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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钟炳文等编著的《温州少数民族》一书出版发行，是温州市少数民族和温州

市民族工作的一大喜事。

本书内容丰富，材料较翔实。通过对历史资料的征集和发掘，展现了畲、回

两个世居少数民族迁温 500 多年来，各个支系迁徙、繁衍的历史足迹，反映了畲、

回先民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靠勤劳智慧顽强生存，繁衍生息，至今已达 10 万余

人，成为全省重点集居区的巨大变迁；彰显了解放后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

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事业的深刻变化。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温州

市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吸引了土家、苗、侗等 50 个少数民族 50 多万人进入，给

温州市的市场经济注入了活力，温州也因此成为全国、全省城市民族工作的重点市。

编写出版《温州少数民族》，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是作为温州市解

放以来第一本全面记述温州市 52 个少数民族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著

作，能使少数民族居民了解本民族的历史，受到民族知识的熏陶，增强民族凝聚

力，促进民族团结。二是对民间深藏的畲歌、畲舞、文化古籍的发掘，展示了畲、

回民族丰富的文化底蕴，是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为温州的文化发

展作出了贡献。三是反映了党和政府大力发展政治、经济、教育和培养少数民族

干部等的可喜成效。四是搜集整理了温州市及各县（市、区）民族工作部门管理

民族事务以及民族乡镇、民族村成立、恢复的历史资料，是重要和宝贵的档案。

五是作者钟炳文同志作为一位老民族工作者，又是畲族干部，近 20 年来，自费

投入巨资，历尽艰辛，痴心写书，凸显了一位民族工作者对党和国家民族团结进

步事业永恒的追求，不达目的誓不休的敬业精神感人至深！六是全书近 60 万字，

300 多幅新、老照片，图文并茂，彩色精装，定能为温州及全省少数民族乡镇、

民族村的图书馆、农家书屋、文化礼堂、阅览室和瓯越史林增添一道色彩。

是为序。

                                        浙江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原副主任

2017 年 3 月 18 日于杭州 

序 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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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由老民族工作者钟炳文等历时 20 年收集资料、考订编写的《温州少数民族》

一书出版发行，这是温州市民族工作和民族文化建设的一大好事 , 对从事民族工

作和温州民族文化研究工作具有很好的参考作用 , 对作者们辛勤投入与付出深表

敬意！

温州有畲、回两个世居少数民族，他们迁到温州已有五六百年的历史。在瓯

越这块美丽、富庶的土地上，畲、回先民开荒烧畲，勤劳耕作，与恶劣的大自然

以及封建势力顽强斗争，繁衍后代，和汉族兄弟一起和睦相处，共建家园，为浙

南山区的开发建设、浙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等均作出重大的贡献，同时也创造了

畲歌、畲舞等灿烂的民族文化。

温州是全省民族工作重点市。1958 年就建有司前、周山、凤阳、岱岭 4 个

民族乡，占当时全省 7 个民族乡的一半以上。民族人口多，民族工作地位重。

197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国家民委党组《关于做好新形势下散杂居地区民

族工作的意见》（中共中央 74 号文件）下达后，散杂居地区民族工作迎来新的春

天。1984 年重新恢复司前等 4 个民族乡，又新建西坑、青街、竹里 3 个民族乡

镇，总数达 7 个，占全省 18 个民族乡的 40%。2000 年后泰顺、文成、苍南、平

阳等民族工作重点县开始设立民族村，到 2004 年 3 月前计有畲、回民族村 148 个。

后行政区划调整，行政村合并后仍有 113 个，其中回族村 6 个。在各级党委、政

府的领导和民族优惠政策扶持下，民族乡镇、民族村各族人民更新观念、埋头苦干，

用汗水和智慧改变落后旧貌。民族乡村路平、灯亮、山清水秀，环境优美，成为

温州市对外宣传展示民族工作和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窗口。

改革开放后，温州工商企业蓬勃发展，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大军，外来

人口 200 万—300 万人，其中少数民族有 45 万—55 万人（含居住不到半年经商

务工者），少数民族达 52 个。2000 年后瑞安、乐清、瓯海、鹿城等市、区少数民

族流动人口均在 5 万人以上。温州因此又成为全囯、全省城市民族工作重点市之

一，温州民族工作重要地位更加突显。温州已成为各少数民族人民工作生活的“温

馨家园和第二故乡”。

民族文化是民族的“根与魂”。尤其是畲族，民间文化氛围浓厚，人人都喜

欢唱畲歌，三月三歌会历史悠久，婚嫁丧葬等红白喜事都用歌声来表达情感，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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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到处有歌声，人人是歌手。2010 年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发起并整合文成、泰顺、

苍南、平阳 4 个重点县资源，举办“瓯越三月三畲族风情旅游节”，把节庆活动

做大、做强。到 2017 年已连续举办八届，深受广大畲族同胞的喜爱，同时也培

养年轻一代，做到传承弘扬后继有人。“瓯越三月三畲族风情旅游节”已成为温

州对外展示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张黄金名片。

当前温州的民族工作和民族文化的传承正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是机遇也有挑

战。我们将继续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切实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紧

