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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本专著共分九章，内容包捂从先秦至清代历代鄂西民族地区

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民俗诸方富的发展演变过程及历史

经验与教训。

重要观点与内容如下:

第一，本书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现实为出发点，论述鄂西民

族地区发震史，得出如下结论:鄂西少数虱族与汉族人民之间，

长期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互相往来、互相影响、互相黯合，为

互融互动的民族关系:鄂西各族人员，对开发和经营鄂西地区，

作出了重大贡献;鄂西各族人员，对中华民族和我国统一的多民

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第二，接据鄂西民族地区发展的全过程，首次提出"四次

开发论"或"四个发展阶段论"

秦汉开创时展。鄂西地区被纳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版圈，

"开通西南史"揭开历史薪篇章。秦汉王朝利用土著首领对民

族地区进行统治，并使其隶属于中央王朝。这些被分封的"蛮

夷邑君侯王

晋南北朝时期，鄂西民族属于"荆州蛮"中央王朝在当地设置

"左郡"、"左县"加以管理。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蛮"族

社会经过长时攘的激烈动荡，大批迂徒，频繁交流，加速了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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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的进程。总之，秦汉时期，鄂西地区尚处于初步发展黯段。

唐宋羁靡州时期。陪唐五代时，鄂西少数民族的主要称谓有

"蛋"、"峡中蛮\"清江蛮"、"巴蛮"等。宋代，鄂西莫族分

布在施炖及其南部的羁靡州:高全11 、颐州、保颇州、富判等地。

这一时靡，在鄂离民族地区发展史上，是第一次大转变时期。土

地广为开发，人口急速增姐，民结为之一变。故史称:施州地

区"五代迄宋生聚日繁，给华亦遂日盛。旧《志》载宋儒之言

有:‘施州风土，大类长沙，论文学赔辑程大国风，论人?育期渐

多浇离，少醇厚。'……由朴哥华，国亦势所必至款，是为风信

之一变"。

元明清土司时期。鄂西土司制度形成子元，盛于明及清初。

迄清晖，有"湖北十九土司"之称，其中"最富强者"为容美

土司。鄂西土司制度曾起过夜极的历史作用。这一时期，中央王

朝势力吕益深人民族地区，鄂西民族地区与内地联系 2益密切，

开始向纵深发展。这一时靡，社会经济有了长足发展，靠近域薄

的平畴地区，己有比较发达的农业，有"大麦垂黄小麦青，晓

韬含华早稻熟"之睐，反映出犁耕农业的发展情况。耕地面积

不断扩大，人口 5益增如。文教较前发展，人才竟出，土家族出

身的上层人物，通过科举丽出仕。

改土归流时期。清雍正年间(1723 -1735 年) ，实行政土归

流以后，鄂西土司全被废除c 在原土司地区设置了施南婿，下设

崽施、科}I/ 、咸丰、宣恩、来凤、建始六县。疲除了土司题规，

减轻了土家族等各族人民的负担。 J2I踪了"汉不人锢，蛮不出

境"的禁令，汉区较为先进的农具与生产技术大量输入，1lJ林

被大片开垦，长期存在的"刀耕火种"的落后生产方式有所改

观，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手工业方噩，汉族工匠的进入，使

土家族出现了本族的工匠。商品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出现百货齐

全、离贾云集、贩运繁仕的热闹景象。离品经济的发展，对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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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与世隔绝的自然经济的支盟地位，无疑是一种打击。从此，

鄂西民族地区进入了迅速发展时期。

第三，从发展史中，探求规律，分析得失利弊，恙结经验与

教词，对历史进行反思。主要包括:

