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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一

利川是我国湖北省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所辖的气个县级

市，位于其州西部，是湖北入四川的重要通道，境内大巴山余脉

一巫山横亘，是夔峡地带的一个组成部分。．’利川古属巴子国地，是

‘：八百里清江的源头，古代的一支巴人一直在此生息繁衍，自元至

清，境内建有施南．，忠路，忠孝、剑南．沙溪等土司，支罗峒是

龙潭土司的驻地。自古以来r各族先民在这里进行过无数次反封

建和反帝爱国的革命斗争，在民主革命中，各族人民英勇奋斗，

又立下了光辉的业绩。

据第三次人口普查统计，利川有居民68万，土家、苗、侗等

少数民族人口有31万，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其中土家族24万。

为总人口的3：．3％。利川市是以土家族、苗族为主体实行民族区域

自治的地方，在现代化建设中，利川各族人民正在发挥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 ．

。然而，历史悠久、美丽富饶的利川，在历史上却缺乏记载，

据《中国地方志综合目录》所示，现存利川旧志仅清代同治四年

和光绪二十年两种版本。虽旧志中的地志八乡水条目下，有八姓

牟大民等寥寥数语，但旧志对待少数民族，总是采取歧视态度，

篡改利川各族人民共同缔造历史和文化的本来面目，更说不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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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专门立志。就此而论，《利川民族志》的正式出版，实

为建国后在我省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正式修纂民族志的创举，其意

义深远重大。 ，

’

。’

．． 、一。。

《利川民族志》的编纂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作为指南P

反复多次地对各民族作过科学的实地考察，搜集了利川大量丰富
’

而翔实的原始材料，并结合文献、考古，民俗等资料，进行长期。

缜密的论证研究，撰修成稿。本志记载了利川各民族族体．族际．r

关系和各个不同时期的民族政策，民族工作的实况，如实地反映

了利川历史地理、民族文化的特点。本志内容丰富，对历史上各

时期行政区域，自然资源．民族源流及分布．社会历史变革，民

族精英人物、地区经济，民族文化，信仰民俗等，无一不囊括其

中，实属一本难得的民族志书。。， 一⋯ =．。。，。 。 ，

、 因此，我深信《利川民族志》的问世，必将促进各民族之间．

的相互了解，相互学习，增进民族团结，为发展利川民族经济文

化。促进各民族共同进步，共同富裕，发挥其重大作用。、

o。敬祝利川各民族人民繁荣昌盛lt。：’ ．一’ j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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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成为具有鲜明时代特点与民族特色

的一方民族之全志。 ．，， 。
1’。7

．

‘·1t ‘．。，一、·⋯：

： 二、本志体例采用章，节分述的结构形式。从实际需要出

发，全志分为民族来历及分布、j民族文化、民族信仰与风俗习

惯、民族经济，少数民族在历代革命斗争中的贡献、，人物．．民族工

作等七章，各章视内容情况辖置不等节，另配有概述，大事记

路，附录等内容。‘’ ‘，～√⋯j‘：。， 一。．。．?
’

’三、’本志体裁有记，志、传，’图、表，以志为主体，图表分

别附于各章节之中，力求图文并茂。．，；．．!。；。 ．。

四，文体一律为记述体，寓褒贬于事实之中，文字力求通顺、

朴实、简明。． j
， ，j，‘ ■ 。

， ；．

，j．五，凡历史朝代称号，一律沿用通称，如搿清力，“中华民

国?等，历史纪年以当时通用年号，在括号内加注公元年代。地

，理名称及各历史时期的政权．官职等，均以当时的典章制度和习
、 惯称呼为准。对于人物，，般直书姓名，直述其事，不加褒贬之

辞。‘+．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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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本志为本市有史以来第一部民族志书，因而时代上限不
。

限，为追本溯源，根据资料考证，尽量上溯时代，但由于历史资

。料匮乏，各章上溯年代有远有近，因幸而宜，重在当代，下限断

予1988年底，个别章节因各种原因，有略为提前的情况。

七，1 949年11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北军区独立二师八团
， “三营九连解放利JlI／’这之前称解放前，之后称解放后，或称1949