紧围绕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不断巩固平等、团结、

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

是为序。

 中共温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　　　　　　　　　

温  州 市 民 宗 局 局 长　　　　　　　　　

2017 年 6 月 1 日

序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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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书坚持实事求是，客观记述温州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现状，详今略古。

二、断限 ：本书内容上溯源流，下限至 2015 年，个别事项顺延至 2017 年。

三、体例 ：本书首置概述，继以大事记，正文分章、节、目、子目横排纵述，

重点在源流、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领域。本书以文字表述为主，照片、图

表为辅，图随文走，图文并茂。

四、少数民族人口统计数，采用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即常住

人口数 ；畲、回分乡镇的统计数，采用 2011 年 5 月全市乡镇行政区划调整前各

县民宗部门统一对外口径数。至 2015 年，温州有少数民族 52 个，人数多少不一，

入迁时间相差大，本书重点记述畲、回两个世居民族，其他少数民族从简。

五、本书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采用朝代纪年，夹注公元 ；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公元纪年和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民国以前

的历代纪年用汉字。解放前，指 1949 年 10 月前 ；解放后，指 1949 年 10 月后 ；

改革开放前，指 1978 年 12 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 ；改革开放后，指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六、本书记述所涉及的地域和单位名称，本着尊重历史的原则尽量保持原有

历史名称。民族工作重点县（市）指泰顺、文成、苍南、平阳、洞头和瑞安市五

县一市，城市民族工作重点县（市、区）指乐清市、瑞安市和瓯海区二市一区（因

本书下限至 2015 年，而洞头 2015 年 9 月撤县设区，所以正文中涉及 2015 年及

以前的洞头仍称为县）。

七、本书资料、数据来源于编者亲自到点调查和各县（市、区）志书、县（市、

区）民族部门文书档案、统计资料以及相关的权威专著。

八、据温州民宗局〔2016〕函 14 号批复 ：“本书非志，属史料汇编。”但编

著者还是采用方志的手法与体裁，力求达到方志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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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温州市位于浙江省东南部，东濒东海，南与福建省宁德市毗连，西与丽水市

接壤，北与台州市交界。陆地总面积 12084 平方公里。辖鹿城、瓯海、龙湾、洞

头四区，瑞安、乐清两市，平阳、苍南、永嘉、泰顺、文成五县，共 11 个县（市、区），

130 多个乡镇（街道），2015 年全市总人口 919.7 万人，市区常住人口 310 万。温

州常年气温约 17 摄氏度，平均年降水量约 1800 毫米，是一座温暖的山水宜居城市。

市政府驻地鹿城区绣山路，距省城杭州 420 公里。

温州有 5000 多年的文明史，2200 多年的行政建制史。温州原为东瓯国、越

国属地，居民又称瓯越人，属古越族一支。公元前 192 年，勾践十三世孙驺摇为

东瓯王，东瓯都邑在这里建立，辖地包括现今温州、丽水、台州的浙南地区。公

元 323 年，置永嘉郡，建永嘉城。城址九山环列，跨山而筑，依势控海。后经历

代扩修，成今日之状。

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滋养一代又一代温州人，创造温州昔日的灿烂和今日

的辉煌。温州是中国山水诗的发祥地、重商经济学派的发源地，是南戏的故乡、

数学家的摇篮。改革开放后，温州人创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温州模式”，练就“敢

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为全国人民所赞赏。

一
畲族是 1956 年确定的单一少数民族，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国畲

族人口为 70.96 万人，在我国 55 个少数民族中列第 20 位。主要分布在广东、福建、

浙江、安徽、江西、贵州、湖南七省的 100 余县（市），是全国 55 个少数民族中

唯一一个主要分布在沿海陆区的民族。

广东潮州凤凰山是畲族发祥地。明以后畲族从凤凰山外迁，走水路在福建罗

源、连江等地大坝头、马鼻道上岸（大约是今罗源县霍口乡一带），而后逐渐经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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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安，向温州的平阳，处州的云和、景宁等地散迁。

