯"记于《社会编‘》，不在《民族编》重记。

五、本意只为已故人物立传，包括各族各界影响较大的正反两方

面人物。 一

六，本志将“事故"、 “奇闻异事"编入《杂记》，以供借鉴、

考究。
、

七、本志既非旧志续修，也非断代史，而为新修之志，既不一概

否定，也不全盘照搬旧志资料，而是取精去粗，存优汰劣。

八，本志按照“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记当今之事较多

较细；按照“详独略同"的原则，记全国与全省的普遍性事物从简。

·九，．本志采用现代语体文记事，文字力求简明质朴。

十、本志记事，一般采用横排竖写的方式，力求横不漏项，竖不

断线。但由于某些资料缺乏可靠性，不足以为据，本着“宁缺毋滥"

的原则，弃之不记，故亦难免有“漏项"．、 “断线"之处。

十一、本志内插有一定数量的图表及照片，藉作记述之补充。

十二、本志资料，来源于旧志史料．．档案馆藏、民间耆老以及亲

临所考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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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

龙山，位于湖南西陲，地连湘鄂川三省。东与桑植，永顺两县相

连，南与保靖县交界，西与湖北省来凤县和四川省酉阳、秀山县接

’壤，北与湖北省宣恩县毗邻。地理座标为东经1 09。1 0’至1 09。53’，北

纬28。45’至29。30’。沿公路，县城(民安镇)至省会长沙市598公里，

至湘西士家族苗族自治州首府吉首市267公里。

龙山，形如巨掌，南北长1 06公里，东西宽32．5公里，总面积为

3128．87平方公里，北高南低，横亘于武陵山脉西侧。东部的永龙界，

东北部的猛必界、黄连界，。中部的洛塔界，西部的可立坡以及西南部

的八面山，均由东北向西南延伸。境内万山耸立，峰峦起伏，自然洞

穴星罗棋布，酉水、澧水及其支流纵横其间。最高处海拔1736．5米，

最低处海拔218．2米。西北部的县城郊区，有四万亩以上的红层盆

地，南部有里耶、苗市等万亩以上的河谷平坝，还有七十多块面积在

五百亩以上的高山台地呈星点状分布全县。 ．

龙山，属亚热带大陆性湿润季风气候区6气候特点是四季分明，

春多寒潮，夏多暴雨、干旱，秋多连绵阴雨，冬多严寒冰冻。年平均

温度为15．8℃，最高温度39．5℃，最低一6℃。无霜期为270天至280

天。年降雨量1400毫米。适宜的气温，充沛的雨水，为龙山大地上的

动植物的生长繁衍，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龙山，素有“万宝山，"之称，自然资源丰富。深山丛林中栖藏珍禽

异兽很多，现有野禽野兽及各种野生动物一百多种。奇特艳丽的梁山

4



伯、祝英台、红嘴鸟、锦鸡等珍禽可供玩赏，轻柔华美的山狐、黄鼠

狼、金钱豹、水獭之皮毛可制褥裘，银环蛇远销国外，经济价值很

高，虎骨，麝香配药颇为珍贵，獐、麂、兔，野猪、山羊，大鲵等堪

称筵席美味。全县有森林139万亩，木材积蓄量一百八十多万立方

米，樟、楠，银杏、水杉等稀有名贵树种和数百年的古老大树遍布各

地，桐、茶、漆，桔等经济林木多达五十余万亩。咱果油桐种优质

佳，驰名全省；大安生漆誉满全国，于1 959年获国务院周总理亲笔

题词“黑色金子林之乡"的奖旗。粮食作物有稻谷，玉米(包谷)、

红薯，马铃薯(洋芋)、高粱、小米、养子，绿豆、麻豆，饭豆等十

多种。经济作物有烤烟、棉花、茶叶，苎麻、苡谷，甘蔗，磨芋，油

菜，大豆，芝麻、花生、．葵花。蔬菜品种繁多，四季不缺。家种乖野

生中药材三百多种，年收购金额在七十万元以上，以天麻，四棱麻、

水黄连、雪里见等为珍贵，以玄参、当归、黄连等为大宗。已发现的

矿产有铁、锰，铜、汞、铅、锌、铝土、煤、耐火粘土，石膏、重

晶石等十多种，矿点四百多处。锰矿含锰品位高，有害杂质低，分布

点多面广，层位稳定，埋藏浅，便于开采，显示了“龙山式"脉状锰

矿的特征。烟煤有四处煤田，储量在四千万吨以上；铅锌矿蕴藏特另lj

丰富，分布在全县三十五个公社，已开采的有八十八个点，获利十分

可观o‘

龙山，远在新石器时代，人类的祖先就在这里劳动、生活和繁

衍。唐虞夏商周时代为荆州地域，春秋战国时为楚地，秦汉至唐先后

属黔中，武陵，沅陵等郡州，五代，宋、元、‘明至清初属土司统治o

1 729年(清雍正七年)置龙山县，属永顺府，民国时期先属第四行政

督察区，后属第八行政督察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属湘西行 。．

署永顺专员公署，后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县城民安镇，山环水

5



绕，风景秀丽，如镶嵌在万山丛中的一颗明珠，建县二百五十余年

来，一直为县府所在地。

今天的龙山，共划分为六个行政区，四十六个公社，两个县属

镇，544个大队，3918个生产队，人口四十余万，以土家，汉族为

多，与蒙古、回、藏、苗、壮、彝、满、侗、瑶、白、塔吉克，黎，土

等各民族杂居。长期以来，各民族和睦相处，团结奋斗，为龙山的开

发和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龙山，有革命斗争的优良传统。l 769盘t-(清嘉庆元年)，白莲

教义军攻陷来凤县城，进入龙山城郊地区，龙山不少人参加了白莲

教义军，在反清的战斗中献出了生命p 1 862年-(清同治元年)太平

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太平军进入龙山，龙山各族人民积极支援太平军

反击清军的追剿，不少青壮年参加了太平军，在对清军的作战中牺

牲o

1 91 1年(清宣统三年)革命党人组织发动了武昌起义，推翻了满

清王朝。龙山县立高等小学堂的学生积极响应，他们敢于向封建势力

宣战，一夜间剪去了全校师生的发辫，并于第二天列队县城四门，见

有发辫的就剪，正在病中的知县赵梦兰闻报惊悸而死。

1 91 6年(民国五年)，袁世凯称帝?l己京，改元洪宪，蔡锷在云南

组织护法军讨袁，龙山人民积极响应。4月3日，各乡三千多讨袁军

汇集县城，传檄县衙，把拥护袁世凯称帝的县知事彭世荃赶去来风。

4月6日，讨袁军英勇作战，击退了数百驻来凤袁军的进攻。4月8

甘，讨袁军主动围攻驻来凤县城袁军，败回，死伤数百。他们用鲜血

和生命保卫民主革命的成果，在Yi&A写7了光辉的一页。

1 933年至1 934年间，贺龙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多次进入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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