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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东南州村寨民族志系列丛书》编辑出版说明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三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世居着

苗、侗、汉、水、瑶、壮、布依、土家、仫佬和畲族等十个民族。千

百年来，世居在这里的各族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征服自然和改

造自然的斗争中，创造出了绚丽多姿的民族文化，为中华民族

文化宝库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由于黔东南

地处山区，加上世居民族多聚族而居，因此，黔东南的民族文

化显现出一种强烈的切割现象，形成显明的村落文化。这些村

落文化。或以单元文化为基石。或以二元文化为基础，或是多

元文化共存，每个村落的文化都具有强烈的个性，显现出“百

花齐放”的格局。黔东南州的村落文化虽呈“百花齐放”格局。

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不管是以单元文化为基石的村落

文化还是多元共存的村落文化，都以本民族固有的如热情好

客、扶贫济困、乐于助人的典型利他主义的传统美德作为文化

的核心，这正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所必需的。

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定》以后。为了加强我州农村的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州民委(现为州民族事务局)决定在本世纪末

下世纪初，通过民委系统自身的努力，用七到十年时间编辑出

版一套三十本左右的《黔东南州村寨民族志系列丛书》。并责

成州民族研究所具体组织实施。这套丛书将十1998年九月起

陆续编辑出版发行。
：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民族研究所

‘

一九九八年九月



《黔东南与卅I村寨民族志系列丛书》总凡例

一、本丛书定名为《黔东南州村寨民族志系列丛书》。 、

二、本丛书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

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述入志村寨的政治、经济、

文化的历史和现状。

三、本丛书记述各村寨历史的上限始于事类发端，下限止

于定稿时间。

四、本丛书采用新方志编纂方法进行编纂，采用章节排

列、横排纵写，详今略古。

五、本丛书时间称谓采用历史朝代纪年与公元纪年相结

合方式，政权和职官称谓沿用历史通称，地名称谓，古地名有

变更的，首次出现加注今地名。

六、本丛书遵循“活人不立传”原则，凡对村寨发展作出过

贡献的人均可以事带人方式记入有关章节。

七、本丛书一律使用公制计量单位，IB计量单位加经折合

公制。 、

八、本丛书统计资料，解放前的以文献档案为准，解放后

以统计局数据为准。由业务单位提供的数据加注说明。

《黔东南州村寨民族志系列丛书》编委会

～九九八年九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西江苗族志》凡例

二、本志定名为《西江苗族志》。

二、本志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

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述西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

历史和现状。

三、本志上限始于事类发端，下限止于成书时间。

四、本志采用章、节、目结构排列，横排纵写，详今略古。

五、本志时间称谓采用历史朝代纪年与公元纪年相结合

方式，政权和职官沿用历史通称，地名称谓古地名有变更的，

首次出现加注今地名。

六、本志人名、地名、物名、事件名、风俗专用名辞加注苗

文记音。

七、本志入志人物排列以生卒时间为序。

八、本志遵循“活人不立传”原则，凡对西江作出贡献的人

物，采取以事带人方法记入本志。

九、本志原则上使用公制计量单位。

十、本志统计资料，解放前以文献档案为准，解放后以统

汁局资料为准。 ．



总 序

《黔东南州村寨民族志系列丛书》是一套以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为指导，以村寨为对象，