年10月1日前后为建国前后。 ． 。。

’

． 1八，大事记略采用编年体，所记事件凡有月日可稽者，注明

‘月It，月不详者记年，年不洋者记朝代。 、．

九，‘人物篇分传记．人物表两部分，志内立传者均为较有影

响的社会各界已故人士，特别突出革命烈士和劳动人民中的先进

分子j同时对在历史上虽为统治阶级服务但居位高，。影响大的民

．族人物，也选择入传，民族人物表分为古代民族人物表．．现代当

代民族人物表、历代民意机构民族代表人物表，‘劳动模范，功臣

及先进分子简表，历次革命战争中牺牲的少数民族人名录．．民族

’作者作品及知名民族文艺作品选等一：·“．。。
、v、 ? 。．．～

：z一古代民族人物表，主要收录本市明清两代获得文武功名的少

数民族人物，以及部分著名土官。反洋教首领，著名民间艺人

等，元朝以前只录入八位历史人物，现代当代民族人物表，主

要收录自辛亥‘革命以来的利川籍知名少数民族人物，现代人物

主要包括辛亥革命有功人物，土地革命战争及抗日战争中的优秀 。

共产党人‘1以及在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的著名“神兵一首领，

’团阀巨富等，当代人物主要包括利川籍少数民族同志在各级党政

·军各部门担任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一1988年底以前获高级职称的
’

知识分子、留学国外的知识分子，硕士以上研究生以及名，．．老中．

医等。历代民意机构民族代表人物表，主要录入清末、民国、’‘解，。

，放后三个历史时期民意机构中的利川籍和长期在利川工作的外县

籍少数民族代表人物，国民党参议会录至议员，解放后录至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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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人大常务委员和市(县)政协常务委员。劳动模范，功臣

．及先进分子简表，主要录入受省以上表彰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

者以及其他荣誉称号获得者，军队战斗英雄及二等功以上功臣。

历次革命战争中牺牲的少数民族人名录，录入自土地革命战争至

对越自卫反击战历次革命战争中牺牲的革命烈士，包括国民党军

+队中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利川籍少数民族官兵，还包括解放后在

军队中因公牺牲的革命烈士。已入传或入人物表者不再录入此表。

十，志中援引文献、古籍的原文部分，均注明出处，以供查

考。一般资料，为节省篇幅未注出处。
’

’

十一、本志资料，部分录自有关家谱、族谱，部分录自本市

档案资料部门和各兄弟史志办公室所藏文件资料，部分录自外地

民族研究部门的研究成果或刊载资料，部分源于一些当事人．知

情者的回忆录或采访记，均经反复核对，基本信实可靠。’

十二，’本志定稿时，利川已撤县建市，加上农村行政机构几

次变换，先后经历了区、乡，区、公社，“公社，管理区，区，乡

等。-为使后人阅读方便，均以当时的称谓叙述当时的历史，确需

说明者，。在括号内予以说明d 。 ⋯ 一
．

‘

． 十三，本志只是土家，苗i侗族三个世居民族的历史志书，

解放以后调入利川工作的还有回，白，满、彝、壮、藏等族同

志，人数很少，未列专章，特此说明。 t 4：：
二-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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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Jll，位于鄂西南边陲，地处清江源头。地跨东径108。217至

109。187，北纬29。427至30。397，东与恩施市接壤，南与咸丰县

连界，西和四川省黔江，彭水，石柱、万县为邻，北与四川省云

阳，奉节毗连。面积4588平方公里。318国道线横贯东西，市边

界距长江水道40余公里。这里，是湖北省和鄂西自治州的“西大

门玎。 ．

全市下辖11区、1镇、4个街道办事处，126个乡。1988年

总人口75．2万人，有土家，苗、侗，汉族等世居民族分布，还有j

因工作关系迁入乖jJlI的回、白、壮，彝、藏等民族同胞，人数极
。

少，多数仅一家一户。据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和民族成份普；

查，全市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45．7％，其中土家族占总人口的

35．3％，苗族占总人口的7．4％，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占总人口

的8％。*
一

^，7 。
，

’

