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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庆和，共和崮l可龄者．五竿

茁裔也曾为知青“接受农村再教
育”，复求学于中央民族学院．可|胃

是“文明学堂．野油坊”皆有学历：
先后供职于湘西州之风凰县政府、

县人大常委会，但“官不上品，学

不成家”，紫色一梦，人生缺失多多．

惟处事犹抱旷达减信．知足而长乐
酷爱文史、歌赋及书法，顾盼左右，

算个二流角色。烟酒文化皆有涉足．

追求蒙眦境界．性情君子“行囊不
羞少铜板，虚怀但惭无寸功”，撰此
《湘西苗疆志》一书，以酬祭先民，
馈赠后昆：五十半渡．愕然乎，姑
且自赏．岂不快哉!

湘西自治州府吉首市小景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民藏分布示意图

湘西苗女出门迎客



湘西“苗疆长城”之凤凰北段眺望

湘西“凤凰历史文化名城”之北门厦沙湾小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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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苗族衣袖、衣胸和门帘彩绣及花带图示



·序言·

序
徐克勤

地方志，始修于清代。湘西各厅县有多种版本传世。旧志，

囿于封建大民族主义立场。大幅记载征剿、绥靖和锁治苗疆的史

实，将“官逼民反”的苗民举义诬为叛逆；更是抹杀境内兄弟民

族的存在，极尽曲解丑化，斥为“非我族类。必有异心”，欲置

绝地而后快。由此，民族歧视和压迫导致的民族斗争，若影随

形，民无宁目，国无宁岁。

苗族，一个历史悠远而传奇的民族，在中华五千年历史文明

长河中，他伴随着战争、迁徙和拓荒走来。基于苗族这种特殊的

生存腥历，影响着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形态，一种原生的血缘

“鼓屋制”便衍化成为地缘“鼓会制”，直至走进社会主义的和

谐发展时代。正是苗族这种旷世的生活历练，影响着民族信仰、

伦理和性格的形成．他们崇尚祖先，尊老爱幼，勤劳勇敢。

《湘西苗疆志》，以苗族发展史实为主线，贯古通今。其

志，本着科学性、可读性和资料性的“三性”原则，章法有度，

行文隽永；其志，用史、志兼容的谋篇，白描写实的笔凋，使前

人之事，可师后人；其志，以高深的视角、确凿的佐证和求是的

态度．将苗族从氏族开始，到部族产生，直至民族的最终形成，

作出了逻辑的推断，填补了苗族发展史上的空白，这是“苗学”

上的一大贡献。

苗族，有着厚重的文明发展轨迹，却无自已的文字载体，其

史料只是散见于汉籍和传说，要将其追本溯源撰写成志，确是一



·湘西苗疆志·

项高难的系统工程。撰者，以其丰富的人文知识，厚重的史

料积累，深邃的解读水准，拨云见日，朗然成书，可说是功在千

秋。这确是一本“经世致用”，读之能“居今知古，鉴往察来”

的佳作。值此《湘西苗疆志》镂版问世，可贺加嘉，谨作此序，

奉以志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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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 例

一、本志取事，基于湘西苗疆，上溯起至史初唐虞之发轫，

下截止于二十世纪之末端。

二、本志设图、表、述、志诸体，竖排纵写，通贯古今。除

概述、附录外。设章、节、目。力求详简有度。

三、本志以宏观的视角，求是的态度，写实的手笔，力求科

学性、可读性、资料性的“三性”统一。

四、本志摒弃“生不入志”的古法。对文学艺术有卓著成就

者，设有专目予以简要介绍。

五、本志对地名的先后变更，采用事发时地名，并注以现

名。对带有民族歧视之音译地名。采用现名予以更正。

六、本志为保持事件演绎的完整性。突破志书“事不出境”

的古法，采用厚此薄彼的方略，予以综述。

七、本志是湘西苗疆志书，布局谋篇以湘西南苗族聚居区为

主调。以湘西北苗族散居区为辅调。力求事符史实。

八、本志以人民利益为立场。不以潮流隐恶。不以时势虚

美，力求忠实历史，秉笔直书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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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湘西苗疆 其地域位于湖南谣部，相对于中国苗族分布图亦

称东部苗疆。这一苗族群落以湘西州为主要聚居区，散居地涵盖

湘、黔、渝、鄂边区。湘西州辖吉首、凤凰、泸溪、古丈、花

垣、保靖、永顺、龙山等八县市，国土面积一万五千四百八十六

平方公里。全国第四次(1990)人口普查结果：州境共居有三十

个民族，主体民族是土家族、汉族、苗族，总人口二百二十九万

四千八百六十六人；其中土家族八十万六千四百三十三人，汉族

七十六万五千九百零五人，苗族七十一万一千一百二十六人，其

他民族一万一千四百零二人。

湘西苗族 居于湘西的苗族，自称“果雄”。史前，苗族先

民循例亚州人类徙迁路线，由东南亚至东北亚，来到江淮流域。

史初，其族源可溯至蚩尤属下的“九黎”。后随九黎部落集团与

炎黄部落集团“逐鹿中原”，蚩尤战死败北，退缩南归江淮荆楚

一带。经休养生息，九黎重组强大的“三苗”部落集团。《国语

·楚语》日：“三苗复九黎之德”，“三苗，九黎之后也”，此

为其证。于后，三苗集团之罐兜部，因战败被舜“放逐于崇山”