以村寨世居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为经，以世居民族的政治、

经济、文化的发展脉络为纬，按照社会主义新方志要求编纂的

大型的村落文化丛书。它既是社会主义新地方志的组成部分，

又是独立于地方志之外的系列丛书。

黔东南山川秀丽，气候宜人，物产丰富．人民勤劳。千百年

来，生息在这块三万多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各族劳动人民，在长

期的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斗争中。开辟了自己美丽的家园，

创造了询丽多姿的民族文化，为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的

形成和发展作出自己不可磨灭的贡献。

黔南东州地处云贵高原向湘桂丘陵过渡地带，山体切割

明显，交通极为不便．加．卜黔东南的各族人民多聚族而居，因

此，黔东南的民族文化呈现出一种村落文化切割突出的现象。

而日．．在切割明显、特色突出的村落文化中．保存着较为完整

的民族传统文化．积淀着丰厚的文化底蕴。在这里．很多村寨

至今仍保存着较为完整的唐代的服饰、宋代的头饰．明清的建

筑．保存着淳扑的民俗民胍．是一块尚未开垦的文化人类学处

女地。f日这里也不是tH：外桃园。解放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

民政府的领导下．黔东I柯各族人民同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各

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



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日益发展，我州的村落文

化更是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各族人民自觉地扬弃了不利于民

族团结进步、不利于民族发展繁荣的旧的风俗习惯。优秀的民

族传统文化不断得到弘扬，一种新型的、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要求的村落文化正在形成。全面地、实事求是地记述我州村

落文化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在改革开放中的动态变化，使之成

为振奋民族精神、鼓舞人民斗志，鼓励各族人民继续努力拼

搏，建设文明、繁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文化的最好的教科

书是我们编纂这套丛书的初衷。

编纂《黔东南州村寨民族志系列丛书》是一项跨世纪的宏

伟工程，需要全州各族人民的关心和支持。在编纂这套丛书的

过程中，专业人员和广大少数民族干部群众，以爱国、爱乡、爱

民族事业和无私奉献精神．为本丛书的编辑出版付出了艰辛

的劳动，理应受到人们的尊敬。值此丛书出版之际，谨致以衷

心的谢忱!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民族事务局局长

杨登林

一九九八年九月



序

盼望以久的《西江苗族志》经过编写组同志的两年多的努

力，几易其稿，今天终于刊行了。这是西江5000多苗族同胞政

治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 ．

西江苗寨自其先祖定居以来，按苗族子连父名制计算已

有二十多代人五——六百年历史了。多少年来，西江苗胞盼望

着编写一本属于西江苗族自己的志书，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

愿望总是望眼欲穿，直到今天。在州民族事务局的领导下，经

过州县民研所专业人员的不懈努力，这本书才还正式面世。这

本《西江苗族志》的问世，圆了西江人的梦，填补了历史的空

白。这对于继承和发扬苗族人民的优秀传统文化，振奋民族精

神，鼓舞人民斗志，对于提高西江的知名度，发展西江旅游业，

振兴西江经济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

《西江苗族志》分为《概述》、《族源、迁徙和人口》、《语言文

字》、《婚姻家庭和社会组织》、《经济结构和交换流通》、《习

俗》、《文学艺术》、《教育、医药、科技》、《抗暴斗争》、《文物胜

迹》和《人物》十个部分。编者站在科学的高度。运用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来驾驭和统率材料。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用大量丰富而翔实的资料、清丽而简洁的

语言对西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得体的、

全面的、准确的记述，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的古今概

貌．是一部了解西江的历史文化现状不可多得的“百科全书”。



方志具有“资治、存史、教化”的社会功能。纵现《西江苗

族志》所涉及的内容和所运用的材料，我认为《西江苗族志》

的刊行。对于西江乃至雷山全县都可以起到以下几个方面的

作用： ，

一、为各级领导制定民族经济发展提供可靠依据。本志在

经济上着重对西江的生产方式、经济结构、产品分配和交换流

通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评尽的记述，揭示了西江民族

经济发展的特色，这对于我们制定西江及至雷山县经济发展

的规划具有十分重大的参考意义。

二、是发展西江旅游业的重要依据。西江山青水秀，地灵

人杰，保存着淳朴的民风民情，是黔东南民族旅游的重点村寨

之一。《西江苗族志》用大量的篇幅，对西江苗族的民风民俗进

行了祥细的记述，这对于提高西江知名度、促进外界对西江的

了解，促进西江民族旅游业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是西江苗族增强民族自豪感，树立民族自信心的精神

