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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茹文雅(1985"-；1988)，石永嵩(1986-'-．-1988)。吴桂珍(常务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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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稿小组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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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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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云(1982-'-．'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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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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谌爱德(1985～1987)韩西中(1985,-．"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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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正炽 田景阳 刘壮韬 吴厚生 陈启迪揭伯屏’，滕建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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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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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资料及编写初稿人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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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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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祖春

‘凤凰县志》已经撰写成册，这是参加此项工作的有识之士集体努力的成就，在凤凰

文化建设中，．这是一件大事情。 ，。 j
‘

，

7

这是凤凰县人民政权建立以后编纂的第一部县志，它与旧中国的县志根本区别在于，

它歌颂的是人民政权和人民的建树。
7

，

一， 、这本县志出版以后，我想，如果能够请中学老师用通俗的语言将它的主要内容作为

． 一种辅助课程，向全县初中学生讲解’(包括组织参观和游览)，对于培养和激发他们的爱

．．国热情，增加他们对于乡土的理解，认清家乡的社会历史发展真实的全貌，无疑将是很
J

．有益的。j
， 。’

‘

，， ，‘ 、．．

．二我出生于凤凰，可惜离家太早，然美丽的家乡至今眷恋难忘。凤凰影响我一生。。

。 有一次，一位大学生同我交谈剑国内改革时这样问莸，你们老一辈人为什么总喜欢

‘作纵的比较，而不作横的比较?我理解他发问的意思。我说，‘这两种比较都不可少，同

过去比较才能看到自己的进步，增强信心和决心：但若果不同发达的国家比较，看不见。

世界上先进的东西，就会抱残守缺，不知进取。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如果不图早

‘日实现现代化，那是最可怕的，也是一种羞辱。所以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采

取了开放搞活的改革方针。 ：
7

对于凤凰的社会发展，我想大体上也应作如是观。
’’

。

今日的凤凰，跟旧中国时期由封建军阀官僚地主统治那种暗无天日的状况相比，简’

直是另一个世界。这块美丽的土地归还了人民；而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在各

方面做出了巨大的成绩。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是同时还得承认我们犯过二些错误，

因而人民生活水平还不高，建设仍然落后，我们肩上还有很重的担子，有许多工作亟待
’

去做。一面在前进，一面还有不少困难需要克服。胜利从来是在困难情况下经过斗争， ．。

一个一个取得的。家乡的建设也不会例外。

√ 我们的家乡是美丽的。我相信，全县各民族人民一定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

和睦相处，同心同德，努力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人民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让全世

界都知道伟大的中国有一个美丽的凤凰。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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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光海

新中国成立后编纂出版的第一部《凤凰县志》是凤凰县文史工作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新《凤凰县志》向人们展示了凤凰一个历史时期的状况，对于后人了解这段历史，借鉴厉

史经验，开发利用人力物力资源，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凤凰，提供了内容丰富的珍

贵资料，其意义十分重大深远。 、 ．。 ．

’

新问世的《凤凰县志》，既不是旧厅志的续编，也不是断代史的郁充。．它是风凰县的．
、

，’ 第一部社会主义方志。编纂者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段历史时期中在凤 ．

凰发生的重大事件，根据凤凰是一个以苗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聚居地的特点，运用历史

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正本清源，详今略古，突出地方特色，把新中国

成立后，全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当家作主，奋发图强，’进行社
‘‘。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史实以及取得的成就为重点，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物产，

’资源等各方面，作了比较全面如实的记述。

凤凰，是一个以苗族为主包括土家族，回族、汉族的民族聚居地，苗族人口占全县

50．34％，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推行民族歧视政策，这里的少数民族，特别是苗族人民遭

受着较之一般民众更为深重的压迫。自清代以来，封建统治者为镇压苗族人民的正义斗

争，在凤凰的军事机构不断升级，除行政置厅，县外，还设有湖南分巡辰沅永靖兵备道’；

和镇竿镇，其镇、道台大员都是朝廷命官，4总理苗疆边务坤，权势所达，西掖黔东北，东。

制上湖南，凡32县。于是，上至王侯贵族，下至黎民百姓，或官或兵，或工或商；皆云 一

集而至。这对当时凤凰人民，‘特别是苗族人民来说；在军事上和政治上是一种莫大的压

力，苗族人民作出了牺牲，但由于人来物往，艺传技授，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对促进‘

地方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人才的造就，客观上也．起到了有益的作用。在风云变幻的历

史长河中，僻处一隅的凤凰，人才蔚起，涌现出许多有影响的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
’

，历史塑造了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凤凰，造就了一群坚韧不拔，敢于斗争，富于智慧和创

． 造的凤凰人，既为山河生色，也为我们修志增添了光彩。’． ．，

司马光在著‘资治通鉴》时写道，。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我们今天纂修《凤 ，

．， 凰县志》，其目的意义更为深远。随着时间的推移，再过十年二十年，乃至百年千年，后 、

人查阅此书，倘若能对繁荣凤凰，甚至对国家民族有所裨益，也就是我们的心愿了．
一

’

-⋯·．’ 一’ ． 1988稿月2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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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凤凰曾三次修过厅志。有乾隆本、道光本，光绪本传世。旧《凤凰厅志》同于

、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和大民族主义的观点，用很大篇幅记载镇压、绥靖，防范苗族人民‘

的史实，把境内苗族人民反民族压迫的斗争诬为叛乱；更抹杀了境内其他少数民族的存
●

在。 ， ：
’，’

、 ．这次新修的《凤凰县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据实记叙了历史的

真实面貌，特别是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全县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建设家园，贡．．‘

献国家，推动历史前进的英雄史绩，作了翔实的记载，反映了各民族平等的地位，并专

+’·篇介绍了少数民族的民情风俗。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提供了宝贵

． 的史料。。
、

，

+．
一

，在封建社会里，民族压迫是极其残酷的：统治阶级人为地制造民族隔阂，特别是明

代万历年问，修筑了百余里的“边墙”，对蛰居湘西一隅的苗族、土家族及其他少数民族，
’

。封锁隔离，使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发展非常缓慢，生活极端贫困。新中国成立后，中
’

国共产党制定并推行了平等、团结，互助、共同发展繁荣的民族政策。1952年成立了湘西苗

族自治区，1957年成立湘西土家族苗族tl治州，各族人民从民族压迫桎梏中解放出来。’ ．

在国家扶持、兄弟民族支援和境内各民族的共同努力下，短短的36年，谱写了崭新的凤

凰县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史，历史上的“边墙”彻底坍塌了。
’

‘

然而，境内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方面仍处于落后地位。要消除这种历史陈迹，全县
一 ’各族人民必须进一步团结奋斗，井在国家扶持和兄弟民族的帮助下，迅速发展自己的经

，．济文化。只有与先进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差别逐步消除了，真正的民族平

等才能最后实现。这就需要我们这一代以及今后若干代作不懈的努力。愿全县各族人民

月．8午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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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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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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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本志取事，上限至事物在本县的发端，但历史长远者只上溯至康熙三十九年
’

(1700)建厅为止：下限写至1985年。 ，‘

·，
，．‘

、

+． 二， 本县在清代修过三次厅志，本志非续志，力求贯通古今，但以现代为主，详今，
～

。
●

略古。
．一 、， ．· ．’

三， 本志有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以志体为主。除概述、大事记，
’