i手给历代中央王辑开发经营鄂西民族地区的作用，并探求政

府行为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作用。历史事实证明，历代中央王朝

均重视民族地区。政治上，多设置了有别于汉区的行政机构，从

秦汉的"道"制，至南北朝时期的"左郡"、"左县"制，再至

唐宋时费的"羁廉州"髓，终至元明清时期的主司由i度。在经

济上，推行"优宠"的赋税政策。在法律上，采取有别于汉区

的从宽处理的原则。在文教上，施行在民族地区办学，鼓励少数

民族子弟入学的政策。当然，在这同时，也要揭示其压迫、剥

割、歧视少数民族的另一苗。历史事实证明:是否重视或是否采

取较为符合民族地区的政策，可以起到推进或廷缓当地社会发展

的作用，单纯强调中央王朝的负面作用，是片面的、不客观的。

评价历代地方士官政权在鄂西民族地这发展史中的作用，并

探求地方民族官员的地位与作用。鄂西土宫长期以来与中央王辑

保持着密如联系，使鄂西地区历来动乱较少，维护了当地的稳定

局臣，减少了对社会经济的破坏。容美土司听从中央王朝的调

遣，积极参加东南沿海的抗倭爱国斗争。鄂西土司对引进代表当

时先进生产力的汉文化持积极态度，一些土司熟读经史，有的甚

至还有所著述。其中较为突出的有湖广沙溪安抚使黄楚昌、容美

宣慰使自甘霖及其子围舜年。鄂西土司汉文化程度之高，是全国

其他地区土司所不及的。这都表明，鄂西土司曾起过推动当地社

会发展的作用，应予充分肯定。当然，摇着历史的发展，土司的

落后性与腐朽性言益突出，废除土司制度成了历史的必然。

历代移民与当地少数民族在民族地区开发中的作扉及其关

系。内地与民族地区经济的互补、互动与双向交流关系，为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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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民族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开发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关系。历次鄂西地区开发，均以

"凿出开道"为前提;解决交通在通讯问题，仍是今 5西部开发

的基础。

经济开发与交通发震的关系。在经济发展史上"先教为

先"的实施与作用。

发展与稳定社会的关系。 J1i.吸取鄂西民族地区发展史上加重

少数民族黯税负担、侵占少数民族土地而酿成社会动乱的教圳。

开发与保护生态环境的关系。总结改土如流后"出林尽

开"、"禽兽逃离"及滥砍山林、水土流失的教训。

发展与保持传统文化的关系。总结发展过程中将少数民族习

俗一概视为 "1日习"加以革除，甚至推行强迫同化政策的错误。

清代改土妇流后，各地流宫埠曾采取有政命令的办法，对一些

" 1日俗"如以禁革或晓擒。以鹤峰第一任流宫知判毛德竣所发的

一系列文告为例，其中间，有的是属于改革陋习的，如《功农

蓄类》、《劝积贮》告示，有利于促进生产和安排生活;有的则

是封建统治者用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强有干琵或改变少数民族风俗

习惯的，对"婚姻礼节"所定的一些条例即属此倒。对此需具

体问题具体分析。既不可一模斥之为"强迫民族同化"措撞，

也应看到封建统治者执行的不尊重历史上长期形成的虱族特点和

风倍的民族歧视政策。

总之，茄史上曾多次开发鄂西，均为孟序进行。如，在鄂西

改流后..流人票至，穷岩邃谷，尽行耕垦" "至乾隆年间，始

种苞谷，于是开铁厂者来矣，烧石灰者至矣。众来斯士，斧斤伐

之，可以为美乎?叠已青山为之一扫光矣。……而外来各处人民

享妻负子，悟地种园，撞苞谷者，接踵而来"。像这种一窝蜂的

开发使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历史教训，是必须认真吸取的。

本书是第一部较为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鄂西民族地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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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史的学术专著，具有在理论上填补空白的意义。将抱这发展史

与民族发展史结合，也具有特殊的理论价值。同时，对今自鄂西

民族地区的发震，对鄂西民族地区琵族政策的贯彻与执纭，也具

有参考与借鉴的价值。

在写作过程中，笔者尽量搜罗有关文献材料，以求科学结论

建立在翔实可靠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

本书为嚣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为 01BNZ017 ，项目

名称《鄂黯西部民族地区开发史鉴)，最终成果名称《鄂西民族

地这发展史》。因考虑鄂、期民族地区发展史较为相类，为避免

重复，旦由于时间与内容的限制，故决定本书只撰写鄂西部分，

而将湘西的部分问题论述，作为能录。因考虑发展史包含开发

史，且内容更广泛，故采用"发展史"之名。嚣发展史内容中，

贯穿"史鉴"的指导思想，为使名称简便，故省去"史鉴"中

的"鉴"字。

课题组成员，有E敏教授、谢开容副研究员，他们一起参与

了本书的策划、研讨、读查、写作、修改、核对。因此，本书属

课题组成员的共同研究成果。全书由吴永章执笔完成。附录部分

由田敏撰写。

注:序言中引文，可参克，书中有关部分，此处不另行标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

先秦时期的巴、楚一一鄂西

土家族地区文化的源头

今鄂西民族地区，夏离时属荆、梁二州之域，西尾时为菱子

虽边，春秋时为巳子虽边，战国时为楚巫郡地。

从地域言，今鄂西地区曾为巴、楚辖范;从文化言，巴、楚

文化曾给予后世鄂西民族文化以重大雨深刻的影响;从族属言，

已人是后世主家族的主体先民，进入当地的楚人也融入其中。因

此，楚、巳与鄂西民族地区的关系至为密切。

第一节楚

一、楚的历史发展概况

湖北，曾是古代楚国的发源地。

据历史文献的可靠记载，楚能历史，最迟从离朝开始至秦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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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为止，即从公元前居世纪至公元前 223 年止，历时 1400 年之