(今张家界市武陵源境)。继之，三苗集团被禹破击，流徙西

迁。历经秦汉至隋唐数度征剿，这些史称为“三苗”、“有苗”

或“苗民”遗部，遂汇聚于楚西武陵五溪，衍化成为湘两苗族。

湘西建置 湘西州在唐凑时，有“蛮地”之称，属“三苗”

范围。夏，《禹贡》称为“荆州之域”。商，属荆楚”鬼方”领

地。西周至春秋，属楚“黔中地”；战国期间，楚置黔中郡。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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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苗疆志·

因之。汉高祖五年(前202)，改黔中郡为武陵郡。三国，

先属蜀，后属吴。南朝陈太建七年(575)，建沅陵郡。隋，先

置辰州，后复置沅陵郡。唐天授二年(691)，析辰州置溪州灵

溪郡；天宝元年(742)，建辰州卢溪郡。五代后梁，封马殷为

楚王，分灵溪郡为上溪、保静、誓下三州(即上、中、下溪

州)。北宋建隆元年(960)，保静州改为羁縻保靖州，与上、

下羁縻溪州均属辰州。南宋嘉泰三年(1203)，设五寨长官司

(今风凰县治)，属思州军民安抚使。元对五溪“诸蛮”实行招

抚政策．依次没宣慰司、安抚司、长官司等，委以相应官职。一

般称为“土n-!”；另没流官，相互制约；全境分属永顺路(后改

为永顺安抚使)、思州安抚司、新添葛蛮安抚司(属四川行省)

和辰州路。明，置永顺军民宣慰使司和保靖军民宣慰使司．五寨

长官司与增设的竿子坪长官司(今风凰县境)、镇溪千户所(今

吉首市治)，隶保靖军民宣慰使司。清康熙、雍正年间“改土归

流”，置永顺府；另辟风凰、乾州、永绥三直隶厅；道光二年

(1822)，增设古丈坪厅。民国初年，撤府改厅为县。民国二十

四年(1935)，全省分为十大行政督察区，州治分属第八、第九

督察区。中华人民共和国初，州治分属沅陵专区和永顺专区。

19．52年8月，湘西苗族自治区成立；1955年3月，更名为湘西苗族

自治州；1957年9月，土家族被确认为单一民族后，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成立。1982年，州府吉首改县为市。

湘西资源湘西州．山河壮美，气候宜人，物产丰富。州境，

居云贵高原尾翼，武陵山脉纵横鲸踊，平均海拔八百至一千二百

米，形成“峰谷丛错，备极狂野”之势。其问，溪河网布，田坝

星罗，十分有利发展电灌农业。州境，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四季

分明，雨量充沛。其无霜期在二百五十至二百八十天之问，极为

适宜动、植物的生长。粮食作物有稻谷、玉米、小米、黄豆、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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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豆、豌豆、红苕、小麦、马铃薯等；农林特产有油茶、油

