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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神 奇 绿 洲

一、本志坚持以党的民族政策为指导，比较详细地记述了县境14个民族乡的少数

民族源流、社会结构、语言文字、习俗、信仰、文化、文物、工艺、教育、医药、体

育、人物等。民族工作和民族乡亦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载。地理和经济仪作简要记述。

二、本志所言“民族”一词，系“少数民族”的简称。

三、绥宁县的疆域从古至今作过多次调整。为了客观反映县境少数民族的历史，

本志所述人、事，一律以当时的境域为准。

四、“人物”。坚持逝者立传，生者写录，资料不足者入表，记述中以事系人。

如涉及汉族，该人员必须为少数民族作出较人贡献方才述及。入选标准：职务为副县

(团)级以上，职称为副高级以上，荣誉为获省人民政府奖励以上，人大代表和政协

委员为省级以上。为避免重复， “传”、“录”已载的人物，“表”不再列入。“人

物录”以长期居住县境人物为主。

五、为节省篇幅，“民族事务委员会”简称“民委”， “民族宗教事务局”简称

“民宗局”，“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简称“发改委”，“中国共产党”简称“党”，

“中共绥宁县委员会”简称“县委”，“绥宁县人民政府(人民委员会)’’简称“县

政府(人委)”， “绥宁县境内”简称“县境”或“县内”， “14个民族乡区域”简

称“民族区域”或“民族地区”。

六、志中所言“青坡”，系河口苗族乡、麻塘苗族乡、联民苗族瑶族乡、枫木

团苗族侗族乡在旧时的总地名。其全称，明朝为青坡巡检司(司署设置在今枫木团苗

族侗族乡乡政府所在地，约于明代早期迁建于武阳老街，但辖地不变)，清朝为青坡

里(里址同上)，民国为青坡乡(乡公所设于今麻塘苗族乡的溪口)，新中国相继称

八区(195l一1955)、河口区(1955—1985，区政府设于今河口苗族乡乡政府所在
一地)。1985—1990年先后建立上述分F百族；_——————————————～—卅偶D

七、时间表述。封建社会用皇帝纪年括注公元，民国时期用民国纪年括注公元，

新中国直用公元。纪年和农历月日用汉字，公元和公历月日用阿拉伯数字。

八、时间断限。上迄事物发端，找不到发端的尽力往前溯；下至2009年12月底。

九、民族语言的标音，采用国际音标注音。

1



2
I

6⋯觚
序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我省是一个多民族省份，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独特历史

和璀灿文化。真实地准确地记载各个少数民族在旧社会的苦难经历和不屈不挠的反压

迫斗争，记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走“共同团结奋

斗、共同繁荣发展”道路，记载各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中创造出来的富有民族特色的

光辉灿烂的文化，使之世世代代传承下去并不断发扬光大，是我们广大民族工作者弘

扬民族文化的光荣艰巨的历史任务。前些年来，我省各地民族工作部门陆续编纂出版

了一些民族史、民族志和民族文化丛书，在弘扬各个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方面作出了

可贵的尝试。这种工作应该继续开展，以期出现更多更好具有历史价值的珍贵资料性

著作，在资治、存史、教化方面发挥特殊功能，为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

域自治，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促进各民族共

同奋斗、共I司繁荣、共同发展做出贡献。

我浏览了《绥宁民族志》稿，在这个少数民族人口过半却凶各种原冈没有建立民

族自治县的地方，以数十万言和数百张照片的宏大篇幅，全面反映了绥宁县一千多年

来，各个少数民族的大事记、地理环境、民族源流、反压迫斗争、社会结构、语言、

文字、习俗、信仰、文化、文物、工艺、教育、医药、体育、经济、人物等内容，也

记述了该县为加强和推进民族工作所做的努力，称得上是该县少数民族的百科全书。

这是一种新的尝试，各地在编纂民族史、民族志、民族丛书方面可资借鉴，以便在弘

扬民族文化促进民族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探索出更多更好的方法。

湖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二o o九年十二月 砂汪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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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绥宁民族志》经过撰写人员几载辛劳，数易其稿，今天终于付诸出版与大家见

面了，这是绥宁36万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厥功甚伟，功绩可彰。

绥宁古系苗疆要区，百家聚居，世代繁衍。苗、侗、汉、瑶等多民族在这片古老

的土地上披荆斩棘，患难与共，同舟共济，共同奋斗，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劳创造了光

辉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形成了多姿而独特的民俗风情。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