久，如果把传说时代也计算在内，那更是源远流长了。

据《史记·楚世家》载:楚的先祖出自黄帝的孙子瓶颈高

阳，离陆的曾再重黎"为帝尝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

下，帝害命日提融"。大概是以宫为氏，而楚的先祖为火正，故

后人把祝融当作南方民族的象在。祝融后人，分为八姓;其中的

丰姓，始祖是季连"楚其后也"①。可以说，季连开始以丰为

姓，标志着楚族初步形成c 因此，楚人世代隆重祭程其著名先袒

祝融与季连。

在商代，有关甫方民族的记载己散见于甲骨卡辞和史籍中。

武了(公元前 1250 -蘸 1192 年在位)时的卡辞有"南土受

年"②的字句，爵士就是高辑的南部医土。据《左传·昭公九

年》载，周景王说"及武王克商，……巴、模、楚、邓，吾南

土也。"

说明属的南土巴、旗、楚、邓也就是昔日商的南土。有商一代，

楚离关系，时臣时叛，维系不断。湖北境内商代遗物的自益增多

说晓其彼此关系之密切c

西周时期，是楚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它逐渐由小到

大，由弱变强。与此同时，它与西周王藉的关系也经历了从臣服

到抗衡的转变。

周成王(公元蔚 1042 -前 1021 年在住)时，楚自君曹熊的

曾孙熊绎被封棋子男之因。所谓"封"就是因其故地，给予封

爵，正式承认其诸侯国的地位。熊绎居丹阳(今模北韩归县〉。

据《水经注》卷三十四， (江水》载:江水又东经韩归县城北，

"楚子第绎始封丹阳之脐部也"。从此，楚以丹赔为都约有四百

① 《史记·楚世家》。

② 见郭沫若(殷契粹编L 907 页，北京，科学出版社， 196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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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历史。

及至西商末年，随着周王朝势力的衰落，楚的势力在南方得

到长足发展。据《史记·楚世家》载:

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徽，诸侯或不朝，相伐。最渠

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提渠

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远。"巧立其长子康为

句宣王，中子红为鄂玉，少子执痒为越章王，皆在江上

楚蛮之地。①

这就是说，今湖北境内长江沿岸和汉水以离这一大片地方都

成了楚的势力蓝图，并呈熊渠居然向周天子挑战，自己称起王来。

春秋时期，以楚武王(前 740 向前 690 年在位)为开端，楚

的历史进入了一个大发展的阶段。它不断向周边发动进攻，扩张

疆土，银快成了一个泱泱大国。

楚武王的儿子楚文王(前 689 向前 677 年在位〉即位后，

"始都罪.， (今湖北荆州市南域)。直至公孟前 278 年，秦将自起

"拔罪"止，楚国在此建都历时 411 年。它 u西通巫、己，东有

云梦之堤'唱，骂成了楚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楚成王〈前 671 -前 626 年在位〉以后，随着楚国实力的增

长，便"北盟齐晋势争强"③，开始和中原地区的凡个大国直接

交锋争霸了。先是楚齐争霸，次为楚宋争霸，后为楚晋争霸。

战国时期，楚仍奉行不断向外开拓疆土的政策。主要是由南

西、东面及西边发展。如吴起南平百越，扩地至湖南南部:楚威

王(前 339 -爵 329 在位)灭越，取地东至于斯江;楚威王派将

军庄睬，略己蜀黔中以西，直至滇池。在北面，先后灭了蔡、花

①按:庸，今湖北竹山县:勾噩，今湖北江棱县:鄂，今湖北鄂州市。

② 〈史记·货殖列传机

③ 〈陆游集》第一婿，中华书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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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河南祀县)、富(今山东吉县)、鲁;并伐齐，骂灵准北之地。

当时秦、楚分别为北、南两个最强大的国家。楚匿由于政治改革

不及秦国街底，社会矛盾尖锐，西对强秦的进攻，只能节节败

退。公元前 278 年秦将自起挨骂，楚迁都于陈(今河南淮阳

县〉。公孟前 253 年，离链者在费三阳(今安徽太在县东〉。公元前

241 年，东徒都寿春〈今安徽寿县) ，也称作嚣。公元前 223 年，

秦将王蔚率六十万人攻楚，杀楚将项燕，俘楚王负鱼，楚亡。

在先秦史中，楚自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有悠久的历史，

从僻在荆山，地处江汉蔬攘的"蛮夷"小圈，逐步发展，春秋

时期曾称霸中累，战国时期周成为占地面积最大的国家。艺北接

准、汝，与韩、魏、宋、齐为邻:南有苍梧(今湖南南部九是

由)与百越为邻;西有黔中、巫郡〈今重庆巫山县) ，与己、秦

为邻:东极海滨。换言之，它包括今黯北、湖南全省和河南、四

川、重庆、陕西、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山东等省的一部或

大部地区，统一了江汉流域、江淮流域、江新流域、法黯流域等

我国南方广大地区，从而为秦、汉统→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建

立创造了重要条件，对后世南方语族文化有着重大影鸭，为我屋

历史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楚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在广袤的楚国境内，居住着种类繁多的民族。这些民族，对

