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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长武吉海

伴随着改革开放和扶贫攻坚的稳步推进，一套全面

记述和反映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历

史与现状的湘西州志丛书陆续面世了。这是我州发展进

程中的一件大事，一件盛事! ； ， '，

湘西自治州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远在lO多万年以

前，境域内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及至近、现代，勤劳勇敢

的土家、苗、汉等各族人民在这片沸腾的土地上辛勤耕

耘、艰苦奋斗，创造了丰富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州委、州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我州农业、工业、商业、文化、教育、卫生、交通、邮电、旅

·游、广播电视、金融保险、城乡建设等各行各业都取得了

前所未有的显著成就，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面貌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改革开放的春风给湘西这块美丽却一度贫瘠的土地

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历史性

变化。
‘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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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州志丛书正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

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唯物辨证的思想方法，存真求实，历

史、客观、全面、准确地记述了我州近、现代尤其是新中国

建立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状况。这套丛书坚持详今略

古、贯通古今的原则，批判地继承了州境自明代至民国初

年修纂的府志、县志、卫志、风土志等修志成果，并以翔实

丰富的地情资料浓墨重彩地记载和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的湘西人民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和苏区建设以及社

会主义制度下湘西自治州和平、繁荣、团结的新面貌。这

套丛书是我州有史以来第一套大型专志丛书，亦是新中

国建立后我州第一套社会主义新方志丛书。各部专志分

别以各自不同的行业、事业为主要记述对象，皆独立成书

又相互呼应。通过这套丛书，我们可以看到州境一代代

革命者、建设者的精神风貌，看到战斗在各条战线上的开

拓者和先行者的足迹和业绩。通过这套丛书，我们得以

借此向全州人民进行一次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热爱和

平、热爱民族团结的生动的地情教育，向国内外友好人士

展现一个全面、真实的湘西。从而探索经验，增进了解，

进．．步发展我州各项事业，促进经济建设，推动社会

进步。
．·

编纂出版湘西州志丛书是一项极具历史意义而又十

分庞杂的系统工程。自80年代后期以来，我州近几届州

委、政府均切实加强了对此项工作的领导。州直各战线、

各有关部门按照州政府的统一部署，亦将修志工作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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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事日程，积极配合，抽调专人，组织编纂，认真评审，严

格把关，争出好书。广大修志工作者本着“千年青史，服

务当代，惠及后世”的崇高愿望，在修志经验不足，资料搜

集困难的情况下，艰苦奋斗，辛勤劳动，默默奉献，十余寒

署，终于编纂出观点正确、体例完备、结构合理、资料翔

实、特色鲜明且颇具创新意识的州志系列丛书。社会各

界在资料征辑核实、志稿修改审定及丛书印刷出版等诸

多工作中，也都给予了充分理解和大力支持。在此，我谨

代表州委、州政府和州志编纂委员会致以衷心的谢意!

州志丛书的出版是我州地方志工作中取得的阶段性

的丰硕成果，它既为各部门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提供了资

殆服务，又为全面系统的《湘西州志》的总纂提供了丰富

的资料和经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相信，陆续刊行的

州志系列丛书会更好地为湘西州的两个文明建设特别是

当前轰轰烈烈的扶贫攻坚工作服务。同时，我希望全州

各级领导、各族干部群众和所有关心并支持湘西州建设

的各界人士，都能读一读、用一用这套州志丛书，为湘西

州的脱贫、改革、发展作出新贡献。

一九九八年五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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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载辛劳，勤奋笔耕，第一部利今惠后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志丛书·人口志》终于完成了。一方人口史实，彰往昭来，展卷

可得，可喜可贺。

人口问题从本质讲是个发展问题。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

1988年，州域总人口由143．88万人增加到301．8万人，增长1．10

倍。人口的快速发展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因为，没有对人口增长

的合理控制，没有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要实

现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是很困难的。为了寻觅兴衰缘故，

研讨历史轨迹，求索发展决策科学依据，便把编修《湘西州志丛书·

人口志》提上了日程。
一 1990年，州计划生育委员会乘着“盛世修志”的春风，为满足

社会各界人士对人口资源信息需求，承担了编修《湘西州志丛书·

人口志》重任，并成立了《湘西州志丛书·人口志》修志办公室，聘请

专业修志人员，安排专兼职修志干部，开始进行州人1：2志资料收

集，同时要求各县市计划生育委员会确定专人协同配合。同年11

月。正式成立《湘西州志丛书·人口志》编写组，进一步加强对修志

工作的领导和编写工作。1990年末，累计收集各类文字资料百余

万字。1991年开始试写、编修。在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领导下，

经过编者和资料工作人员6年努力，完成初稿，并且打印成册。

《湘西州志丛书·人口志》是地域性人口科学资料著述，它以马

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反映人口发展与控制为主题，全志共十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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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对州域人口总量、出生与死亡、迁移流动、人口分布、性别年龄结