利川历史悠久。上古时为廪君地，周时属巴国，战国时属楚

巫郡，秦时属黔中郡，汉时属南郡，三国时属吴国荆州建平郡，
． 晋初，部分地域属南浦县，后至南北朝时之宋、齐，梁、陈沿袭

．吴制，北朝北周时置盐水县，唐时并盐水县入清江县，‘改庸州为

施州，改清江郡为清化郡，五代沿唐旧制，宋时复更清化郡为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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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鄂，隶夔州路，置都亭乡，元时废郡，以施州隶于夔州总管

：府，元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并清江县入施州，二十五年

(公元1289年)复置清江县，，并实行土司制度，以搿土官治土

民’’，设施南宣抚司(治所在今元堡区的老司城，后迁忠孝

村)，·忠路安抚司(司治先后设于马家坝，城池坝、。旧司坝及狮子

i坝)三大土司。明时，置施州卫，置都亭里，仍置施南宣抚司、 ·

忠孝安抚司，忠路安抚司，又设沙溪宣抚司(设司治于石龙堡，
’

今沙溪镇司城村)，剑南长官司(司治初建中步营，后徙归源

寺)，清朝承袭明制，改沙溪宣抚司为安抚司，改剑南为建南，清

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改土归流，乾隆元年设立利川县，由

忠孝、忠路．沙溪，建南四土司地和施南土司地的一部分，以及

都亭里、上下支罗等地组成，设四汛六里八十三保，因清江自西

向东横贯全境，为有利之川，故名利川。民国时属湖北省荆南

道，后改施鹤道，民国十六年属鄂西行政督察区，设立区、乡、

保、甲政权机构。1949年11月14日；利川解放，属湖北省人民政 ，

府恩施专员公署(后改置恩施地区革命委员会，恩施地区行政公

署)。1949年冬，相继建立城关，团堡，汪营、忠路四个区。

1950年为7个区，194个村。1952年从城关区划出关东、教场村，

建立城关镇，同年3月，柏杨区由四川省奉节县划入利川。1953

年为14区1镇，252个乡：1 955年12月，谋道区的谋道、白胜，

大兴三个乡由四川省万县划入利川，同时原属利川太平的许家营

’划归万县地区。19；6年为10区1镇，，辖113个乡。1958年为11个

-公社，124个管理区。1960年复区，为10区1镇，’辖113个公社。

1961年辖127个公社。。1962年辖126个公社。1964年辖128个公社。

1975年撤区并社，为26个公社，，1个镇。1983年成立鄂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利川为其属县。1984年5月设区建乡，辖11区2

镇，117个乡和11个乡级镇。1986年利川撤县建市，下辖11个区、

1镇、4个街道办事处．126个乡，’其他隶属关系不变：”．’

+·1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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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伏多变。巍峨群山峥嵘挺拔，齐岳山纵贯西

亘中部．麻山斜踞东南，：”寒池山高耸东北，山峦起

，海拔最低处是长顺谷地，。为315米，·最高峰是寒

2041米。就总体而言，利川属高原地带，大部居海

米，．地势平缓，小盆地镶嵌于巍巍群山之间卜且盆

山谷串联，构成广阔的平川，教有誓恩施金子三，

南坪一岔一之说。，j。 。 ．．．1 1；。，

市境内分布有清江：郁江、毛坝河(施南水)，梅子水、磨

。道溪五条较大的河流，这些河流流程长，水量大，流域面积广，

为本市人民生活用水．工业用水、农业灌溉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

能源蕴藏量大。清江是市内最大的河流，自西向东，沿途民殷物
‘。

：盛，风景名胜甚多。 j
． ；。，。|。

’

全市气候因海拔高度不同，并且变化显著，形成立体多层次

气候环境。海拔每上升一百米平均气温降低约0．6℃，作物生长

延迟三至五天，降水量上升33毫米。和j川年日照平均约为1288．9 ．

小时，日照率为29％，，年平均气温12。8'C，无霜期234天，年降

雨量1300毫米，高出整个长江流域。利川气候总特点是春迟秋

早，阴湿寡照，夏无酷暑，冬无严寒。一‘二 ，。
．

．，

，+利川环境优美，土质肥沃，自然资源丰富，。生产大米，素有
’