最早迁入温州的畲族先民是雷玉公，于明朝弘治十三年（1500）自云和转迁

平阳桥墩莒溪十八家 ( 今苍南县莒溪镇上村），至今 510 多年。

畲族、回族为温州的两个世居少数民族。1953 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温州

只有畲、回、苗、彝 4 个少数民族 26093 人，其中畲族 22038 人、回族 4 人（当

时有不少人少数民族身份未被认可）。到 2010 年“六普”时，全市少数民族增加

到 52 个，常住人口 301712 人，其中畲族 49070 人，回族 12109 人。

温州畲族、回族以泰顺、文成、平阳、苍南、洞头、瑞安等 6 县（市、区）为多，

是全省、全市民族工作重点县（市、区）。温州 7 个畲族乡镇、113 个民族村（其

中 7 个回族村），大多集中在这 6 县（市、区）之中，其余的少数民族人口多是

1949 年后因工作调动、毕业分配、务工求职迁入及改革开放后来温经商务工者。

2011 年 6 月全市行政区划调整前，全市各县统一对外口径统计畲族户籍人口

总数为 80096 人，最多的乡镇是苍南的莒溪、泰顺的司前、文成的西坑三镇，其

中莒溪 5096 人，是省、市畲族人口最多的镇。

温州畲族主要姓氏是蓝、雷、钟，此外还有部分李、吴、罗等姓。吴、李、

罗均为畲族的女婿族，子女继承母亲习俗，操母语，申报为畲族而得。温州畲族

没有盘姓，据家谱记载是因迁徙时所乘船被风吹走，下落不明。畲族操用畲语，

属汉藏语系，也会讲当地汉语，通用汉文，但没有自己民族的文字。

温州畲族勤劳坚毅，过去无论山头上、沟壑里生存环境多么险恶，家庭经济

多么困难，都不屈服，战天斗地，顽强生活，繁衍子孙，与汉族同胞一起辛勤耕

耘，共创历史。尤其是将番薯（番薯，畲语称旱徐）在浙南山区的大规模推广种植，

是畲族先人对农业生产的一大贡献，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生存困难，促进了温州

人口的增加。

畲族同胞积极参加革命斗争。1936 年中共浙南特委和浙南人民革命委员会就

在泰顺县少数民族地区小南山成立，郑宗毓任特委书记，郑丹甫任主席。畲家儿

女在浙南特委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建立浙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并在后来的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中，在朝鲜战场、对越自卫反击战战场上，勇猛杀敌、前仆后继，

表现突出，仅牺牲的烈士就有 94 人。

解放以后，畲族分得土地、山林和农具，实现耕者有其田。在当地党和政府

帮助扶持下引进良种、兴修水利、科学种田，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以“番薯丝拌

米饭”基本解决了温饱。改革开放后，落实农业生产承包制，多途径发展农、工、

商及旅游服务业。实施下山脱贫，到条件好的集镇、大村庄居住，使民族乡村与

汉族地区的差距逐步缩小。2000 年后实现路平、灯亮、水清。2015 年后生活富裕，

摩托车、小轿车的入户率达 40%—50%，初步实现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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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解放初，当地政府就在畲族山村办起学校，供畲家子女上学读书。1980 年后

建立民族中学，开办民族高中班，提高文化素质。又在师范、卫生、农业等类别的中、

高等院校设立民族大专班，培养民族地区所需各类人才和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到

2015 年，每千人中大中专毕业生比例与汉族基本持平，有科局级以上干部 300 余

人，县处级以上干部 60 多人，教师、医务及其他各行业工作人员 3000 多人，其

中高级知识分子 160 多人。

畲族文化底蕴深厚，有许多关于畲族优美的传说和动人的故事。畲族民歌是

畲族文化中的瑰宝，千百年来畲民以歌为乐、以歌为媒、以歌代言、以歌代哭，

表达情感、联络友谊。已收集到的手抄本民歌数万首。1987 年列入“温州民间文

学三集成”的民间故事、谚语等有千余个（条）。2000 年后，雷必贵、钟金莲、

钟炳文、蓝朝罗、钟维禄等畲族文化爱好者自费编写、出版畲族的历史文化书籍，

传承弘扬畲族文化。

2005 年后，由原来民间自发组织的民歌对唱发展成为有畲歌畲舞、乌饭宴、

放焰火等活动的“三月三畲族文化风情节”，推动了群众性文化活动的蓬勃开展。

继而畲族语言、畲族山歌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提高了畲族文

化的地位。2010 年，温州市民族宗教局因势利导，牵手泰顺、文成、苍南、平阳

4 县的民族、统战、宣传、文化、旅游等部门，共同举办“瓯越三月三畲族文化

风情旅游节”，各自带节目参加，每年轮流主办。到 2015 年已举办六届，人数之多、

规模之大、反映之好，远超预期，并得到国家民委、省及兄弟省市统战、民宗部

门的好评与肯定，成为温州市对外宣传、展示畲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和黄金名片。

“男人耕田女割草，男人插秧女播灰”，尝新饭、糯米糍招待贵客以及独特的

婚礼、祭祖、葬礼等在漫长岁月中形成的畲族风俗习惯，是畲族人民勤劳、热情

好客的真实反映，是传统慈孝文化的传承，仍是今天新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重要

内容。

1958 年 5 月，泰顺县司前，文成县周山，平阳县凤阳、岱岭 4 个畲族乡成立，

这是党和政府保障散杂居地区少数民族权益的具体体现。虽然当时只存在半年时

间，但显示出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成了国家主人。1984 年后这些民族乡重新

恢复，又新成立敖里、竹里、青街 3 个畲族乡。民族乡享受各方面的优惠政策，

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经过几十年努力，它们已成为瓯越大地上一颗颗美丽明珠，

成为对外宣传展示的窗口。

三
回族也是温州少数民族中的世居民族，迁入时间略早于畲族。其始祖丁圁公

于明宣德十年（1435），从福建晋江陈埭迁平阳桥墩镇后隆村（今属苍南），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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