各民族和睦相处，互相尊雹，互相学习，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溶为血肉相连、生死

相依、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千年风雨沧桑，世事艰辛变化，绥宁各民族书写了一个

又一个战天斗地、人定胜天的奇迹，成就了质朴强悍、言出必行、甘于奉献、团结互

助的民族品格和人文精神。毋庸置疑，这种别具魅力的民族品格和人文精神，必将在

建设生态经济大县的伟大实践中展示日益强大的力量。

《绥宁民族志》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进步为指

针，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如实客观地对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

等方面的历史与现状作了翔实而生动的记述。全书分地图照片卷和文字卷，设18章105

节，囊括了我县少数民族的大事记、地理环境、民族源流、反骶迫斗争、社会结构、

语言、文字、习俗、文化、信仰、文物、-T艺、教育、医药、体育、经济、人物以及 、民族乡、民族工作等内容，划蕊瘭夏禹孑1磊百再i■苯葡萄弼■孺霞霹轩E1蚕耐Z多民族乡、民族工作等内容，划鼠滁万字，图文并茂，体例创薪，溶资料性、思想性■弋：：／
科学性、可读性于一体。它作为绥宁县的第一部民族志，为绥宁民族文化的绵延赓

续，为形成民族文化共识打造了一个平台，也为各级领导决策提供了历史依据，对研

究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极具参考价值。透过《绥宁民族志》的一字一句，一图一

表，我们似乎可以看到民族志的编纂者一灯如豆、字斟句琢、专心致志的身影，似乎

可以体味到民族的图腾烙印在每一个编纂者的心灵里，民族的灵性渗化在每一个编纂

者的血液中。

察今鉴古，知兴衰，明得失。志书有“存史、资治、教化、育人"之功能。民族

志书出版后，全县广大干部群众，尤其是领导干部，均应认真读民族志，用民族志，

为民族融合服务，为共同实现致富奔小康服务，为加快推进建设生态经济大县迈上新

台阶而努力奋斗!

谨以为序。

中共绥宁县委书记

绥宁县人民政府县长

二o o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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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宁，

人烟区九溪

又是块古老

、代代崇拜始

载： “地僻

族习俗和民族文化活动都还保存着较多的远古特征，

楚文化向大西南退移的最后一块遗存地”。

存，在黄桑坪苗族乡无

的图腾遗存物。绥宁，

苗地，这里的人们世世

版《绥宁县志》明确记

⋯”。今天，传统的民

宁县被专家认定为“古

绥宁，是一个散居少数民族人口大县。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县境居住着

20个民族，其中少数民族19个；总人口339235人，其中少数民族201144人，占总人口

59．29％。少数民族中，苗族184784人，占少数民数总数的91．87％，侗族13973人，占少

数民族总数的O．7％。从1984年起，绥宁县多次申请成立民族自治县。1992年5月6日，

湖南省人民政府呈报国务院撤消绥宁县，建立绥宁苗族侗族自治县，但因种种原因一

直未获国务院批准。2006年6月2日，省人民政府同意将绥宁比照民族自治县，在财政

转移支付和扶贫开发工作方面予以倾斜。

县内各个民族如同兄弟姐妹共居在绥宁这个大家园里。家园面积2926．67平方公

里，处于湘黔苗疆东部前沿。在封建社会里，朝廷每次征剿苗区，绥宁县总是首当其

冲，因此，被清朝政府称为“苗疆要区”。处于雪峰山脉与南岭山脉余脉八十里大南

山结合部的巫水是县境最大河流，古代叫雄溪，系五溪之一，所以这一带地方的居

民被史书称为“五溪蛮”：巫水也叫祖籍江，系古代居民为纪念先祖而命名，久而久

之，谐音演变为竹舟江；又叫黄石河，因为河道流经的长铺子古代称黄石。县境大部

分坐落在巫水右边的雪峰山脉上。山脉分成中、东、西3支。中支为主脉，把县境分

隔成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和东部(汉族和少数民族杂居区)两大块。西部(实际

是县境的西部和南部)最宽，占全县总面积67．63％，属沅江流域，山高谷深，树密

田少，人口稀疏，人们习惯叫南片，被划分成14个民族乡，人口以苗族为主。远在战

国时期，骆越人被迫由江浙沿海向南迁涉至岭南(今广东、广西一带)，其中一支向

北翻越南岭进入湘西南，他们的部分后裔成为今日绥宁县境的侗族。东汉时期，部分

居在洞庭湖西部的五溪蛮人(系三苗后裔)在朝廷的多次征剿中，被迫溯沅江而上，

进入五溪地区，其中一支定居在雄溪(今巫水)中游一带，与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

土著人融合，成为县境苗族的先祖。巫水之所以曾经称作祖籍江(竹舟江)，原因就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