构、劳动人口、婚姻家庭、各民族人口、人口素质和计划生育等作了

翔实记述，具有“资治、教化、存史”的功能。 ·

值此《湘西州志丛书·人口志》完成之际i衷心感谢州地方志编

纂委员会指导，并向全体参加编写和收集资料、统计制图工作人员

以及所有为州人口志提供资料的单位、个人表示谢意。 ‘．

’

’

． h
-

麻应新

2000年12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例

凡 例

1．<湘西州志丛书·人口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为指导，为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建设服务。
‘

2．全志上起公元．740年(唐开元二十八年)，下至1988年，彩

照资料适当下延。

3．全志叙事区域，以1988年行政区域为准，含原大庸市(县

级)、桑植县。

4．全志设人口总量、人口出生与死亡、人口迁移流动、人口分

布、人口性别年龄结构、劳动人口、人口婚姻与家庭、各民族人口、

人口素质、计划生育等lo章，章前设概述，章后有大事记述和

附录。 、

5．全志继承志书传统体例，以叙事为主，但又在方志记事方式

上试作探索性突破，在记述的同时，兼对人口现象、人口I'l题作一

般性分析。 f

6．湘西州人口志贯彻详今略古原则，以现代人口史料为主，尽

可能记述古代人口史料，力争贯通古今。 ．

7

7．历史年代、地名等均依"-3时称谓，历史纪年加注公元纪年，

古今地名变动的注以现名。

8．图表序号，图以全志编号，表以章为单元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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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位于湖南省西部边陲，西、北与湖北、

四川、贵州三省交界，东、南和本省常德、怀化地区相连。全州辖8

县2市，307个乡镇。自然地域处于云贵高原东部边缘，武陵山脉

贯穿全境。土地总面积21，357平方公里，其中82％以上是山地

山原，地理座标为北纬27．44—27．44度、东径109．10一110．55度。

由于地属中亚热带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动植物资源比较丰

富，为人类生存、繁衍提供了较为优越的条件。文物普查实物资料

证明，早在人类原始社会时期，今湘西自治州地域，就有古代先民

活动踪迹。西汉高帝二年(公元前205年)在今永顺、保靖、桑植三

县分别设立酉阳县、迁陵县和充县。今州域有文字人口史料，自唐

”、朝开始。唐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州域总人口约计36，256

人。清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人口总量达104．90万人，首

次突破百万大关。中华民国24年(公元1935年)总人口为128．96

万人。新中国成立后(1949—1988年)，全州总人口由143．88万人

增加到301．80万人，增长109．760k。与全省同期人口发展速度比

较。比全省平均增长(97．21％)高12．54个千分点。湘西州占全省

人口比重，也相应由1949年的4．820k上升为1988年的5．19％。

纵观州域人口发展变动的历史，唐代至清初人口发展速度极

为缓慢，清“改土归流”后，人口发展速度逐渐加快。自清代初期至

1988年，州域人口发展的历程，总的情况来看，有两次人口高速增

长时期。三个大的台阶。第一次人口高速增长时期是清乾隆嘉庆

年间，州域总人口自康熙雍正时期的25．23万人。增JJUN嘉庆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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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1816年)的104．96万人，净增79．73万人，增长3．16倍，年平

均增长率约为1．80％。这次人I：1增长的直接原因，既有各族土著

先民人口自然增殖速度的加快，同时也有外来移民的大量涌入。

第二次人口高速增长时期，是新中国建立以后，两次人口生育高峰

期。全州总人口自1952年162．58万人，增加到1975年的253．40

万人，净增90．82万人，增长55．86％，年平均增长率为1．93％。同

第一次人口增长高峰期相比，年平均人口增长率比第一次人El高

速增长期的1．60％高20．63％。这次人I：1高速增长的原因，与第

一次人口高速增长原因不同之处，完全是由于人口自然增长。

州域人口发展史上三大台阶，第一个台阶，是自唐玄宗开元二

十八年(公元740年)的3．6万人，增加到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

年)的104．96万人，首次登上人口超百万的台阶，历时1076年，净

增101．34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O．34％。第二个台阶是清嘉庆二

十一年(1816年)至新中国建立后的1968年，历时152年，州域总

人口由104．96万人增加到205．99万人，净增长人口101．03万人，

增长速度为96．26％，年平均增长率为0．44％。第三个台阶，是

1968—1988年，全州总人口由205．99万人，增加到301．80万人，历

时20年，净增95．8l万人，增长46．5l％，年平均增长率为1．91％。

按年平均增长率比较，上第三个台阶的年平均增长率，是上第二个

台阶的年平均增长率的4．34倍，是上第一个台阶年平均增长率的

5．62倍。按时间长度相比．上第三个台阶的时间，为上第二个台

阶时间的13．16％，只有上第一个台阶时间的1．86％。数据显示，

州域历史人口发展进程，呈加速增长态势。70年代中期，少数民

族地区实行计划生育以后，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开始受到控制，人

El自然增长率显著下降，如果按照1950—1975年每年平均人口出

生率(33．25‰)计算。1976—1988年13年累计少生37．9l万人。展

望未来人口形势依然严峻，如按80年代人口增长速度(1．53％)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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