“银利川”之称。其中“支罗米一，’搿花台米彦是土家地区传统，

特产，土司时期一度为进贡之物。境内河流纵横，可供开发的水

利资源达17万豇。土地资源有100万亩耕地，220万亩草场，森林．，L-

覆盖面积达170万亩以上，不仅有水杉、珙桐，秃杉等国家一级 ，

保护树种。还有香果，银杏，，黄杉、巴东木莲等五十余种珍贵树

木。具有丰富性，特殊性i古老性植物区系特点的星斗山天然植

物园，已划为省自然保护区，一“名冠全球劳的坝漆，产量居全国

第一，出产的黄连j。优比云贵型的烤烟，珍贵的水生莼菜，薇菜 一‘

以及桐油，’黄花．天麻一贝母、．、茶叶。芋头等特产，都以其质优

加

．

q，



而名扬国内外r利川马温驯耐劳，体质结实，1属山地役用良种，。

利jlI黑猪、麻鸭，水(黄)牛，山羊等也都是省内或地方良种。‘：。

利川地下矿藏得天独厚，有丰富的煤，’天然气、铁、硫磺，
‘

钾、‘卤水，铜等十四种优质矿产资源，分布区域广。毛坝，建

南，沙溪、柏杨等地，蕴藏大量的生物礁，可望获得丰富的石油
’

和天燃气。境内煤质优良，储量5265万吨，天燃气贮量5_4．9亿立：

方米。建南盛产食盐，可供鄂西全州民用。： 。¨‘ 。t

： 利川是各民族聚居的区域，除汉族外，7分布着土家族，苜
、 族，侗族等少数民族，他们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古代搿巴人黟的后裔——土家族，’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之一j。

；属利川土著居民(大约是在宋代逐渐形成的以巴人一支为主体盼

具有独特语言、独特风俗习惯及信仰，独特文化特点和独特心理 ，

- 素质的独立族体)。土家族自称“毕兹卡∥，意为矗本地人"，“

与古代叫巴蛮劳，，“南郡蛮挣等有渊源关系。宋代以后统治者称

之为“土丁”、 “±人”、．“土民∥等：利川土家族在历史上，曾

． 受土司管辖，分布在施南、忠路，忠孝二沙溪、．建南、支罗峒青 ，

土司区域内。主要从事农业，畜牧业，手工刺绣：狩猎、纺织 ，

和编织等。．土布经久耐用，一口西朗卡铺"织工精细，色彩缅

丽，．享有盛名。文化艺术丰富多彩，一民阎流传许多具有民族特色

的传说、．故事．史诗j民歌，谚语、，曲艺等，舞蹈、，跳绕棺，随

连响等历史悠久，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民族特色，以享誉中外盼

《龙船调》为代表的民歌，．数量众多，特色浓厚，是土家人民最

喜爱的民间文艺。’ ～ ，
，

‘

．_
‘

。

。 苗族历史悠久，秦汉以前，与载入史册的。三苗黟有渊源关

系。汉代以后，苗族的先民包括在“长沙蛮”．拓五溪蛮珑之

内。苗族的称谓始于南宋初年，利川苗族多由贵州，湖南迁入，．

分布文斗等地，苗族人民喜歌善舞，有着优秀的文化和比较发达

的民间文学。苗歌最有特点，，它一般多为五言体或七言体，长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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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短歌多作抒情。蜡染．刺绣、挑花是很有特色的民间

·?j‘，。’÷≯．丫一：’1，。i’
。7‘。

_
“7

．I’

