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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李绍明

武陵山是一地理学名词，指我国南部一座山脉，其来源与汉代于此置武陵郡

有关。起始于贵州苗岭山脉，武陵系其支脉。发源于梵净山（主峰 2494米），盘亘

于渝湘之乌、 沅二江之间， 入湘蔓延于澧水之南， 止于常德县西境， 平均海拨

1000米左右，为乌江、沅江、澧水分水岭，呈东北———西南走向。

武陵山区一带的民族，在汉代统称武陵蛮，主要指今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一带的先民。 东汉至宋在沅水上游五溪地区的又称五

溪蛮。

武陵郡始置于汉代高帝时，治义陵（今湖南溆浦南），辖境相当于今湖北长

阳、五峰、鹤峰、来凤等县，湖南沅江流域以西，贵州东部及广西三江、龙胜等地。

东汉时移至临沅（今常德西），其后辖境缩小。唐改朗州，又复置武陵郡。宋置朗州

武陵郡，寻废。 总之，历史上的武陵郡这片区域即今恩施州南部、宜昌市南部、常

德市南部、张家界市、湘西州、怀化市大部、铜仁地区、原黔江地区东部这一大片

区域。 武陵应先有郡名，然后有山名。

现今上述地区主要聚居的少数民族为土家族、苗族、侗族。 除此，还有一些其

他少数民族诸如白族、瑶族、布依族等等。 当然，汉族仍是此区人口众多的民族。

武陵地区的民族皆有悠久历史，而且世居该地多年，为开辟这片土地贡献甚

大。 学术界一般认为土家族族源与古代巴人有关，苗族族源与古代苗蛮人有关，

侗族族源与古代百越人有关。 如今武陵地区完整地具有汉藏语系之下的四大语

族的民族，即汉语族的汉族，藏缅语族的土家族，苗瑶语族的苗族、瑶族，以及壮

侗语族的侗族。 此四大语族下的这些民族长期在此互动交融， 形成既有分又有

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这在其他地区是较为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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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武陵地区，一般而言，土家族主要居于北部，苗族主要居于南部，侗族

亦主要居于更南部。 当今除土家、苗族的自治州、县外，侗族有芷江、新晃、玉屏、

靖州、通道、三江、龙胜、通道等单独或联合的自治县。 元明清时期以来，土家族有

较大的土司，完整的政权形式；苗族仅有较小的土司及不甚完整的政权，侗族有

一些中等土司，政权较完整。 从民族互动而言，长期以来，土家与苗关系密切，尤

其是魏晋以来，盘瓠种人多势众，故中原人以为武陵、五溪皆为盘瓠种的人群。 而

元明以来，由于中央王朝“以夷制夷”，多以土家土司以统苗众，至于侗与土家亦

有密切关系，自五代宋末以来，一些侗族土司北上统治了武陵南沿一些地带，长

此以往，有一些亦融合于土家之中。 还有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即明末清初武陵

地区改土归流，废除“蛮不出峒，汉不入境”限制。土家地区大量吸收了汉文化。而

苗因居深丘，原社会经济较为特殊，受汉文化影响较少，其民族特色保留较多。 惟

有侗族所受汉文化涵化，介乎二者之间。 不如土家，而较苗民为深。

若就文化多样性而言，武陵地区三大少数民族文化亦各有特色。 土家、苗、侗

均有自身独特文化，但此三族的文化又有相互交融的现象。 且呈现出地域不同的

变异，武陵地区有三条江穿流其间，鄂西的清江，湘西的沅江，黔东北和渝东南的

乌江，此三江流域所在的三族既有民族的共同性，又有地域的差异性。 比如，土家

族所谓“北跳丧，南摆手”。 即以清江与沅江（含酉水）流域有所区别，而乌江流域，

尤其是酉阳、秀山一带，既有摆手，又有跳丧。 在原黔江地区与鄂西地区，土家与

苗互通婚姻，彼此界限愈模糊，只有从姓氏方面遗留一些痕迹。 唯有湘西腹心地

区的土家族与苗族文化特色较为突出。

武陵民族文化研究，可以从多学科多视角出发，仅以一级学科的民族学和社

会学（含二级学科的人类学）而言，基础研究仍然相对薄弱。20 余年来，可以说武

陵民族区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已经步入正轨，但相对而言，基础研究仍然不够。

比如，迄今为止仍无此区域宏观的民族志著作，仅有一些中观或微观之作。 即令

如此，能够称之为范式的民族志或民族学、人类学著作，仍然不多。 基础研究十

分重要，涉及学科的根本，也涉及对这一区域科学认识，一切均应从此入手。 否

则，其成果即成无本之木或无源之水。 个人认为，这是武陵民族区域研究仍须注

意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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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许多学科均有其应用部分即学以致用。民族学、人类学尤其如此。民族

学研究对象是民族及其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或社会文化人

类学），着重于民族文化传承与调适研究，在这方面大有用武之地。 近期国家倡导

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是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刻不容

缓的事。 带有抢救性质，是传承民族文脉的大事。 今后仍须努力。 当然，社会主义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还有许多现实的重大课题。 这在武陵

