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霉蓑缝溪意

懿I『蒸囊|1鋈

一一i．豢溱羲誊霉攀攀菇豢瑟袭潼

。n一+———一⋯～一+—l一一⋯一。



零陵地区志

民族志

零陵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编



《零陵地区志·民族志》

编纂机构及人员

领 导 小 组

组长：韦代瑛

副组长：盘心洪

成．员：唐盛明李农妹

编 辑小 组

主编：盘心洪

编辑：盘心洪李农妹唐盛明

资料■雾瑟乐]萌丽盘心洪
赵飞 陈志国 邓国辉

图片征集：盘心洪

校对：盘心洪唐盛明赵飞

修改：何中安

审稿：丁步宁蒋明亮



零陵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图



▲天下瑶族第一殿一一江华盘王殿。

▲江华沱江豸山寺。

▲江永千家峒大白水瀑布。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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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田门楼下瑶族未婚青年。 ▲瑶妹出嫁习《



▲吊脚楼的新用途。



▲民族地区乡乡通公路。

图为蓝山汇源瑶族乡公路。

．Y t

r≤菩秀蠹赫 ▲山区小水电。

▲移山填“海”建市场。

图为双牌上梧江生姜批发市场。



▲江华职中电脑教学。



▲美国瑶学会成员与零陵瑶族

群众用瑶语交谈．

▲本志编撰者在宁远县九疑山

瑶族多考察。(左为盘心洪，右

为唐盛明)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一部反映零陵地区古今瑶、壮少数民族变革的《零陵

地区志·民族志》问世了。这是零陵自秦置郡以来的第一

部民族专业志，值得庆贺。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编纂《零陵地区志·民族志》是

时代的要求，是全区少数民族人民的夙愿，也是我们民族

工作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零陵是一个多民族居住的地

区，据1995年统计，全区除汉族外，有35个少数民族，人口

47．59万人，占全区总人口8．9％，其中瑶族45．45万人，占

少数民族人口95．5％；壮族7 1．67万人，占少数民族人口

3．5％，其他少数民族人口4735人，占少数民族人15 1．

09％。瑶族与壮族为土著民族，历史悠久。瑶族先民早在

秦汉时期就入境零陵地区居住，唐时开始“著籍”。壮族元

末明初由广西入境，清同治时才准入籍。在长期的历史时

期，瑶、壮族人民过着游耕狩猎，“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

流离生活。封建统治者对其进行残酷剥削和压迫，使之饱

受欺凌。富有勤劳勇敢和反抗斗争精神的瑶、壮族人民，

与历代封建统治阶级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制定和实行民族平等政

策，采取多种措施进行扶持，瑶、壮民族的经济和各项社会

事业获得迅速发展，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获得了较大改



善和提高。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社会主义新型民

族关系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零陵地区志·民族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实事求是记述全区瑶、壮民族政

治、经济和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全志分概述、大事记、瑶

族、壮族、民族工作、人物和附录共4篇17章63节，约20

万字。本志资料比较翔实，史实准确，特点突出，集思想

性，资料性，科学性于一体。它为各级领导系统地全面地

了解和认识瑶族和壮族的历史及现状，更好地贯彻落实党

的民族政策提供依据；为广大民族工作者做好民族工作提

供历史借鉴。一卷在手，观今鉴古，资治教化，大有裨益。

编修民族专志，是在零陵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及其

办公室的指导下，地区民委党组以及地改市后的永州市民

委领导把修志作为大事来抓，各县(市)民委、民族办给予

了大力支持。民族志编纂人员，广征博采资料，反复推敲

修改终纂成书。在此，谨向修志人员和指导民族志编纂、

审稿人士，表示衷心感谢!谨此片言，当以为序。

永州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李 宏

二oOO年十月



凡 例

一、《零陵地区志·民族志》的编纂，是以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按存真求实原则，记述零陵

地区少数民族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按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原则，上限一般起于事

物发端，下限到1995年，个别事件向后延伸，其中副处以

上少数民族干部名录截止1999年。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体裁，以文为主，

文图文表相依。

四、本志采用横排竖写，设篇章节目层次。前有概述、

大事记，中设瑶族、壮族篇：后设民族工作综合篇和人物

篇。
．

五、本志行文用第三人称，一律用规范简化字，采用语

体文，引用古体文加引号。

六、文内有称新中国建立前后，系指1949年10月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之简称；有称解放前后，系指

零陵地区1949年10月至11月各县解放前后的简称。有

称“民国”和“民国时期”，系指中华民国之简称。

七、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先书朝代年

号，夹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

年。



八、本志机关团体名称均用当时名称；地名，按当时具

体名称书写，如有变更夹注新名称。人名直书其名，不冠

“同志”、“先生”称呼。

九、本志有称“民族地区”，系指江华瑶族自治县和散

居瑶、壮民族乡范围。

十、本志凡表示数量的一律用阿拉伯字，习惯用语、词

汇、成语、专项名称和表述性语言，均用汉字。

十一、计量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按国家统一

的计量单位书写。新中国建立前，按历史计量单位照实书

写。

十二、立传人物按生不立传原则收录，顺序按卒年先

后排列。

十三、本志资料来自省、地档案馆、省民委民族研究所

及各县(市)民委档案室等，还收录了部分正史、旧志、专

著、民间家谱以及口碑资料，所记史料均经考证核查，文中

不再一一注明资料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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