桐、茶叶、生漆、柑桔、板栗、黄莲、五倍子、猕猴桃等；野生

动物有金丝猴、猕猴、鼯鼠、麝、黑熊、豺狼、虎豹、野猪、穿

山甲及两栖类的大鲵等；鸟类有竹鸡、野鸡、锦鸡、白鹇、山

鹰、鹞子等等。州境，有色矿产汞、锰、铅、锌、铝、铁、煤、

镍、钼、磷、重晶石等富集，其中：锰藏量全省第一，全国第

—一0

湘西民风 湘西山民淳厚质朴，尚武好义，苗族为甚。自汉

至隋的七八百年问，这里的“五溪蛮’’爆发诸多大的武装起义。

《资治通鉴》载：汉光武二十三年(47)， “武陵蛮精夫相单程

等反，据其险隘，大寇郡县”，汉帝遣武威将军刘尚发兵万余，

溯沅水入武溪击之。因“轻敌入险，尚军大败，悉为所灭”。二

十五年(49)，汉帝再遣名将马援，重讨五溪。援军被困壶头山

(今沅陵县境)，将士折损极巨，援亦染疫身亡，落得个“马革

裹尸还”的结局。后晋天福年问的溪州之役，久战未果，最后铸

铜柱为约，盟誓言和，维护了“溪蛮”的尊严和利益。明嘉靖年

问，永顺、保靖的“土兵”开赴东南沿海，痛歼倭寇，赢得“东

南战功第一”的美誉。明清期间，湘西各族起义斗争绵延不绝，

尤以乾嘉苗民起义的规模最大，影响极具深远，被史家称为“清

代中衰之战”。辛亥革命爆发后，同盟会员田应全率领风凰县各

族同胞积极响应，通过武装斗争，推翻了清王朝在湘西二百六十

七年的封建统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于1928年初，中共中央

派贺龙、周逸群开辟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殊

死斗争，并在湘西北的永顺塔卧创建苏维埃政权；1935年8月，

为“北上抗日”，贺龙、任弼时率红二、六军团(二方面军)，

举行万里长征，奔赴陕北。1936至1938年，湘西永绥、乾城、凤

凰苗民爆发浩壮的“革屯抗日”运动，并建立“湘西革屯抗H救

6



·湘西苗疆志·

国军”，通过武装斗争，结束了一百四十年的残酷“苗防屯

政”制度。1942年，凤凰、乾城苗区，再度爆发抗苛捐、抗兵

役、抗食盐垄断的“跳仙会”起义，配合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

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共产党领导下，湘西各族积极

投身于剿匪反霸、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运

动，从此步入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湘西人文 以土家族和苗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用勤劳和智

慧，共同创造了湘西文明的辉煌历史。在文化艺术方面，土家

族、苗族都拥有丰富的民族文学积储，尤以民f’廿J文学著称于世。

其体裁有神话、传说、故事、史诗、民歌、谚语、谜语等，取材

广泛，叙述生动，寓意深刻。极其赏析和研究价值。正是有着地

方文学的丰厚底蕴，才整合衍化出象屈原(楚人)的“九歌”、

沈从文(苗族)的“边城”、黄永玉(土家族)“山鬼”那样的

经世名作。湘西民族民问文学作品已整编入州、县(市)“三套

集成”之中；省、州民族古藉办还特辑出版了土家族《梯玛

歌》、《哭嫁歌》，苗族《古老话》、《婚姻礼词》等叙事名

篇，蜚声中外。此外，土家族的“打溜子”和苗族的“唢呐”，

同是民乐作品中的一枝奇葩。土家族传统舞蹈“摆手舞”、 “茅

古斯”和苗族传统舞蹈“花鼓舞”、“接龙舞”等，以其鲜明的

生活个性，享誉世界。土家族擅长刺绣、编织、金石雕刻等工

艺，苗族擅长刺绣、蜡染、首饰制作等工艺。土家族、苗族有着

各自在衣食住行及婚丧、礼仪、祭祀、烹饪诸多独特文化，可渭

是“十里不同俗，百里不同天”。湘两“苗疆长城”、 “凤凰古

城”、“德夯苗俗村”、“猛峒河漂流”、“王村土家民俗馆”

诸多名胜景观，已成为围内外最火爆的旅游黄金线路。

湘西社情 在民族关系方面，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推行民族

歧视和压迫政策，民族隔阂和矛盾甚为深重，素有“铜不_}l与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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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苗不沾客”、“蛮不出境，汉不入峒”之说。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各族人民共网当家作

主，亲如一家，形成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

系。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基本路线指引下，

湘西州民族团结、社会祥和、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

高。由于历史遗留下的民族不平等凶素，致使湘西州与发达地区

和先进民族相比较，仍存在着较大差距，目前仍属于全国十八个

贫困片区之一。面对现实，在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州

委、州政府已制定出系列扶贫攻坚计划和改革开放政策，并付诸

实施。现全州各族人民正同一心l--J德，团结拼搏，锐意进取，政

治、精神、物质渚文明建没都取得了显著成就，一个和谐的小康

湘西，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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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苗族源流与苗族社会

在苗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远可溯源到与华夏祖先“炎

黄”比肩的蚩尤属下的“九黎三苗”；中可追踪到春秋战国时期

的“荆楚蛮濮”；近可明晰到秦汉至唐宋问的“武陵蛮夷”。上

下五千年，其间烽烟寮寨，沉宕跌荡，流徙万里，令史公哲人喟

然感叹： “在世界民族发展史上，只有苗族的履历堪与犹太相

比”。正因长期残酷的战争导致艰辛的流徙历程，使苗族窘迫的

社会经济，在经过漫长的原始公社制经济后，略去了“奴隶制”

经济形态，顺乎自然地融入到“鼓会”制地主经济形态。中华人

民共和圈建立后，实质上的苗族“鼓会制”地主经济，遂被改造

推进到社会主义大时代。

第一节追踪溯源

苗族属蒙古人种(黄色人种)中的马来分支，《民族学》和

《人类分子生物学》的最新科研成果证明：东南亚和东北亚的语

系语意的个别融通和古人类骨化石检测有遗传基因的重合现象，

从而得出“古人类由南沿海徙迁而北”的充分认定。苗族除具有

蒙古人种的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珠、眼睑发达外，再则大体身

材精干强悍，枕骨和颧骨凸现．属于典型热带或亚热带中国南部

居民生理特征，而非土著暖温带中国北部居民生理特征，这足以

说明早期苗族先民是由东南亚向东北亚迁延拓展的。时于中国有

藉可考之初，苗族先民随同蚩尤为首的“九黎”部落集团，在与

“炎黄”部落集团“逐鹿中原”的战争中败北，而后产生历次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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