源泉。《西江苗族志》全面地记述了西江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

和光荣的历史。丰富多彩的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自豪感的精

冲源泉。而民族自豪感又是民族自信心的精神支柱，《西江苗

埃志》用很大的篇幅，对西江的民间传统医药和科技进行了记

蓬，正是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流露。

四、是两江苗族加快自我改革步伐的清醒剂。《西江苗族

J断-》的编纂者们不仅以农墨黑彩来描述了西江苗族的优秀的

专统文化和解放以来的飞跃发展，而且也毫不隐讳地记述了

互江苗族文化发展滞后，经济发展缓慢，观念落后的事实，用



心良苦。通过《西东苗族志》，我们可以看到西江苗族的不少不

利于民族发展进步的落后面。通过这种记述了可以使西江苗

族人民看到自己的不足而知痛、知改、知赶，加快的改革步伐．

促进经济文化发展。面对着与其他民族的巨大差距。谁还能心

安理得自其落后呢?正是编纂者的这种良苦用心，使《西江苗

族志》真正成为一剂民族自我改革的清醒剂。

此外，《西江苗族志》还是一部多学科的资料集成，它包括

了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学、建筑学、宗教学等诸

多学科的资料，这对于有志于从事上述学科研究的入将有很

大帮助。 一

当然，我不是说这本志教就十全十美了。由于时间紧、任

务重，有许多资料还未搜集完，如西江苗族上层入物参政议

政，西江苗族干部的成长等方面还是空白。还好。现在只是内

部发行。待正式出版发行时还可以修正。

因工作关系，我在本志定稿之前，有幸先睹为快，掩卷之

余，一种强烈的责任感驱使我写下了这些话，权当本书的‘序
．一
石。

雷山县人民政府县长

龙义铨

一九九八年九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二

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民族事务局、中共雷山县委、县

人民政府的关心、重视和支持下，经过州民族研究所全体同志

的辛勤工作，县民族局和有关单位的积极配合下，《西江苗族

志》终于与我们大家见面了，这是我们西江五千多苗族同胞的

一件大喜事。

西江是全国最大的苗寨，素有“千户苗寨”之美称，西江苗

族人民世居在这块古老而又新奇的土地上，创造了悠久的民

族文化、浓郁的民族风情和多彩的民族文化。西江人民在征服

自然、改造社会的过程中。既有着文明的发展史，也有着反抗

压迫的抗暴斗争史，普写了一首首发展过取的篇章。

由于历史的原因。西江的发展史至今没有得到全面系统

的概括叙述．这实在是一件大大憾事。欣喜的是州民族研究所

的同志们不辞辛劳，认真工作，通过多次深入调查．走访西江

父老乡亲以及对西江情况比较了解的专家、学者的基础上．几

易其稿．终于完成了《西}1=苗族志》的编纂T作，填补了空白，

满足了可li汀人民和关心西江人民各项事业发展的各界友好人

士的迫切愿望。

《西汀苗族忐》记载了两汀境内的苗族同胞豪迈悲壮的迁

徙历程以及西江苗族人民建设家园抵制压迫反抗侵略的历

史。介绍了两江苗族的语言‘文字．婚姻习俗、生活习性、文学艺

术、科教卫生和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等。《西江苗族志》把西汀悠



久的历史、多彩的文化、独特的习性、纯朴的民俗、厚道的人民

展现在人们的眼前，使人们对西江的昨天有了更加深刻的认

识，对西江的明天增添了几许的憧憬，是进一步宣传西江，提

高西江知名度的窗口和教材，对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豪

感，鼓舞人民志气，激励人民积极投身西江经济建设具有不可

低估的意义。
‘

望允许我们代表西江五千多人民和在外地工作的西江藉

同胞再一次感谢为本志编纂出版付出艰辛劳动的各位领导和

同志们。

中共西江镇委员会书记金光翔

西江镇人民政府镇长梁华

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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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西江位于雷山县东北雷公坪之麓、白水河之畔的西江镇