． 附录外，设lo个篇，篇下分章，节，目，子目。凡具有地方特色的事物，力求详述。

四，’‘志首设概述，综叙全县的概况和特点，以总摄全志，为全志之纲。除地理，人

物等篇外，其余各篇在篇首以概述式的短文总摄全篇。一 ，

· 五， 大事记纵贯古今，置于概述之后，为全志之经。凡届本县历史上影响较大的事 ‘

均予记载，以编年体为主，辅以纪事本末体。’

六， 本县是少数民族地区，特设《民族篇》以反映少数民族的风俗民情，其经济、

政治，文化则散见其他各篇，避免重复。 ．，

’

：七、 人物篇坚持“生不立传”原则。只选择本籍各界影响较大的人物入传。、入传

人物的顺序按卒年排列。 ，．9

7

·

一 八、 各项事业均以事归．类，7不受管理部门的局限。
7

九， 有些地名先后有变更，一般采用事件发生时所用的地名，并注以现名。’

十， ．本志所用数据均系由凤凰县统计局提供，统计局缺的则采用有关单位数字。

凡录用的档案资料与口碑资料，一般不另注出处。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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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目 录

概述⋯⋯⋯?⋯．．．⋯⋯⋯⋯⋯⋯．．．’’?⋯⋯⋯?⋯·■‘j⋯⋯⋯¨_⋯。(1．>
大事记⋯⋯⋯⋯⋯j⋯⋯⋯⋯⋯⋯⋯⋯⋯⋯w⋯⋯⋯⋯⋯⋯⋯·j⋯⋯⋯。⋯⋯⋯(7)

一．
’、．‘ 第roll篇 地 ．理， ’．． ，，．。‘

●
．

’

．

4第一章县域和行政区划⋯⋯⋯⋯⋯⋯⋯⋯⋯⋯⋯。⋯．．．．⋯⋯⋯⋯。⋯⋯¨⋯(29)

+．第一节位置面积⋯⋯⋯⋯．．．⋯⋯-．．⋯⋯‘⋯⋯⋯⋯⋯⋯⋯⋯⋯⋯⋯⋯⋯⋯”(29>
、： ?第二节建置沿革⋯⋯⋯⋯⋯⋯⋯⋯⋯⋯⋯⋯⋯⋯⋯⋯⋯一⋯⋯⋯⋯⋯⋯⋯(29)

，。 ’第三节行政区划⋯⋯⋯⋯⋯．．．⋯⋯⋯⋯⋯⋯⋯⋯⋯．．．⋯⋯⋯一⋯⋯⋯⋯⋯(30)

第四节县城⋯⋯⋯⋯⋯⋯⋯⋯⋯⋯··i⋯⋯⋯⋯⋯⋯⋯一⋯⋯⋯⋯⋯⋯⋯⋯(32>
。

． 第五节区乡概况··：⋯⋯⋯⋯⋯⋯⋯⋯⋯⋯⋯：⋯⋯⋯一．⋯⋯⋯⋯⋯⋯⋯⋯⋯(35)

第二章自然条件⋯⋯⋯⋯．．．⋯．⋯⋯⋯．．．⋯⋯⋯⋯⋯⋯：⋯．．．⋯⋯．(39)

第一节。地质，地貌⋯⋯⋯⋯⋯⋯：⋯⋯⋯⋯⋯⋯⋯⋯⋯⋯⋯一⋯⋯⋯⋯”(39)
’

第二节气候’⋯⋯⋯⋯⋯⋯⋯⋯⋯⋯⋯⋯⋯⋯⋯⋯一⋯．．．_⋯⋯⋯⋯⋯·j·(42)

，第三节水文⋯⋯⋯⋯一一一．，⋯⋯⋯⋯⋯⋯⋯⋯⋯⋯⋯⋯⋯⋯：⋯⋯⋯⋯·(45)

第四节土地资源⋯⋯⋯⋯⋯⋯⋯⋯⋯⋯⋯o⋯。⋯·：⋯⋯⋯。⋯⋯。⋯⋯一(49)

第五节生物资源⋯⋯⋯⋯⋯⋯⋯⋯⋯⋯⋯⋯⋯⋯⋯⋯⋯·⋯。⋯⋯⋯⋯⋯·(50)

第六节矿藏资源⋯⋯⋯⋯⋯⋯⋯⋯⋯⋯⋯⋯⋯⋯⋯⋯⋯’一·。-⋯_⋯：⋯·(52)

第三章名胜⋯⋯⋯⋯⋯⋯·．『⋯⋯⋯⋯⋯⋯⋯⋯⋯⋯··?⋯～-一。⋯⋯⋯．：⋯．(53)

第一节凤凰古城⋯⋯．⋯一⋯⋯⋯⋯⋯⋯⋯⋯⋯⋯⋯⋯⋯：⋯一⋯⋯⋯⋯e⋯·(53)

．第二节’奇梁洞⋯⋯⋯⋯⋯一．⋯⋯⋯⋯⋯⋯．．．⋯⋯_⋯⋯⋯⋯⋯⋯一．．．⋯⋯⋯(54)
， 第三节黄丝桥古城⋯⋯⋯⋯⋯⋯⋯⋯⋯⋯⋯⋯⋯⋯⋯⋯一⋯⋯⋯⋯o⋯·：(54)

_第四节其他⋯⋯⋯⋯⋯⋯⋯⋯⋯⋯⋯⋯⋯⋯⋯⋯⋯⋯⋯⋯⋯⋯⋯⋯⋯-．．(55)

、第四章自然灾害_⋯⋯⋯⋯⋯⋯⋯⋯一⋯⋯·’⋯⋯⋯_⋯⋯⋯⋯··：．．．⋯⋯⋯．．．(56)

第一节夏秋千旱⋯⋯⋯⋯⋯o⋯⋯．：．⋯⋯⋯⋯⋯-⋯⋯⋯．．．⋯⋯⋯⋯···(56)
、

第二节病虫害⋯⋯：⋯⋯⋯⋯⋯⋯⋯⋯⋯⋯⋯⋯⋯一一⋯⋯⋯⋯⋯⋯¨：一(56)

，第三节低温冷寄⋯⋯⋯⋯⋯⋯⋯⋯⋯⋯⋯⋯⋯⋯⋯⋯⋯一⋯．．．⋯⋯⋯⋯(57>

。。 第四节暴雨山洪⋯⋯⋯⋯一⋯⋯⋯⋯⋯⋯⋯⋯⋯⋯⋯⋯⋯_⋯⋯⋯⋯⋯(57)



’

t
，

●

，

’
．

·

’

第五节、大风冰雹⋯⋯⋯⋯⋯。⋯⋯⋯⋯⋯⋯⋯⋯⋯⋯⋯⋯⋯⋯⋯⋯⋯⋯⋯(58)．
、

，
’

，

第二篇．农业、乡镇企业 ，：、
-

， -，

‘

，，’。 第一章。土地制度⋯⋯j⋯⋯⋯⋯⋯．．．⋯⋯⋯⋯．．：⋯⋯⋯⋯⋯⋯⋯⋯⋯，-⋯⋯(61)

、 一第一节封建土地制度’．．、．⋯⋯_⋯⋯⋯⋯⋯．．．⋯⋯⋯⋯⋯⋯⋯⋯⋯⋯⋯⋯(61)’

一第二节农民个体所有制⋯⋯⋯⋯··：⋯“·：⋯⋯⋯⋯⋯⋯⋯⋯⋯⋯⋯⋯⋯·(62)．

第三节集体所有铡⋯⋯⋯⋯⋯⋯_⋯⋯⋯⋯⋯⋯⋯⋯⋯．．⋯⋯⋯⋯⋯⋯一(63)

