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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长向世林

‘

＼
4

湘西自治州，位于湖南省西部的武陵山区，是云贵高

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相交的第一道屏障，为辐射湘鄂川I

黔边区的商贸中心。历史悠久，资源丰富，山’川钟秀，人

才辈出，神奇的民族文化财富丰厚多采。勤劳勇敢的土

家，苗、汉各族人民，无论在古代、近代，或现代、当代，

为维护祖国统一，创建中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作出

了重大贡献。尤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湘鄂西、湘鄂川I
黔武装斗争时期，无数先烈前仆后继，浴血奋斗，谱写了

气壮山河的英雄赞歌，至今仍碑于众口。这片沸腾的沃

土，深情地呼唤着客观反映她的新方志的面世。

方志，是记载一地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的朴实、

严谨、科学的资料性著述，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

绵延两千年，方志经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能发展至今，

其主要原因就是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在资治、存史、教

化诸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州境从明代至民国初

期，·修纂了府志、厅志、县志、卫志和风土志等数十部，

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



总 序

国者以志为鉴"。史论兴亡，志表兴衰，史志为镜，可以

明兴亡废替，晓盛衰得失。今天，我们纂修社会主义新方

志，详今略古，贯通古今，尽可能达到思想性、科学性、
， 可读性的统一，其意义更为深远，它可为我们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提供系统的有科学依据的基本情况，可用以向

各族人民进行国情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

民族团结和革命传统教育，可积累和保存地方文献，可增

进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对湘西州的认识和了解。正因

为如此，我州近几届政府均加强了对这项工作的领导。州

直各修志部门按照统一部署，抽调人员，组织班子，制订

篇目，收集资料，精心编纂；认真评审，并得到社会各界

和湖南地方志编委会的支持。广大修志工作者以马克思

主义观点为指导，宏观记述和微观记述相结合，共性资料

和个案资料相结合，大量的社会调查和深层次的资料挖

掘相结合，立足于州情的高度，总揽全局的广角，利用各

门现代学科基本原理来观照一切所需记述的事物，求真

存实，戮力同心，孜孜以求，耐得艰苦、辛苦、清苦，历

寒经暑，伏案劳作，经纬成章。欣值州志丛书杀青付梓之

际，让我谨代表州委、州政府和州志编委会对此表示诚挚

的祝贺与衷心的感谢。并坚信州志丛书的出版发行，不仅

能服务当代，而且能惠及后世。 +

江泽民同志指出：“坚持做了调查研究这篇文章．是

我们的谋事之基，成事之道。"州志的编纂，就是在做调

查研究这篇文章，而这种调查研究是群众性的，历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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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志丛书·妇女团体志》将与读者见面

了，这是全州各族妇女的大喜事。 ．

修志，确实是一项宏大的文化工程，从本志来看。它通过广
征博采，收集了大量资料；通过对资料的筛选与整理，基本理清
了我州妇女团体和妇女运动的历史脉络；通过对历史脉络的梳理，

比较深入地把握了民族地区妇运发展的规律及其特殊性；通过对

妇女工作的重点记述，加深了对妇女组织是共产党与群众联系的

纽带这一作用的理解；通过对若干历史事件和人物活动的记录，增

强了我们做新一代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女性的自豪感。我们
深信《妇女团体志》的公开出版，将会对各级妇联做好妇女工作

起到借鉴作用，在各族各界妇女中也必将产生新的影响，它的价
值和意义都是重大的。当然，这本志书尚有不够完善的地方，或

者还有不足甚至错讹之处，这就有赖广大读者和志界专家惠予批

评指正了。我们应以此为开端，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总结

历史经验，从而获取新的启示，新的认识。解放思想，大胆探索，
锐意改革，积极进取，为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实现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而充分发挥“半边天”的应有作用，争取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值此志书出版之际，让我们谨代表州妇联和编纂领导小组，向

关心与支持本志编纂的州档案馆、州图书馆、各县市妇联，以及

社会各界致以衷心感谢，向辛勤从事编写的同志致以深深的敬意。
1994年12月 。

①张泽莉原任州妇联主任，1993年任州政协副主席I侯玉英于1993年任州妇联

主任．



凡 ．例

凡 例 ’

