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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达地水族乡地处雷公山主峰最南端地区，东临榕江县塔石、

三江乡，南靠三都水族自治县乌不、羊福乡，西连丹寨县雅灰

乡，北与雷山县永乐镇毗邻，是“两州四县六乡”交界处。全乡

总面积72．9平方公里，辖10个行政村97个村民小组135个自

然寨，人口10400多人。

达地境内山高坡陡，河谷幽深，大坪山山脉主峰海拔1471

米，在达地境内有大小山峰近100座。大坪山与八宝山两山遥遥

相望，连接大坪山的有雷公坡、八宝山等大山。大坪山自古就是

兵家必争之地，清朝末年，这里曾经是余王爷、唐王爷反清根据

地。1925年年初，红军从黎平过榕江向遵义转移，其中一个小

分队路过达地的骷髅山，有位战士把当地的民谣“骷髅山，离天

三尺三，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记录下来，到遵义后，毛主

席感慨红军战士的坚韧不拔，于是把这首民谣改编为“十六字

令”之一，“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达地生态环境良好，水资源丰富，一年四季水流不断。其中

大坪山大湾金家山水源水质清澈，无污染，落差1300多米，是

达地政府所在地的人饮水源，水源另一部分流往金家山龙塘坝，

归宰勇大河流域。

达地境内物产丰富，除水稻、玉米、红苕、小米、油菜、小

麦等农作物外，还有茶叶、香菇、木耳、板栗、薇菜、猕猴桃、

八月笋、野生杨梅等天然绿色食品和油桐、五蓓子、天麻、杜

仲、黑灵芝等名贵药材。

由于达地的土壤气候条件独特，草地资源丰富．有发展畜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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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得天独厚的条件。达地牛羊成群，每户养牛3．-一5头，多的达

10余头。2008年，牛存栏3000多头，羊存栏6500多只。牛场

交易日每场多达200头。达地的牛、羊肉味道特别鲜美，尤其是

达地的“火烧皮牛肉”更是名扬县境内外，许多人慕名赶场来达

地品尝“牛肉”。

达地为多民族杂居区域，有水、苗、瑶、侗、汉等世居民

族，其中水族占37％左右。排老、乌空、达地、乌达、野蒙等

村的水族，以热情、大方、勤劳、勇敢闻名。“瓜年节”是达地

水族最隆重的民族节日，每到“瓜年节”时，好客的水族人用烧

鱼、甜酒、重阳酒、糯米饭、南瓜片恭候远方客人的到来。

达地民族文化特色浓郁，水族的芦笙舞、铜鼓舞，野蒙苗族

的古瓢舞等，舞姿奔放、豪迈，古瓢琴琴声瑟瑟，悠闲典雅，舞

步欢畅，节奏轻快，风采迷人，保存了古朴的民族风情。野蒙苗

族的“百鸟衣”独具特色，色彩艳丽，图案古朴奇特，被誉为

“穿在身上的苗族史书”，反映了野蒙苗族妇女巧夺天工的刺绣工

艺和独具风格的审美观念，蕴藏着深厚的历史文化。

达地的另一瑰宝水书，是水族天文地理历法的集大成者。水

族人的丧葬、祭祀、婚嫁、营建、出行、占卜、节令、生产等，

都根据水书来预测吉凶，水书在水族的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

用和较高的地位。水书为象形文字，有的文字类似甲骨文、金

文，有的仿汉字的反写、倒写或改变汉字形体，还有的表示水族

原始宗教的各种密码符号，因而被专家、学者誉为世界象形文字

的“活化石”。水书使水族这个古老而神秘的民族令世人刮目相

看。现在达地还有巫师能读懂各种字体的水书并将其运用于各种

巫事活动中。

改革开放以来，达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社会

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2004年达地开始开山修路，2005年9月

年实现村村通公路，2009年5月，89％村民小组通公路。户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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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上电照明，大部分群众已经越过温饱线正在奔小康。在党的正

确领导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达地群众紧紧围绕实现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抢抓机遇，奋发图强。一个繁荣与和谐的

达地正向世人展示它的风采与魅力。

达地自然风光秀丽，历史文化厚重，民族文化丰富多彩，人

民勤劳勇敢。过去，由于达地长期处于三都、丹寨、雷山、榕江

四县的交界偏僻地带，区划更替频繁，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没有

机会修志。今天，在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和繁荣少数民族文化政策

的指引下，在中国民族博物馆的鼎力相助下，在县委、县政府领

导的关心和社会各界友好人士大力支持下，我们编写了《达地水

族乡志》，这是长期以来生活在达地这块土地上的各族人民的回

忆和记录，也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达地各届

党委政府工作的肯定和总结，更可作为未来工作的借鉴。《达地

水族乡志》的出版问世是达地人民的一件大事。是为序。

吴文学

200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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