第四节全民所有制⋯⋯“．．．⋯⋯⋯⋯．．．⋯⋯?⋯⋯⋯⋯⋯⋯⋯⋯·JII,O O⋯⋯(64)

第五节经济体制改革⋯⋯⋯⋯⋯⋯⋯⋯⋯⋯．．．．．．⋯⋯⋯⋯⋯⋯∥⋯⋯⋯(65)

第二章种植业⋯⋯⋯⋯⋯⋯⋯⋯⋯．⋯⋯：．．．一⋯：⋯⋯⋯．j⋯⋯⋯⋯⋯⋯⋯·(66)

第一节粮食作物⋯⋯⋯⋯⋯⋯⋯⋯⋯⋯⋯⋯⋯⋯⋯⋯⋯⋯⋯⋯⋯⋯⋯⋯⋯(66)

． 第二节．烟草⋯⋯⋯⋯·?⋯⋯⋯⋯⋯⋯一?⋯¨．⋯⋯⋯“．⋯⋯⋯⋯⋯⋯⋯⋯．．．⋯(70)

． ‘第三节其他经济作物⋯⋯⋯：：⋯⋯⋯⋯，·-⋯⋯⋯⋯⋯⋯⋯⋯⋯⋯⋯⋯·：⋯·(72)

第三章林业⋯⋯⋯·．1．⋯h⋯⋯⋯⋯⋯⋯⋯·：．．．_⋯-：⋯⋯：··：⋯⋯⋯⋯⋯：⋯．．．．．．(75)．

第一节营林⋯⋯⋯．．．⋯⋯．．．·：⋯⋯⋯⋯⋯．．．⋯．．．⋯⋯⋯⋯⋯⋯⋯⋯⋯⋯⋯·(76)
、 j第二节护林⋯”j⋯⋯⋯⋯··’⋯⋯⋯⋯⋯⋯⋯⋯⋯．⋯⋯⋯⋯⋯⋯⋯⋯?⋯⋯··(77>

第三节林产品⋯⋯⋯⋯⋯·：⋯⋯·：⋯⋯⋯⋯⋯⋯⋯⋯⋯⋯⋯⋯一、⋯⋯⋯⋯⋯(79)

第四节林场⋯⋯⋯⋯⋯⋯⋯⋯⋯·：⋯⋯⋯⋯⋯‘：⋯．．．⋯⋯⋯⋯．．．⋯。一⋯⋯‘(80)

第四章养殖业⋯⋯⋯⋯⋯⋯：⋯⋯．．．⋯一⋯⋯⋯⋯⋯：⋯⋯⋯⋯⋯⋯⋯⋯一(81)

第一节j湘西黄牛⋯⋯⋯⋯’⋯⋯⋯⋯⋯⋯⋯⋯⋯⋯⋯⋯⋯⋯⋯·^⋯．．．⋯⋯⋯(81)

第=节牲猪⋯⋯．．．⋯⋯⋯⋯⋯⋯⋯⋯⋯．．．⋯·7⋯⋯⋯⋯⋯⋯．．．⋯⋯⋯⋯⋯(82)

’．第三节山羊⋯⋯⋯⋯⋯⋯⋯⋯⋯⋯⋯⋯⋯⋯⋯⋯⋯．．⋯⋯⋯“譬⋯⋯⋯⋯···(84)

’々 第四节家禽⋯⋯⋯⋯⋯⋯⋯⋯⋯⋯⋯⋯⋯⋯-⋯··：··：⋯⋯⋯⋯⋯⋯⋯⋯⋯(84) ．’

．．

’． 第五节渔业⋯⋯⋯⋯⋯⋯⋯⋯⋯⋯⋯·?⋯：⋯⋯⋯⋯⋯⋯⋯⋯⋯⋯⋯⋯⋯⋯(85)

第五章水利⋯⋯．．．⋯⋯⋯⋯⋯⋯⋯⋯⋯⋯⋯⋯⋯⋯⋯⋯⋯⋯⋯⋯⋯⋯⋯⋯⋯(87)

，．‘ +第一节．农田水利⋯⋯⋯⋯⋯⋯⋯．．．⋯⋯⋯?⋯⋯⋯．．⋯⋯。⋯··j⋯⋯⋯⋯-(87)

。第二节农村人畜饮用水⋯⋯⋯⋯，⋯⋯_‘’：⋯⋯·‘：⋯⋯⋯⋯．．：⋯⋯⋯⋯⋯⋯‘(．92)’t
‘

第兰节水利管理⋯⋯⋯⋯⋯⋯⋯～■一，⋯⋯⋯⋯⋯一。⋯⋯⋯⋯⋯-．．⋯⋯“j(§2) ，

、 ·第六章农业机具⋯⋯⋯⋯⋯⋯⋯·j⋯⋯⋯⋯⋯⋯⋯⋯⋯⋯^⋯⋯⋯⋯⋯⋯⋯-(97·)‘

．．
。第一节耕作机具⋯⋯⋯：⋯⋯?⋯⋯⋯⋯i⋯⋯⋯⋯⋯⋯⋯⋯⋯?⋯⋯⋯⋯⋯··(97)

．第二节植物保护机具⋯⋯⋯⋯⋯⋯⋯⋯⋯⋯⋯⋯⋯⋯⋯⋯⋯⋯．．．⋯⋯⋯⋯(98)
1‘ 第三节脱粒机具⋯⋯⋯一“⋯⋯⋯⋯⋯。⋯⋯⋯⋯一⋯⋯⋯⋯⋯⋯⋯⋯⋯一(．98)．’，

。’

第四节农副产品加工机具⋯⋯⋯⋯⋯⋯⋯⋯⋯⋯⋯．．．⋯⋯⋯·：·：·：⋯⋯⋯⋯(99)’ ，

． 第七章乡镇企业⋯⋯⋯⋯．．．⋯⋯⋯⋯⋯⋯⋯⋯⋯⋯⋯⋯⋯⋯⋯⋯⋯⋯⋯⋯．．．(100)
。 ’ ‘

· 2 ·
。

7

， ．‘

‘

’

、

，

、一 ，

一 、

，．
●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

’
，

第一节建筑材料，建筑业⋯⋯⋯⋯⋯⋯⋯⋯⋯⋯⋯⋯⋯⋯⋯⋯⋯⋯⋯⋯⋯(1(1)

第二节食品加工业o⋯⋯，⋯⋯⋯⋯⋯⋯⋯⋯⋯：⋯⋯，．．．⋯⋯⋯⋯⋯⋯．．⋯⋯(101)

第三节商业，服务业⋯⋯⋯⋯⋯o⋯⋯⋯⋯⋯⋯⋯⋯⋯一：⋯⋯⋯⋯⋯⋯．．．(102)

。．第四节‘运输业⋯⋯⋯⋯⋯⋯⋯⋯⋯··j⋯⋯⋯⋯⋯⋯⋯⋯．．．．⋯⋯··．．．⋯⋯。⋯·(102)

第五节农村小水电⋯⋯⋯⋯⋯⋯⋯⋯⋯⋯⋯”⋯⋯⋯⋯⋯⋯⋯⋯⋯⋯⋯⋯·(102)

第八章农民生活状况⋯⋯⋯⋯⋯⋯⋯⋯⋯⋯⋯@@6 O@@0B⋯⋯⋯．．．⋯⋯⋯“j⋯(104) ，V

，

’