历史上，侗族自称篡甘"_’与古代“百越黟，：“僚黟有渊源

。利川侗族多由湖南芷江等地迁入，主要分布在今毛坝及其

地带。侗族大都依山傍水居住，风雨桥，·鼓楼建筑有特殊风

结构精密，坚固耐用。建国初期，利川境内有风雨桥82座。-

妇女善纺织，侗锦，侗帕色彩鲜艳，图案精致。竹藤。木器

制精巧雅致，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侗族文艺形式多样，他

们常以，佩家人人会唱歌?而自豪。一．“ ，。：z’!：’?·．一? 。．

。，美丽富饶的利川哺育了勤劳，智慧的土家族j苗族、侗族等

少数民族，世世代代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同汉族人民一道渔猎樵．．

耕，披荆斩棘卜在共同开发利川，建设利川中作出了巨大贡献，i

建立了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各族人民热爱家乡，热爱

自己的民族，不畏强暴，敢于斗争。元末农民起义领袖明玉珍据

蜀，各族人民至诚拥戴，各土司均接受了夏政权的分封，明末清

初李自成余部刘体纯等组成的硝夔东十三家黟在利川扎营，各土

司曾在抗清保明的旗帜下与义军联合抗击清军，清嘉庆初年j’自

莲教起义军转战和j川，利川人民为起义作出了重大贡献。⋯．：；；

·，利川少数民族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辛亥革命对期，土家族

人牟鸿勋是武昌首义的负责人之二，在军政府内担任要职J第二．．

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贺龙同志率红三军在利川十进十出，土家．

族人周念民、一·李景凯，牟来松，，苗族人吴国清等组织了六支游击

队，有力地配合红军作战。小河，毛坝等地参加红军的各族同胞

达1200余人。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著名诗人司马军城(牟伦’

扬)是利川汪营土家族人，为革命光荣献身，解放战争时期，党

组织在利川和石柱、万县边境组建剩石万游击队；利川各族群众，

踊跃参加，．肖瑞廷。江远志．张代培等土家人为着人民的解放事

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英勇战斗，加速了国民党政权在乖lj

·14·．



川的彻底崩溃，迎来了利川的解放。一： 、一．√ ：

毫
⋯

利川各族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致力子发展各项建设。民

族经济主要是在解放以后得以迅速发展，尤其是民族工业，解放

以前除了酿酒、土陶，造纸，织布、熬硝等作坊式的传统手工业

外，没有一家工厂，处在一穷二白的地步。经过三十多年的艰苦

奋斗，工业建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1988年工业总产值达

20738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53％，工业在整个经济中的主导

地位日益明显。已建有卷烟，电力、煤碳，化肥，食盐，水泥，

制药等轻工业厂矿144个，其中民族企业占有一定地位。民族工

艺美术厂、民族皮革厂，民族包装厂．民族绣品服装厂等10多家

民族企业迅速崛起，民族用品生产逐步扩大，部分产品进入了臣

际市场。如市民族工艺美术厂生产的黄杨木雕工艺品“腾龙睨

珠万获部优产品称号，1986年该厂被国家民委和轻工业部评为

叫民族用品先进企业"。毛坝民族精制茶厂．西城民族猪鬃厂等

企业，出口创汇，不断增强了企业活力。利川农业生产在历史上

长期处于刀耕火种的落后状况，这里的少数民族历来喜好狩猎；

重畜牧，不习牛利，加上山高坡陡，农业生产条件很差，故农作钫

产量很低。羁縻州郡及以前，朝廷对这一带农业生产保持“不税

不役彦政策。土司制度时期，农业生产有所发展，农作物种类发

展到稻、粟、大麦、苦荞、大豆等。其产量以粟为宗。改土归流

后，朝廷将土司田产入官，置庄招佃，鼓励垦荒，农业生产又有

进步，农作物种植发展到二十多个种类。民国时期由于战争频

繁，国无宁日，田多荒芜。以1937年为例，利JiI全县粮食总产量

仅3．380万斤，这一时期以包谷产量居首，其次是稻谷和洋芋。解

放以后，农业生产高速发展，其速度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无可比

拟，至1988年，粮食总产量达到历史上最高水平，计4．9876万

斤。
。‘

：
‘

。

j

民族文化是民族的重要特征。利川少数民族以土家族为代表



历史悠久，特色绚丽，、如民族民间的文学艺术．民

歌、传说，故事、民乐民舞等十分丰富。民歌《龙船调》．民舞 ．

? ：．“撒尤尔荷黟■：，肉连响?j晟问小曲搿利川小曲Z等都极富民。

蘸特色。解放以后这些民族瑰宝得以发掘．整理和提高，多数已“

被文化部门收入各类专集。其中《龙船调》已被评选为世界优秀 ．

．民歌， 口肉连响"参加了全国第三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1“利川小曲’’已被收入《中国戏曲曲艺辞典》。反映利川少数民