楚的历史发展起着重大作用。而楚国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也就

成了南方民族融合的中岳。

楚国境内诸族主要有:

1.楚

楚族是楚国的主体民族，属于"蛮"族中"荆蛮"的→支，

即是我医吉代少数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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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时期，居住在江汉流域及其以南广大地区的众多部族，

古籍把它幻统称为"蛮"、"夷"或"蛮夷"并称，又因其位于

华夏族所居的中原地区以离，故又往往称之为"南蛮"或"南

夷"。楚即属于上述"蛮"族的范围。

楚为"蛮"族中"荆蛮"的一支。其时的"蛮"族，主要

是指活动在江汉流域为中岳的古荆州i地区的部族，故史有"荆

州于古蛮眼之地"①之载。国弗i、楚同义，故又称为"楚蛮"或

合称为"那楚"。辑或楚是"弗i蛮"或"楚蛮"的一支，是

"荆(楚〉蛮"中的主要部分和接，合力量。后来，这一地区的

"蛮夷"完全为楚所征服，后人往往误把史籍中的"熟i楚"、"荆

蛮"与楚国等司起来，而这是需加以区裂的。

楚人对楚为"蛮"族这一点，并不讳饰，如，楚熊渠与楚

武王均曾称"我蛮夷也"②。周王辑和中原诸侯国也以"蛮夷"

视楚，如周成王盟诸侯时，因"楚为荆蛮" "故不与盟"。③

随着楚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与中原地区交往的吕

益援繁，它与诸夏的界限就逐渐泯灭而成为诸夏的一个组成部分。

2. 群蛮

蛮族中，除楚人外，尚有其他种类繁多的部族，史攘称为

"群蛮"。春秋时期，楚境内的蛮族晃于史籍者主要有:萨戎、

罗、戎、庸。③

3. 旗和巴

楼"在江汉之南"⑤。其地逐步为楚所占，被迫向西南移

①见《太平御览·州郡〉所引《晋元康地记》。

② 《史记·楚世家机

③ 《国语·晋语》。

④ 按:庐戎，在今湖北商漳县境;罗，在今湖北宜城市西山;或，居于楚南部

山间的"蛮夷\庸，今湖北竹山县。

③ 《尚书·牧誓》孔安国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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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故进入战国后，楚境已无揍人的记载。

EL 详见后述。

4. 西戎

靖戎本出自我国西部地区，搓着民族前往来的颜繁，部分西

戎逐渐东移。下列诸戎还成了楚国的组成部分。"蛮民戎"立

国于今河南 l路汝:姜姓之戎，申、吕、许;允姓之戎，器、

院。①

5. 东夷

在我国东部居住的古代部族，被称为"夷"或"东夷"。被

楚所灭的东夷国家有:黄、英、江(今河南息县西南〉、六、

薯、郡舒、箱、苔等。②

6. 越

楚境内属于百越系统的越人，有"杨越"或"荡越"。需指

出的是史籍记载与楚发生关系的扬越有两处:→是上述，楚君熊

渠所伐之"杨粤"位于汉水中捞一带;另-是楚悼王时，吴起

"南攻扬越"③，此扬越地望，员赌g主要指今湖南南部和江西吉部F分地

区。有"夷越

乱"飞，其地望应主要在楚呈罪E都以南的广大地区o 有"子越"此

系指春秋战国时期的东部越人。

7. 诸夏

汉南诸娃。指汉水北部的姬姓国家:随〈今湖北疆州市)、

唐(今湖北髓州市西北)等众多中小国家。此外，楚还灭了陈、

①按z 串，故城在今河南南阳市北;日，今河南离阳市西z 许，今河南许昌

县:部，后迂于南部部县，郎今湖北宣城市:阴，后迁子汉水之滨的湖北兴化境。

② 按:黄，今河离黄}II县:英，今湖北英山县绕;江，今河南J息县西南:六，

今安徽六安市;薯，今河南固始县:郡舒，今安徽境:朱，今山东邹县:苔，今山

东苔县。

③ 《战国策·秦策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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