、
／

．
／

、 ‘

： 、

第三篇。工业、．交通、邮电、，城乡建设 _ 、

√ ．’ ．·

’．．第一章工业⋯⋯⋯一：⋯”：⋯⋯”：⋯⋯⋯⋯⋯⋯⋯⋯⋯⋯⋯⋯⋯⋯⋯⋯⋯⋯·(105) 、．

＼ 第一节铁器，木器，五金，制镜⋯⋯⋯⋯⋯⋯⋯⋯⋯⋯⋯⋯⋯⋯⋯⋯⋯⋯(107)

第二节纺织、编织，银饰，服装⋯⋯⋯⋯⋯j⋯⋯⋯⋯⋯⋯⋯⋯⋯⋯⋯⋯”(109)

第三节卷烟⋯⋯⋯·?·’⋯⋯⋯．．．．．．t⋯⋯⋯⋯⋯⋯⋯⋯⋯⋯⋯⋯⋯⋯．．．⋯⋯⋯(113)
一

．，第四节印刷⋯⋯⋯⋯⋯⋯⋯⋯⋯⋯⋯⋯⋯⋯⋯⋯⋯⋯⋯⋯⋯⋯⋯⋯⋯⋯⋯(113)

+· +第五节酿制⋯⋯⋯⋯⋯⋯⋯⋯⋯⋯⋯⋯⋯⋯⋯⋯⋯⋯⋯⋯⋯⋯⋯⋯·⋯⋯“(11”

’· 第六节采矿⋯⋯⋯⋯⋯⋯⋯⋯⋯⋯⋯⋯⋯：⋯⋯⋯⋯⋯⋯⋯⋯⋯⋯⋯j·：⋯··(115)
。

、第七节机械⋯⋯⋯⋯⋯⋯·?⋯⋯⋯⋯⋯⋯⋯⋯⋯⋯⋯⋯⋯．．．一⋯⋯⋯⋯⋯(11 8)
，”

‘ 第八节电力⋯⋯⋯⋯⋯⋯⋯⋯⋯⋯⋯⋯⋯⋯⋯⋯⋯⋯⋯⋯⋯⋯⋯⋯i⋯⋯“(119)
’

筅二章，交通运输⋯⋯⋯⋯一⋯k⋯⋯⋯⋯⋯⋯：⋯⋯⋯⋯⋯⋯⋯⋯．．．⋯⋯·(121)

．． ： 第一节古道⋯⋯⋯⋯·j⋯⋯⋯⋯·⋯⋯⋯⋯·：⋯⋯⋯⋯?⋯⋯⋯⋯．．．⋯⋯⋯··：(121>‘|、

第二节公路⋯⋯⋯⋯·：⋯。⋯⋯⋯⋯⋯⋯⋯⋯⋯⋯⋯⋯⋯⋯⋯_⋯⋯⋯⋯·(122)
。

一

、’? ’‘第三节铁路⋯⋯⋯⋯⋯⋯·j⋯⋯⋯⋯⋯⋯⋯⋯⋯⋯⋯⋯⋯⋯⋯⋯⋯⋯⋯⋯(124)_
第四节桥梁⋯⋯≯¨‘⋯⋯⋯⋯⋯⋯⋯⋯⋯⋯⋯⋯⋯⋯⋯⋯⋯⋯⋯⋯⋯⋯⋯(125)

，．‘ 第五节水上运输⋯⋯⋯⋯⋯⋯⋯⋯⋯．．-⋯⋯⋯⋯⋯⋯⋯⋯⋯⋯⋯⋯⋯⋯⋯(126)
7

第三章邮电⋯⋯⋯⋯⋯⋯⋯⋯⋯‘⋯⋯⋯⋯⋯⋯⋯⋯⋯⋯⋯⋯．．．-⋯⋯_⋯一⋯⋯(128)
’

第一节邮政⋯⋯⋯⋯⋯⋯⋯⋯⋯⋯⋯⋯⋯⋯⋯⋯-．．⋯⋯⋯⋯⋯⋯．．-一⋯⋯(128)，

第二节电信⋯⋯⋯⋯⋯⋯⋯⋯⋯⋯⋯⋯⋯⋯⋯⋯⋯_⋯⋯。⋯?～⋯⋯⋯⋯··(129>

第四章城乡建设：⋯．叮．．．⋯⋯⋯：⋯-⋯⋯⋯⋯⋯⋯⋯⋯··：⋯⋯⋯．(132)
第一节县城建设⋯⋯。⋯⋯”：⋯⋯⋯··?⋯⋯⋯⋯⋯⋯⋯⋯⋯⋯⋯⋯⋯⋯⋯··(132)

． ’第二节乡村住房建设⋯⋯⋯⋯⋯⋯⋯⋯⋯⋯⋯⋯⋯⋯⋯⋯⋯⋯⋯⋯⋯⋯⋯(134)

· ：。
、．’ 第四篇’． ，=口●¨I Fj

‘

商业，财政、金融-，

一_：笫一奄。商业⋯⋯⋯：⋯⋯¨⋯y⋯⋯⋯⋯⋯⋯⋯⋯⋯⋯?⋯⋯⋯⋯?⋯。⋯。’：⋯(13s)
j ·第一节．所有制⋯⋯⋯⋯⋯⋯⋯⋯⋯⋯⋯⋯⋯⋯一-⋯⋯⋯⋯⋯··：·：⋯⋯⋯一‘138)

●

●

●

．

。

· 3 。

’ ，
、●

一



、
．

，一
， ．

／

’第二节一．商品供应和收购⋯¨⋯⋯⋯⋯⋯‘⋯⋯⋯⋯⋯⋯t．．⋯⋯⋯⋯⋯⋯⋯．．(145)

第三节粮食经营⋯⋯“：⋯⋯⋯⋯⋯⋯⋯⋯⋯⋯⋯⋯⋯⋯⋯⋯⋯⋯⋯⋯⋯⋯(152)’，·

第四节饮食，服务行业⋯⋯⋯⋯⋯⋯⋯⋯⋯⋯⋯⋯⋯⋯⋯⋯⋯⋯⋯⋯⋯⋯(157)
、 第五节集镇市场·：⋯⋯⋯⋯⋯”：⋯⋯⋯⋯⋯⋯⋯⋯⋯⋯⋯⋯⋯⋯?⋯一⋯一(158)

、一第六节物价⋯⋯⋯⋯⋯⋯⋯⋯⋯⋯⋯⋯⋯·．、．⋯⋯⋯⋯⋯⋯⋯⋯⋯⋯⋯⋯．·(164)

第二章财政⋯⋯⋯⋯⋯⋯⋯⋯⋯⋯⋯⋯⋯⋯⋯⋯⋯⋯⋯⋯⋯⋯_⋯⋯(167)

第一节财政收入⋯⋯⋯⋯⋯⋯⋯一⋯⋯⋯一⋯·c：⋯⋯⋯⋯⋯⋯⋯⋯⋯一“(167> (

，第二节财政支出⋯⋯⋯⋯⋯-⋯⋯⋯⋯⋯⋯⋯⋯⋯⋯⋯t■⋯⋯⋯⋯⋯⋯．-(i75>

。，。第三章金融⋯⋯⋯⋯⋯⋯⋯⋯⋯⋯⋯⋯：⋯⋯⋯。⋯⋯⋯⋯⋯⋯⋯⋯⋯⋯⋯(178)
’ 第一节地方金融事业⋯⋯⋯⋯⋯⋯⋯⋯⋯．．．⋯⋯⋯⋯⋯⋯⋯⋯⋯⋯⋯⋯⋯(178)