族生产生活及风情的文人0文学作品也不断涌现，利川少数民族

专业，：，业余文艺工作者也正在逐渐形成自己的阵容。民族风俗信‘

仰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士家族吃大肉，过赶年，苗族过
、

首年、葬苗坟，侗族过重年、敬飞山。打青教等风俗习惯一直传

承下来。还有许多衣．食、居、婚、丧禁忌等方面的习俗，多数

都有积极意义，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体现本民族特色、稳定民 。

。

族心理素质都有进步作用。但也有少数习俗不利于生产力的发

展，不利于少数民族人民身心健康，这些落后的习俗将在社会进

步中不断淘汰o ‘一：、
。。

●j‘．j一+’： -：
～

． 民族教育在历史上非常落后。土司时期多轻文重武，但也不
‘

一乏重视教育的有识之士。清顺治末年，忠路土司十一世覃进孝创

建文昌官，延师训课，为利川有记载的最早办学者。沙溪土司八一

世黄楚昌兴办沙溪义学，并政余亲临讲课。解放以后教育得以迅、
1

速发展，各类学校布局合理。全市设有各类中．学8澌，小学5：94
，。所；中专$所，农民技术学校14所，至1988年底，共’有教职员

’’

弓960人，在校学生12万多人。，_其中有市民委和市教委联办的民族 一

’学校8所t市民族一中、市民族二中。市民族实验小学．还有区，‘

．办的忠路区民族小学，沙溪区司城民族小学。’谋道区磁洞沟民族

。中学、文斗区民族小学。．科学技术不断普及；建立了农业、林 ”

‘

业、畜牧、烟叶、食品等科研所，有各类科技人员5600多人，其 。

，中具有高级职称的120人l中级职称的1629人i民族研究工作日
^

’

、
。

‘

．：1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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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活跃，《利川土家族简史》、《利川民间故事集》等书籍面

世，以及数篇专论利川民族问题的论文在各地报刊杂志发表，民

族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医药卫生事业在历史上只有民间草医，但

医术较高，可以断肢再植，后有中医传入，西医是清末随着天主

教传入利川的，建国以后发展很快，相继建立了各类医疗卫生机

构168所(个)，有民族中医院1所。198,t年至1986年，市民委

配合卫生部门进行了首次民族医药普查，市境内宅长药材662种，

蕴藏量约35万担，其中贵重药材有灵芝草、田三七等十余种。旅

游资源比较丰富。中国第一大溶洞腾龙洞、华中天然植物园星斗

山自然保护区、清江明珠雾照河、“人工天池"福宝山、马鬃岭

云海、天下第一杉，忠路温泉等，以其独特的风貌吸引着四方游

客。 ．

，

，

．

利川民族工作始于1957年2月，著名民族学家潘光旦一行到

利川考察，是对民族工作的巨大促进。同年9月，根据地委和专

署联合指示，进行民族调查，结果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27．5％。

文化革命中民族工作中断。1981年至1982年，再次进行了民族成

份普查，建立民族成份档案。普查结果，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

45．7％，其中土家族占35．34％，苗族占7．4％，侗族和其他少数

蝇族占2．96叻。1983年12月1日建立自治州以后，开始设立民族

工作机构。1984年8月成立利川市民族事务局，1985年2月撤销

民族事务局建立利川县民族事务委员会，1986年撤县建市，更名

为利川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市民委在为发展民族经济、促进民族

教育，增进民族团结、开展民族研究等方面做出了一定的成绩。

1988年4月，被国务院援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单位的光荣称

号。 ．

’ ’

利川各族人民在为建设利川、振兴民族经济，促进民族地区

迅速赶上先进地区，真正实现各民族的平等而紧密团结，共同奋

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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