境内，东邻西江镇开觉村，西连营上，北接皆王，南与乌尧接

壤，距县城37公里，距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首府凯里80公

里，是全国苗族最大聚居村之一，人称“千户苗寨”。

“西江”是苗语“Dlib Jangl”音译，意为苗族“Dti．b”氏族居

住的田坝。西江原称“仙祥”，清初建置后改称“鸡讲”。清乾隆

三年(公元1738年)置鸡讲司．为丹江厅通判所辖三司之一。

鸡讲司辖鸡讲、顶冠、控稗三汛，驻绿营兵240员，设守备1

员，管40寨，是当时八寨(今丹寨)、丹江(今雷山)通往镇远、

柳霁(今剑河)必经的孑L道和丹江厅东北边缘的战略要地。

西江自其苗族始祖“Ghet yenx”(构寅)、“Ghetmol”(构

卯)率族西迁进入该地安居以来。按苗族“子连父名制”计算至

今已有二十多代人了。距今约(500—600)年，从寨边伸延而上

直至林海深处的层层梯田．村边寨旁的参天古枫及虬枝挺拔

的古松古杉．可以找到该寨悠久历史的见证。

西汀苗寨由平寨、东引、也通、羊排、也薅、南贵、乌嘎等八

个自然寨组成．1 997年有1 1 15户．4616人。苗族占该寨总人

口的98％以卜。世君此寨的有候、李、宋、唐、董、蒋、陈、毛、

龙、陆、梁、顾、杨、吴、金等姓氏。语言为苗语中部方占北部土

语。

这罩的男人勤劳朴实．吃苦耐劳，那层层延绵不断的梯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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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片片莽莽苍苍的林海是千百年来这里苗族男子汉们汗水和

智慧的结晶；这里的女人能织善绣，-L-灵手巧，那巧夺天工的

挑花、刺绣和绚丽多姿的服饰则是历代苗家女子灵性的杰作。

这里的人民聪明智慧，那长达数千行的苗族古籍《贾》以

受多如牛毛的民间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语、格言，是这里

苗族劳动人民千百年来赖以鼓舞斗志同自然争斗的精神食

粮，也是这里苗族入民对自然认知的总结。

西江自古就有“歌舞海洋”之美誉，那高亢嘹亮的“飞

歌”、深厚雄浑的“酒歌”、缠绵婉转的“情歌”以及悠扬清脆的

芦笙曲，构成西江歌之海的主旋律；那刚劲有力的“木鼓舞”、

庄重肃穆的“铜鼓舞”、婀娜多姿的芦笙舞，构成西江舞之洋的

大柜架。

这里，最具特色的是那依山而建的民房，有平房、楼房、傍

山依地势而建的多层半边吊脚楼等类型。整个山寨座座木房

依山而建，栉次鳞比，次第升高，实为山区坡地房屋建筑的_

枝奇葩，被建筑界喻为瑰宝。木楼最大的有三层八柱五间，一

般的为三间正房搭一箱阁。第一层存放生产工具、关养禽畜、

贮存肥料；第二层作客厅、寝室、厨房、火坑取暖间；第三层存

放种籽谷物、饲料、瓜菜等生产生活资料。客厅中央摆一张木

制花边长桌作宴客用。厅前外廊有长条木凳，榫扣在檐柱腰

部，饰以木条曲形栏杆称“阶息”(Ghaib xil)．供闲时乘坐憩息

或会客。窗棂雕刻各种花鸟图案或十字格。火门两边有一对

造型别致的木棰，俗称“打门棰”。屋前屋后竖晾禾架和谷仓。

户与户之间有小青石铺砌的小道连接，整洁卫生．舒适清爽。．

西江苗族人民主食大米，其品味以酸、辣、甜味食品为主，

尤喜酸与辣。副食按季节备有酸菜、糟辣、腌鱼、腌肉、酸笋、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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