·+ ’第二节国家银行事业⋯⋯⋯⋯⋯⋯⋯⋯⋯⋯⋯⋯⋯⋯⋯一。：⋯⋯⋯⋯⋯⋯⋯(181)， ‘．

： 第三节货币⋯⋯⋯⋯⋯⋯⋯⋯⋯⋯：⋯⋯⋯⋯⋯一⋯t：⋯⋯⋯⋯⋯⋯⋯⋯⋯(186)
： ’

。

．

／·
，

、

． 第五篇’政治，军事’ ·．、

‘
’

· ·
一

， ·

。， 第·章政党⋯⋯¨⋯⋯⋯⋯⋯⋯⋯⋯⋯⋯⋯_⋯⋯⋯⋯⋯⋯⋯⋯⋯⋯⋯⋯⋯(190)

第一节中国共产党风凰县地方组织⋯⋯．．．·：⋯⋯⋯⋯．．．⋯⋯．．-⋯⋯⋯⋯⋯·(190)

第二节中国国民党风凰县地方组织⋯⋯⋯⋯：⋯一⋯⋯⋯⋯⋯⋯．．．⋯⋯⋯”(198) j、

附·三民主义青年团凤凰县分团部⋯⋯⋯⋯⋯⋯?。⋯；⋯⋯·：⋯⋯⋯⋯··(199)‘
’

第二章地方国家权力机关‘⋯⋯⋯⋯⋯“．．．⋯⋯．．、⋯⋯．，：⋯⋯o⋯⋯⋯(201) ，

．． 第一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201)．

’， 第二节县人民代表大会⋯⋯⋯⋯⋯⋯⋯⋯⋯⋯⋯⋯⋯⋯⋯．．．“．⋯⋯⋯⋯⋯·(202)＼

、， 第三章行政机关⋯⋯一⋯⋯⋯⋯⋯”：⋯⋯⋯：⋯⋯⋯⋯⋯：⋯⋯⋯⋯⋯_⋯-．(206)

第一节凤凰厅⋯⋯⋯⋯⋯⋯⋯⋯．⋯⋯⋯山⋯⋯⋯⋯⋯⋯”：⋯⋯⋯⋯⋯⋯⋯(206)
7

第二节县政府⋯⋯⋯⋯⋯⋯⋯⋯⋯⋯⋯⋯⋯⋯⋯‘⋯⋯_⋯⋯⋯⋯⋯⋯一⋯(206)



1‘

第一节农民团体⋯⋯⋯⋯⋯⋯⋯⋯⋯⋯⋯⋯⋯⋯⋯⋯··：⋯．．一．⋯⋯·⋯⋯?¨‘(220)

第二节工人团体⋯⋯⋯⋯⋯⋯⋯⋯⋯⋯⋯⋯⋯⋯．．．⋯··．．．：⋯··：：⋯⋯■⋯一(220)
’

l第三节．青年团体⋯⋯⋯⋯⋯⋯⋯⋯⋯⋯⋯⋯⋯⋯⋯一⋯⋯·：··?·：”：⋯：⋯·：”(221卜
． 附少年先锋队⋯⋯⋯⋯．．．⋯⋯⋯⋯⋯：⋯⋯⋯．．，⋯⋯⋯“：“?·一：⋯⋯⋯·。(222)‘

。第四节妇女团体⋯⋯⋯⋯⋯⋯⋯⋯⋯⋯⋯⋯⋯⋯⋯⋯⋯⋯⋯⋯⋯·j⋯⋯⋯。(222)
一 第五节工商团体⋯⋯⋯⋯⋯⋯⋯：⋯⋯⋯⋯⋯⋯⋯⋯⋯⋯⋯⋯⋯⋯⋯⋯⋯．．(223)

第七章军事⋯⋯⋯．．．．⋯⋯⋯⋯⋯⋯⋯⋯⋯⋯⋯j⋯⋯⋯⋯⋯⋯⋯一：⋯⋯··o?(225)

第一节机构⋯⋯⋯⋯⋯⋯⋯⋯⋯⋯⋯⋯⋯⋯⋯⋯k⋯．．．⋯··⋯·：⋯⋯“⋯一：(225)

第二节兵役制度⋯⋯⋯⋯⋯⋯：⋯⋯：：⋯⋯⋯⋯⋯··：⋯··：⋯··：⋯⋯7．．．⋯⋯．．(226) ．

。

，第三节地方武装与民兵⋯⋯⋯⋯⋯⋯⋯⋯⋯⋯⋯⋯⋯⋯⋯⋯⋯：⋯⋯⋯⋯“(227)

第四节驻军⋯⋯．．⋯⋯⋯⋯⋯⋯⋯⋯⋯⋯⋯⋯⋯⋯··i⋯．．、一．．．⋯⋯⋯⋯⋯·(228)
’

第五节重大军事纪略⋯·．．．⋯⋯⋯⋯如⋯⋯⋯．．．．⋯⋯⋯⋯⋯⋯¨⋯··：⋯：⋯¨(229)

，． 第六篇教育、+科技 ，。

，
～

。

·．第一章教育⋯⋯⋯_⋯_．．⋯⋯⋯⋯⋯⋯⋯⋯⋯⋯⋯⋯⋯⋯⋯⋯⋯⋯：⋯⋯⋯(232)

‘第一节义学，私塾，·书院⋯⋯⋯：⋯^⋯··：⋯⋯·j⋯·：⋯⋯⋯⋯⋯⋯⋯⋯⋯一(232)

、． 第二节学前教育⋯⋯⋯⋯⋯：⋯⋯⋯⋯⋯⋯⋯⋯⋯⋯⋯⋯⋯⋯⋯⋯⋯⋯⋯一(233)

’第三节小学教育⋯⋯⋯⋯．．．⋯⋯⋯⋯⋯⋯⋯⋯⋯⋯⋯⋯⋯⋯o～o⋯⋯⋯一(235)．

第四节中学教育⋯⋯⋯⋯⋯⋯⋯⋯⋯：⋯⋯⋯⋯⋯⋯⋯⋯⋯‘：⋯⋯⋯⋯⋯⋯(241>

第五节专业教育⋯⋯⋯⋯”“⋯”⋯⋯⋯⋯·j⋯⋯⋯⋯⋯⋯⋯⋯⋯⋯⋯⋯⋯‘(245)

第六节业余教育⋯．．．‘·?⋯⋯⋯⋯⋯⋯⋯⋯⋯⋯：⋯⋯⋯⋯⋯⋯⋯⋯二⋯⋯⋯一(247)

第七节．教师⋯⋯⋯⋯⋯⋯⋯⋯⋯⋯⋯：⋯⋯⋯⋯Y⋯一Y⋯⋯⋯⋯⋯⋯．．⋯⋯(248) ·

． 第八节经费，设备⋯⋯⋯⋯⋯⋯⋯⋯⋯⋯⋯⋯⋯⋯⋯⋯．．．．．．⋯一⋯⋯⋯⋯(250)

笫二章科学技术⋯⋯⋯⋯⋯⋯⋯⋯⋯⋯⋯··jj·．．．⋯⋯⋯⋯⋯⋯⋯⋯⋯⋯⋯⋯(253) ，

，

。

第一节机构与人员⋯⋯m⋯⋯⋯⋯⋯⋯．．．⋯⋯⋯⋯⋯⋯⋯⋯⋯⋯⋯⋯一“．．(253)

第二节科学技术普及⋯⋯⋯⋯⋯⋯⋯⋯”¨⋯，．．．⋯⋯一。⋯⋯⋯⋯⋯⋯⋯⋯(255)
： 第三节科学技术成果⋯i⋯⋯⋯⋯⋯⋯⋯⋯⋯⋯⋯⋯”0⋯⋯，?⋯⋯⋯一_⋯(256)