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志丛书·妇女团体志》记事，上

溯至清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下限至公元1988年。

．二、《妇女团体志》力求贯通古今，’详今略古，以现代为主。

三、《妇女团体志》采用述、志、图、表、录等体，以志为主。

除概述、大事年表、附录外，共设4章、13节。

四、《妇女团体志》记事，采用横排竖写的形式，坚持实事求

是，由于资料不全或无从查考者，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弃

之不记．

五、大事年表一般采用编年体，个别条目采用纪事本末体，记

载各个历史时期妇女解放运动和妇女工作中影响较大之事件．

六、各种称谓，首次出现用全称，出现频率高的从第二次起

用简称。

七、采用的资料，除引用公开出版物中资料注明出处外，一

般均不注明出处。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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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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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位于湖南省西北部，地处湘、鄂、川、

黔四省边界，土地面积21356平方公里，约占全省总面积的10％．

新中国成立之初，州域10县分属沅陵专区和永顺专区管辖。

1952年8月，成立湘西苗族自治区，1955年3月，改称湘西苗族

自治州。1957年9月，撤销湘西苗族自治州，成立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辖吉首、大庸二市和泸溪、凤凰、花垣、保靖、古丈、

永顺、桑植、龙山8县．州庶设在吉首市． 。

湘西自治州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山区，在全州301．79万

(1988年)人口中，土家族121．89万，占40．38％；苗族71．26万，

占23．61％；白族9．37万，占3．10％；其他少数民族1．07万。占

0．35％；余为汉族．女性入口为145．56万人，占总人口的

湘西各族妇女有着光荣的传统．她们在长期与反动统治阶级

的斗争中，在多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发展中，锻炼了英勇顽强、不

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养成了勤劳节俭、朴素善良的优秀品格．在

清代乾嘉年问，乾州吴八月、永绥石三保、凤凰吴半生等领导的

苗民暴动——乾嘉起义和白莲教反清起义军进攻龙山时，湘西各

族妇女都举旗响应，踊跃参加，成为两支起义军的重要力量．在

清咸丰年问，龙山、永顺、桑植，保靖等地兴起的“哥老会”反

清运动中，在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军从广西转战湘西，进入四川时，

湘西各族妇女也异常活跃，积极参与。吃大户，打土豪、攻官府、

杀贪官”的义举，不少妇女还参加了太平军行列，英勇地投入反



概 述

封建压迫的斗争。 ．

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后，湘西各族妇女

进一步觉醒起来。一批有识的女青年，如凤凰的田应弼、大庸的

陈涤南等先后兴起了妇女新文化运动，集资兴办各类学校，号召

青年妇女“剪发”、“放足”，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反对买卖、

包办婚姻，成为当时妇女解放的一股新潮流。 ，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湘西各族妇女把为争取自身解放的斗

争与整个民主革命运动紧密结合起来，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

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前仆后继，顽强战斗。1928--1935

年，在贺龙、任弼时等的领导下，先后创建了湘鄂西、湘鄂川黔

革命根据地，广大妇女积极投入革命斗争，和工农红军一道，开

展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保卫根据地的活动，桑植、龙山、永顺、

大庸不少妇女，参加了工农红军，成为优秀指战员。游击队司令

贺英、支队长贺满姑、工农红军模范师女儿队队长刘香莲、李友

姑、连长秦玉莲等，都先后在作战中光荣牺牲，以她们的英雄业

绩，为中国革命和妇女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湘西各族妇女踊跃

地投入了抗口救亡运动。中共乾城、凤凰、泸溪、永绥、保靖等

县地下组织的女党员徐淑媛、唐知自、黄绍湘、杨宗征、彭司琰

等利用各自的公开身份向社会各界人士和人民群众，宣传中共的

抗日救国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表抗日演说、教唱抗

日歌曲，表演抗日话剧，动员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前

线，保卫祖国，为唤起民众，团结抗日起到r积极作用。由于国

民党、蒋介石施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消极抗日，积极反

共，对劳苦大众横征暴敛，敲榨勒索，湘西各族人民担负的苛捐

杂税达50余种，尤其是实行食盐垄断贸易，要20公斤大米才能

换到一公斤食盐，时称“斗米斤盐”。为此，永绥、凤凰、乾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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