民族地区都需要大家不断努力。

三峡大学是武陵民族地区的一所高等学府，面对中部崛起的大好机遇，肩负

着更好地服务于地方经济文化建设的重任。 该校武陵民族研究院组织编辑出版

武陵文库，是一项系统的文化工程。 武陵文库从多角度、多层面展示武陵地区调

查资料和学术成果，以便让外界进一步认识它，了解它，支持它的发展。 同时对推

进武陵民族地区的学术研究和民族学科建设，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总之，武陵地区从民族学、人类学的角度而言，是一个富矿。 希望有识之士发

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精品力

作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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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牙塔里的思维可以想

象出绚烂的花朵， 但不会放

出沁人的芳香。 只有深入多

姿多彩的社会实践， 才能燃

烧起激情的火焰！ 才能雕刻

出永恒的记忆！

———作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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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为了突出真实性，本书内容以日记为经，以调查

搜集的资料为纬，互为表里，浑然一体。

二、 本书的日记录入与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水库移

民实物指标调查工作有关联的内容， 凡与其没

有关联的日记不予录入。 具体时间从 2010 年

12 月 28 日在三峡大学图书馆学术报告厅参

加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水库移民实物指标调查

培训班那天起， 到 2011 年 6 月 1 日结束调查

为止。

三、 原来的日记中有对所接触人物、事件的看法、评

论及个人或别人隐私的一些内容大都摒弃，所

以录入的日记是删节版。

四、为尊重他人的成果，凡较大篇幅引用他人的

资料均为楷书，后面还加注释。

五、 文中有感而发，写了一些打水诗，以增加情趣之

用。 所谓打水诗是因为自己的诗作还不够打油

诗水平，加上油比水贵，所以另取名为打水诗，

不与打油诗为伍。

六、 本书内容实事求是，不敢妄加穿凿。

凡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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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河流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母体，河流是产生文化的摇篮！

从一些书本资料中得知：金沙江波澜壮阔，气势磅礴，一泻千里，人杰地灵，

物产丰富，早就是我向往的一处圣地。

2011 年有幸参加金沙江白鹤滩水库移民实物指标调查工作， 要亲自体验、

感悟金沙江的独特魅力，为自己结识一处新的文化板块、开阔新的知识视野而兴

奋。心仪之快乐是无法形容的。还未去金沙江之前，天天美梦缭绕，巴不得很快就

飞到金少江边，去亲吻那里的热土。

当我在车上第一眼看到了金沙江时，她就像一匹脱缰之马，飞快地向远方奔

驰，我真恨不得跳下车去抚摸一下她的身躯，并想用一种“诗人”的情怀，竭力对

她赞美和歌唱！

我原想象中的金沙江，应该是雨量充沛，生机盎然，绿荫丛丛，杨柳扶风，花

团簇簇，莺歌燕舞；加上太平盛世的灯红酒绿，一定会美得令人如醉如痴。

然而，当我第一眼看到她时，让我的想象中失去了灿烂！ 除了她像一位匆匆

的过客之外，就是满江浑浊不堪的江水、两岸被她剥蚀得满目疮痍和伤痕累累的

山体，让人心中泛起了惆怅与彷徨，感伤的心理油然而生。 脑海里不自觉地冒出

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这就是金沙江么？

后来，通过与她的多次接触，静静地观察了她那非同一般的环境，深深地沉

思了她那桀骜不驯的性格，慢慢品味出了她粗野中孕育着丰厚文化底蕴。 从感性

向理性飞跃，渐渐对她的认识有了转变。 她也似乎愿意接受我这位远方的不速之

003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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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像一位城府极深的睿智老人，徐徐向我敞开了心扉。 不，她是向我开启了一扇

丰富多彩的文化大门！

金沙江不愧是一条文化之河，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文的，都可以用八个字来

概括：广博、深沉、翔实、厚重！

你看：乌蒙山那英武磅礴的气势，千百年来赢得了诗人们的赞美与感叹！ 小

江河那放荡不羁的品格，获得了无数专家的沉思与遐想！ 挂在悬崖上的石匠房古

道，似乎人们还能听到骡马铃声的回荡悠扬！ 浑圆敦厚的天下第一铜币，用它那

不用浮云遮望眼的神态傲然屹立于世界钱币之巅！ 汤丹那中国海拔最高的铜都，

被清朝才子皇帝乾隆赠赐为“灵裕九寰”！ 至今家家门上都挂着民俗红旗，负载着

人们的良好期盼还猎猎飘扬！ 白雾街一个极不起眼的小村，用容纳十几座会馆和

宗祠的博大胸怀证明了她昔日的辉煌！ 会泽古街那斑驳矮小的土坯房舍，努力展

示着她悠久的年华与沧桑！ 那艰险神秘的驼峰航线，不愧是二战时期空中的交通

中坚！ 那些聪明、智慧、勇敢的金沙江人，为中国历史书写了壮丽的画卷！ 当今的

金沙江人更让人肃然起敬，他们纯朴、勤劳、美丽、善良……

这一切的一切， 让人心中的激情就像一团烈火在熊熊燃烧而产生无穷无尽

的思绪与畅想！

朋友，如果你有兴趣了解金沙江绚烂的文化，那就请你翻开《历史·民俗·风

土———金沙江田野报告》。

张伟权

2013年 6月 24日于三峡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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