，●

●

， ，

’

、，’ ．
●

j
：

’

．，’，第七篇 文化、卫生、体育 ，

：

●

●
●

， ●

第一章文化⋯⋯⋯⋯⋯⋯⋯⋯⋯：⋯_⋯⋯⋯⋯⋯⋯⋯?：～：⋯．．：⋯⋯⋯．．(262) ：

．第一节文学⋯⋯⋯⋯⋯⋯⋯”j⋯⋯⋯⋯“：⋯⋯⋯”?。⋯⋯⋯⋯⋯⋯⋯⋯⋯’(262)’
‘

第二节’美术，书法⋯⋯⋯⋯⋯⋯⋯⋯⋯⋯⋯⋯⋯⋯．．．⋯⋯⋯⋯-⋯⋯⋯⋯．．．(266)

． 第三节歌曲，戏剧，舞蹈⋯⋯⋯⋯⋯⋯⋯⋯⋯：⋯⋯⋯“⋯．．⋯．．．⋯⋯⋯⋯。(268)
， l ’

．． ．

’ ·5。
．



_‘第四节．／幻灯，电影、电视⋯⋯⋯⋯⋯⋯⋯⋯⋯⋯⋯⋯⋯⋯⋯⋯⋯⋯⋯⋯⋯(274)

，’ 第五节报纸、广播、函书⋯⋯⋯⋯⋯⋯⋯⋯⋯⋯¨⋯⋯⋯⋯?⋯⋯⋯．．．⋯一(276)

第六节纸扎艺术⋯⋯⋯⋯⋯⋯⋯：⋯⋯⋯⋯⋯⋯⋯⋯⋯⋯⋯⋯⋯⋯?⋯⋯-(280)
●

第七节馆藏文物⋯⋯⋯⋯⋯⋯．．-⋯⋯⋯⋯⋯⋯⋯⋯⋯⋯⋯．．．⋯⋯．．jj⋯⋯．．(280)

第二章卫生⋯⋯⋯

第一节医疗⋯⋯

第二节药品⋯⋯

第三节防疫⋯⋯

第四节妇幼保健

第三章体育⋯⋯⋯

第一节学校体育

第二节群众体育

⋯⋯⋯‘?，⋯⋯⋯⋯⋯⋯⋯⋯⋯⋯⋯⋯⋯⋯⋯⋯⋯⋯·；⋯⋯·(282)

⋯⋯⋯⋯⋯⋯⋯⋯⋯⋯⋯⋯⋯⋯⋯⋯⋯⋯⋯⋯⋯⋯⋯⋯·一(282)

⋯⋯⋯⋯⋯⋯⋯⋯⋯⋯⋯⋯⋯⋯⋯⋯⋯⋯⋯⋯，·-i⋯：··“⋯(285)

⋯⋯⋯⋯⋯⋯⋯⋯⋯⋯⋯⋯⋯⋯⋯⋯⋯⋯⋯⋯⋯⋯⋯⋯⋯(287)

⋯：⋯⋯“⋯⋯⋯⋯⋯⋯⋯⋯⋯⋯⋯⋯⋯⋯⋯⋯⋯一．．⋯⋯”(292)●

● ，-
，

(295)

第三节、民族体育⋯⋯⋯⋯⋯～7。·：⋯⋯⋯⋯⋯：⋯⋯⋯⋯’j‘??⋯⋯⋯‘二⋯_⋯(296)
第四节体育竞赛⋯⋯⋯⋯’?’j⋯⋯一⋯⋯⋯⋯⋯?⋯⋯⋯⋯⋯⋯⋯⋯⋯⋯．．．·(298)

第五节场地设施⋯⋯⋯⋯⋯。⋯⋯⋯⋯⋯⋯j⋯⋯⋯．：⋯．．．⋯⋯⋯j⋯⋯⋯⋯．．(302)

、

， ，， ‘、

．．。， ’第八篇。·社 会7^， ，

·‘ ’：
．

。

，’

’
●

第一章人口⋯：⋯“

‘第一节人口演变

第二节∥人口结构

·第三节计划生育

第二章社会福利⋯

．第一节优抚救济

第二节安置就业

第三章方言、谚语

⋯⋯⋯⋯⋯⋯⋯⋯⋯⋯⋯⋯⋯⋯⋯⋯⋯⋯⋯⋯·；⋯⋯⋯⋯·(304)
、“

、

·⋯⋯⋯···⋯····-····⋯··················⋯⋯···⋯⋯?··⋯···⋯··(304)
t

⋯⋯⋯⋯⋯⋯⋯⋯⋯⋯⋯⋯⋯⋯，⋯⋯⋯⋯⋯⋯⋯⋯⋯⋯”(304)
●

．··-···⋯······⋯······⋯······⋯···⋯⋯···⋯、··⋯······⋯-···，···(305)
’

‘ ●

t，

⋯⋯⋯⋯⋯⋯⋯⋯⋯”。⋯⋯⋯⋯q⋯⋯⋯⋯⋯⋯⋯⋯⋯⋯·(307)
●

、 t●●

．．．····················：?⋯-··：··⋯·················!··：⋯⋯···⋯⋯··(307)

．⋯．．、．．．一⋯．．．⋯．····．．．-⋯··．⋯：．一···⋯⋯⋯⋯··⋯·⋯⋯⋯⋯··(308)

··，·········‘·⋯···⋯··．-···⋯···⋯·⋯·‘?⋯⋯···⋯‘，j：‘．i。‘：⋯·。!’·⋯(310) ．‘

’
一 。

第一节方言⋯⋯⋯⋯⋯⋯⋯¨⋯j⋯⋯⋯⋯⋯⋯⋯⋯⋯⋯⋯⋯⋯⋯：⋯⋯⋯·(310)

．’第二节谣谚⋯⋯⋯⋯⋯⋯⋯⋯⋯⋯⋯⋯⋯⋯⋯j⋯”：⋯“⋯⋯V⋯”：．．．⋯⋯(311)

第三节歇后语⋯⋯⋯⋯⋯．，．．⋯⋯⋯⋯j⋯¨1⋯j’’
O

m。：⋯⋯⋯⋯⋯?。(312)

第四章 习俗⋯⋯．．．j．．．⋯⋯⋯⋯⋯⋯⋯⋯⋯⋯⋯⋯⋯⋯．．．⋯一⋯⋯⋯．-⋯⋯+：(315)

第一节．婚姻⋯⋯⋯⋯⋯⋯⋯⋯⋯⋯⋯⋯⋯⋯⋯⋯⋯⋯⋯¨_“：⋯⋯⋯⋯⋯”(315)

：。第二节丧葬⋯⋯：⋯⋯一⋯”0’：⋯⋯：⋯·：一：⋯⋯⋯⋯⋯⋯⋯⋯·‘：⋯⋯⋯⋯·(316)

．．第三节．庆贺⋯⋯⋯⋯⋯⋯⋯⋯⋯⋯⋯⋯⋯⋯⋯⋯⋯⋯⋯⋯⋯⋯⋯⋯”：⋯⋯(317)

、第四节节日⋯⋯⋯⋯⋯⋯⋯⋯⋯⋯⋯⋯⋯⋯⋯⋯⋯⋯⋯。⋯⋯⋯⋯”?⋯⋯(317)

第五节祭祀⋯⋯⋯⋯．．．⋯⋯一⋯⋯⋯⋯⋯⋯⋯：⋯⋯⋯⋯⋯⋯‘：⋯‘：⋯⋯⋯·(319j

．· 6· ．一
’

：

一
●

●

●

● ●

、，、，4』，

9

9

2

2，～，L



-
●

、
，

‘ j ·

’

第六节禁忌⋯⋯⋯⋯⋯⋯⋯⋯⋯⋯⋯⋯⋯⋯⋯⋯⋯⋯⋯⋯⋯⋯一⋯⋯⋯⋯(320)

，s 第七节迷信⋯·、⋯．．．⋯⋯⋯⋯⋯⋯⋯⋯．．．⋯⋯⋯_⋯⋯·：⋯⋯⋯⋯⋯⋯⋯”(320)

第五章宗教⋯：：⋯⋯⋯⋯⋯⋯⋯⋯⋯⋯⋯⋯⋯．．．⋯⋯⋯⋯⋯j⋯：⋯⋯⋯⋯⋯一(324)

第一节佛教．．．⋯⋯⋯⋯⋯⋯⋯⋯⋯⋯⋯⋯⋯⋯⋯⋯⋯’⋯⋯⋯⋯⋯⋯⋯⋯一(324)

：第二节．道教一一j⋯⋯⋯⋯⋯⋯⋯⋯⋯··：⋯⋯⋯⋯··：⋯⋯⋯⋯⋯⋯⋯·：“：·(324)
。‘

第三节伊斯兰教⋯⋯⋯··：一：⋯⋯⋯⋯⋯·：⋯⋯⋯⋯⋯⋯⋯⋯⋯⋯⋯⋯⋯⋯·(325)

·，第四节天主教⋯⋯⋯⋯⋯⋯⋯⋯⋯⋯⋯⋯⋯⋯⋯⋯⋯⋯⋯⋯⋯⋯⋯⋯⋯一r(325)

i
．’ 第五节’基督教⋯⋯⋯：⋯：⋯⋯⋯⋯⋯⋯⋯⋯⋯⋯⋯⋯⋯⋯⋯⋯⋯⋯⋯⋯⋯-(326)

第六章其他·：⋯⋯o⋯：⋯⋯⋯⋯⋯”：⋯⋯．．：．．_⋯⋯⋯⋯⋯⋯⋯⋯(327)
，第一节会道门⋯?⋯⋯⋯．．．⋯⋯⋯⋯⋯⋯⋯⋯：⋯⋯⋯⋯?⋯⋯⋯⋯⋯⋯⋯⋯(327)

一·一，’第二节会馆行会“：⋯⋯i⋯⋯⋯··o o．o；o⋯⋯⋯·⋯⋯⋯⋯⋯⋯⋯⋯⋯⋯：⋯⋯，(329)

第三节宗祠⋯⋯⋯⋯⋯⋯⋯⋯⋯⋯⋯⋯⋯．．．⋯⋯⋯⋯⋯：⋯⋯⋯⋯⋯⋯⋯”(32'9)

。第四节社会积弊⋯!⋯’：⋯⋯⋯⋯⋯·。●⋯．．．⋯⋯”jj⋯⋯⋯⋯⋯⋯⋯⋯⋯⋯·(330)

i一 !‘第九篇．民 族 ‘、
．，： ，

． ．第一章苗族⋯．．．⋯⋯⋯⋯⋯⋯一⋯⋯⋯⋯⋯⋯⋯⋯⋯⋯⋯⋯⋯o”⋯⋯⋯⋯(335)
” 第一节合款．．J．⋯⋯·_⋯⋯⋯⋯·?⋯⋯⋯⋯⋯⋯：⋯⋯⋯⋯⋯⋯⋯．．．⋯⋯··o一(335)

、 第二节，语言文字⋯⋯⋯．．：⋯⋯⋯⋯⋯⋯⋯⋯⋯⋯：⋯⋯⋯⋯⋯⋯·?⋯：j⋯⋯·(336)，。
’，

．第三节生活习惯⋯⋯⋯⋯⋯⋯⋯⋯．·??⋯j⋯j⋯⋯⋯·⋯⋯¨⋯⋯⋯⋯⋯“j⋯(339)

第四节婚丧喜庆⋯⋯⋯⋯^⋯⋯：．，．·j⋯⋯⋯⋯⋯⋯⋯⋯⋯⋯⋯⋯⋯⋯·’⋯、．．·(340)

‘’第五节、节日：禁忌⋯_⋯⋯⋯⋯⋯⋯“：⋯⋯⋯．．，．⋯⋯⋯⋯⋯⋯．．．⋯⋯⋯⋯(343)

， 第六节信仰⋯⋯：⋯⋯⋯⋯⋯⋯-⋯⋯⋯⋯．．．⋯⋯⋯⋯⋯⋯⋯⋯⋯⋯⋯⋯⋯．(344)

、‘第二章土家族．．：⋯⋯⋯_j⋯．．．，⋯⋯⋯⋯-。：⋯·j⋯⋯⋯⋯⋯⋯⋯⋯⋯⋯．j_⋯(346) 、

’|

，笫一节语言⋯⋯⋯⋯⋯．-．⋯o o*4 o⋯⋯⋯⋯⋯；·o
oo⋯∥⋯⋯⋯⋯⋯⋯。⋯⋯(346)

．、第二节婚姻丧葬⋯一·：⋯⋯⋯⋯⋯⋯^⋯⋯⋯⋯⋯⋯⋯⋯⋯⋯⋯⋯⋯⋯⋯·(346)
。‘

第三节．节日：禁忌⋯⋯⋯⋯：⋯⋯⋯⋯⋯⋯⋯⋯⋯⋯⋯⋯⋯·：⋯⋯⋯一⋯⋯(348)

’第三章回族⋯⋯⋯⋯⋯⋯⋯⋯⋯、⋯⋯⋯⋯⋯⋯⋯⋯⋯⋯⋯·⋯⋯⋯⋯⋯⋯⋯(349)

第一节生活习惯⋯_⋯j⋯⋯“⋯⋯吖⋯⋯⋯⋯⋯⋯⋯⋯．⋯⋯⋯⋯?⋯⋯⋯”(349)

．，第二节婚姻丧葬⋯⋯⋯⋯·：·．．．⋯⋯⋯⋯⋯⋯⋯⋯⋯⋯⋯⋯⋯。i⋯⋯⋯⋯⋯”(349)

．、， 第三节宗教信仰⋯⋯⋯⋯．．．．．．⋯⋯⋯⋯⋯⋯⋯⋯⋯⋯⋯⋯⋯⋯⋯⋯⋯⋯⋯(350)

第四节节日，禁忌⋯⋯⋯⋯⋯⋯¨⋯⋯⋯⋯⋯⋯⋯⋯⋯⋯⋯⋯··：o⋯j⋯Y(350)

． 第四章反压迫斗争⋯⋯⋯⋯⋯⋯⋯⋯⋯⋯．．．⋯⋯⋯⋯⋯⋯一：⋯⋯⋯⋯，。(351)
7。

第一节．乾嘉起义⋯⋯⋯⋯⋯⋯⋯⋯⋯⋯⋯．．．⋯⋯·：⋯⋯⋯⋯⋯⋯⋯⋯⋯⋯·(351)
． ， ．

，， ，

7 · 7． ‘
．’

，

‘

一 ，

．
． ，

．1

●
●

●
、 、

‘’

、
●

●



．第二节革屯运动⋯⋯⋯⋯⋯⋯⋯⋯⋯⋯⋯一：⋯⋯⋯⋯⋯⋯⋯⋯⋯⋯⋯⋯⋯(352)．

第三节跳仙会(苗语。布将帅)⋯⋯⋯⋯⋯⋯⋯⋯_⋯⋯⋯⋯⋯⋯·：⋯⋯·(353)

第五章民族区域自治⋯⋯⋯⋯⋯⋯⋯⋯⋯⋯⋯⋯⋯⋯⋯⋯⋯⋯⋯⋯⋯⋯⋯．．(355)

‘‘第一节．民族政策的宣传和贯彻⋯⋯⋯⋯⋯⋯⋯⋯⋯⋯⋯⋯⋯⋯：⋯⋯⋯：?⋯(355)

j第二节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一⋯⋯⋯(355)

第三节国家的扶持⋯⋯⋯⋯⋯⋯⋯⋯⋯⋯⋯⋯：．．‘⋯⋯⋯⋯⋯⋯．⋯⋯o⋯7．．(356)

第四节民族团结⋯⋯⋯⋯：⋯⋯⋯⋯⋯⋯⋯⋯⋯⋯⋯⋯⋯⋯⋯⋯⋯⋯⋯⋯：·(357)

一人物传⋯。⋯⋯⋯⋯⋯⋯⋯⋯⋯·_⋯：⋯⋯⋯⋯⋯⋯⋯⋯⋯”(359)
，’吴天半⋯⋯．⋯⋯j⋯⋯⋯⋯一⋯一．⋯⋯⋯?⋯⋯⋯⋯⋯⋯⋯⋯⋯⋯⋯“··：⋯⋯⋯(359)

郑国鸿⋯⋯⋯⋯⋯⋯⋯⋯⋯·j⋯··D 9iO O⋯⋯⋯⋯⋯⋯⋯⋯⋯⋯。⋯⋯⋯⋯⋯⋯⋯(359>

韩仲文，杨子锐⋯⋯⋯⋯⋯⋯⋯⋯⋯·：⋯⋯⋯⋯⋯⋯⋯⋯⋯⋯⋯⋯⋯⋯⋯⋯·(360) ．、

日应诏⋯⋯⋯⋯⋯⋯⋯⋯⋯⋯⋯⋯⋯⋯⋯⋯⋯⋯⋯⋯⋯⋯⋯一⋯⋯⋯⋯⋯⋯(361)

。安定超⋯⋯⋯⋯⋯⋯⋯⋯⋯⋯⋯⋯一j⋯⋯⋯⋯⋯⋯⋯⋯⋯⋯⋯．．．⋯i⋯⋯⋯⋯(362)·

龙骥⋯⋯⋯⋯⋯⋯⋯⋯⋯．．．．⋯⋯⋯⋯⋯⋯⋯⋯⋯_⋯⋯⋯⋯⋯⋯⋯⋯⋯r⋯(362)

一 ’，’ 唐力臣、田应全⋯。⋯二⋯⋯⋯⋯⋯⋯⋯”··⋯．：．⋯⋯··j⋯⋯⋯⋯⋯··j⋯⋯．．．⋯-(363)

熊希龄⋯⋯⋯⋯⋯⋯：⋯一：⋯一’·‘⋯⋯⋯⋯·：_⋯·j一：⋯⋯⋯⋯⋯”·：⋯⋯⋯⋯⋯·(364)
‘

’段玉清．．：⋯⋯：⋯⋯⋯⋯．j-⋯：⋯⋯⋯．：⋯⋯．．．⋯⋯沁⋯．：⋯．．：⋯．：⋯⋯I⋯：u．．(365)65，。段玉清⋯⋯⋯⋯⋯⋯⋯⋯⋯⋯：⋯⋯⋯⋯⋯⋯·?⋯⋯沁⋯·：⋯··：⋯⋯⋯··：⋯^· ，

裴守禄，裴荣初“⋯⋯⋯⋯⋯⋯⋯⋯·，⋯⋯⋯⋯⋯⋯⋯⋯⋯⋯⋯⋯⋯⋯⋯⋯7⋯(366)

． 戴钟频⋯⋯：⋯⋯⋯·：⋯H．．“⋯⋯⋯·⋯⋯⋯⋯⋯⋯··?⋯j⋯·’·：：⋯⋯⋯⋯·：⋯⋯”(367)

龙凤翔⋯⋯⋯⋯⋯⋯⋯⋯⋯⋯⋯⋯⋯⋯⋯⋯⋯⋯⋯’⋯⋯⋯⋯⋯⋯⋯⋯⋯⋯o·(367) _

‘?。腺凤藻⋯⋯⋯⋯⋯⋯⋯⋯⋯j⋯⋯⋯⋯·：⋯：⋯一^⋯⋯⋯·：·．-．-⋯⋯·j⋯··?⋯⋯⋯(368)

’顾家齐：．．⋯⋯⋯⋯⋯⋯⋯⋯⋯⋯⋯⋯⋯⋯⋯⋯⋯⋯⋯⋯⋯⋯⋯．．．⋯⋯“?⋯⋯(368) -

_。龙云飞⋯⋯⋯⋯一⋯⋯⋯⋯⋯⋯⋯⋯⋯⋯⋯⋯⋯⋯～．⋯⋯⋯⋯_⋯二⋯⋯⋯··(369)

⋯陈渠珍⋯⋯⋯·?⋯⋯⋯⋯⋯⋯⋯⋯⋯．‘一：⋯⋯⋯⋯⋯一⋯⋯⋯·：⋯⋯：⋯⋯：⋯”(371)．

。’自丁⋯⋯⋯⋯⋯⋯⋯⋯⋯⋯⋯·：⋯·：⋯⋯⋯⋯⋯⋯⋯··；⋯⋯⋯⋯：⋯⋯⋯⋯(373) ．．

⋯朱早观⋯⋯^⋯一⋯⋯⋯⋯⋯⋯⋯⋯一⋯⋯⋯：¨⋯⋯⋯⋯⋯⋯⋯⋯⋯⋯⋯．．～(373) 、，

．。’龙春梅⋯⋯⋯⋯一⋯⋯⋯⋯⋯⋯：⋯⋯⋯⋯i⋯。⋯⋯⋯⋯．．．·．，．⋯⋯⋯⋯．．．⋯(374)

‘刘子猷⋯⋯⋯⋯⋯⋯．⋯．．．?⋯·：⋯⋯⋯⋯⋯⋯⋯．．．⋯⋯⋯⋯⋯⋯⋯⋯⋯⋯⋯⋯．(375)

吴焕或⋯⋯⋯⋯。⋯⋯⋯⋯⋯⋯⋯⋯：．．．⋯⋯⋯⋯⋯⋯⋯⋯⋯⋯：一⋯⋯：·：⋯“(375)

．’。田星六⋯⋯：一⋯⋯j⋯⋯⋯⋯⋯⋯⋯一⋯⋯⋯⋯⋯⋯⋯⋯⋯⋯⋯⋯⋯⋯⋯⋯·(376)

?王多五⋯⋯⋯⋯⋯⋯⋯。⋯⋯⋯⋯⋯⋯⋯⋯⋯⋯⋯⋯⋯⋯⋯⋯⋯⋯⋯⋯⋯⋯·(377)．

．。麻老海⋯⋯⋯⋯⋯··：⋯⋯··：．⋯⋯⋯⋯⋯⋯⋯⋯⋯⋯．．．⋯⋯⋯·_⋯“⋯⋯，⋯(377)
_

‘．

·

‘

、 ●

·8· ’．

7·．

。

、 ／
f ’、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