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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麻阳民族志>出版问世，向国内外公开发行，这是献

给麻阳苗族自治县成立十周年大庆的一份厚礼，是全县

各族人民的一件大喜事，亦是民族工作的新成果，可喜可

贺l

麻阳地处湘西边陲，是一个以苗族为主体的多民族

县。长期以来，麻阳各族人民生息于锦江之滨，繁衍于群

山之麓，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在历史的长河中，在开发建

设苗乡中，用自己勤劳的双手，谱写了光辉而壮丽的篇

章，创造了灿烂的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为麻阳的团结进

步、繁荣昌盛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为中华民族的崛起作出

了应有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麻阳各族人民艰苦奋斗，

开拓进取，使麻阳苗乡的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o 1988年

10月31日，国务院批准撤销麻阳县，设立麻阳苗族自治

县，党的民族政策得到进一步贯彻落实。麻阳各族人民

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光辉指引下，乘
胜前进，各项改革和建设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麻

阳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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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党的民族政策，研究民族起源，介绍民族特征，

宣传民族优势，总结民族工作，展示民族风貌，是为了更

好地认识本民族的真实面目，更好地振奋民族精神，增进

民族团结，发展民族经济，促进社会进步；是为了让民族

史的星光照亮前进的道路，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进程中，

更加满怀信心。这是编纂<麻阳民族志>的目的，也是广

大编写人员辛勤劳动的价值所在。是为序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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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强 张湘友陈 健

1998年10月

注：作者分别为麻阳苗族自治县一、二、三任县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

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

观点，做到求实存真，略古详今，突出民族特色、地方特色

和时代特色。

二、本志立足于为麻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为各级领导机关实施科学决策，为

有关机构研究麻阳各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历史提供

依据。

三、本志分概述、苗族篇、其他民族篇、民族工作篇、

人物传、大事记、附录等7个部分，记叙麻阳境内各民族

的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的历史和现状。

四、本志以记、志、图、表、录等体裁组成，以志为主，

志分章、节、目。

五、本志采用语体文和汉语规范简化字。

六、本志上溯不限，下断1997年，个别的也到1998

年。

七、本志地名一律循史，加注今名。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前记年加注括号公元纪年。

八、本志所录用的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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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麻阳苗族自治县，位于湖南省西部，属云贵高原东缘武陵山脉

的梵净山延伸部分。界于东经109。24743”至110。06’22”。北纬27。

32 702”至28。01746”之间。东西长66公里，南北宽55公里。东与

辰溪县接壤，南与鹤城区、芷江侗族自治县毗邻，西与贵州省铜仁

市交界，北靠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凤凰县和泸溪县。总面积

1560．9平方公里，占湖南省总面积的0．74％。境内居住着苗、汉、

土家、侗、布依、瑶、回等15个民族。据1997年统计，全县辖18个

乡、6个镇、311个行政村、10个居民委员会、1857个村民小组。总

人口35．16万人，其中农业人口31．48万人，苗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76．7％，是一个以苗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混居县。

麻阳南、北、西三面群山屏列，与毗邻县形成天然分界线。中

有锦江河贯穿西东，地势逐渐平缓开阔，形成西南山地、东北丘陵

和中部河谷平原，南、西、北三面高，中间低，朝东倾斜开口的地貌

特征。县内有西晃山、雄山、雷打坡、大面山、芭斗山等五座大山。

海拔最高点是西晃山金顶1405米，最低点是吕家坪镇毛家滩的河

口出处，海拔130米，相对高差1275米。境内有大小溪流287条。

循锦江河形成叶脉水系，主要溪河有锦江、滑石江、鸬鹚江、太平溪

和毫洛溪等5条。最大的是锦江河(又名辰水、辰河、麻阳河)，是

秦汉时期的“五溪”之一，发源于贵州省梵净山南麓，全长310公

里，流经麻阳117公里，于辰溪县城与沅水交汇。麻阳土壤类别繁

多。以板页岩、紫色砂岩和石灰岩母质、红土母质为主。据1997年

统计。全县林地面积154．17万亩。耕地28．62万亩(耕地中有水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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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4万亩)。按农业人口计算，人均林地4．2亩，耕地0．9亩。

总的结构比例大体是“八山半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和庄院”。麻阳

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光照充足，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为

17．2℃，极端最高温度41．5℃，极端最低温度一10．5℃。无霜期

297天。年日照1424．8小时。农业资源较为丰富，盛产稻谷、红

薯、小麦、油菜、花生、西瓜、晒烟、柑桔等，不少产品驰名全国。麻

阳的树种繁多，有91科、204属、633种。除常见树种外，还有多种

珍贵树种，如：红椿、香花树、香果树、五列木、秋枫、伯乐树、深山含

笑、猴欢喜、桢楠等。许多野生动物在深山野林中繁衍生息，除刺

猬、花面狸、布谷、黄鹂等一般飞禽走兽外，还有属全国保护动物的

穿山甲、长尾雉、鹰嘴龟、蟒、金鸡、青羊等。麻阳有107万亩草场，

为发展畜牧业提供了优越条件。有9．4万亩水面，有80多种鱼

类，西晃山区和郭公坪山区有珍贵的娃娃鱼、油鱼、大蟾鱼等。麻

阳地下矿藏已查明34个矿点，主要有铜、铁、石煤、磷、铅锌、重晶

石、硅酸盐、钡等15种。

麻阳古属五溪地，历史悠久。南北朝陈天嘉三年(562年)朝

廷于麻口置麻阳戍，驻兵设防，“麻阳”之名自此使用。唐武德三年

(620年)始置麻阳县，隶辰州。宋熙宁七年(1074年)改隶沅州。

元隶沅州路。明隶沅州，又属辰州府。清乾隆元年(1736年)隶沅

州府。民国初录辰州道，后隶湖南省第四行政督察处(乾州)，1938

年隶沅陵专署。1949年麻阳解放，1950年3月成立麻阳县人民政

府，隶沅陵专署。1952年8月隶芷江专署。1953年3月，县城由

锦和迁高村，是年5月隶黔阳专署。1981年6月隶怀化专署。

1988年10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撤销麻阳县，设

立麻阳苗族自治县，行政区域不变。1988年怀化“地改市”，隶怀

化市。麻阳的历史，是一部以苗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在这里繁衍生

息、艰苦奋斗的发展史。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麻阳苗族人民和其

他兄弟民族一道，为了生存和发展，与反动统治阶级和民族压迫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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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创造了可歌可泣的功绩。

麻阳山青水秀，风景迷人。古有八大自然风光。今有无数人造

胜景。“西晃晴云”、“东湘水月”、“莲柱擎天”、“岩龙盘洞”、“苞茅

遗地”、“石羊仙踪”、“剑潭春浪”、“浮石烟村”等古八景虽成陈迹，

但个别的景点至今还保存良好，蔚为壮观。“莲柱擎天”景点位于

锦和镇西和尚潭岸边，三山半落，峭壁千仞，瀑布飞泻，似烟似雨，

崖下有大洞，洞中一柱围周数丈，高及洞顶直指蓝天，石下垂恰似

莲花朵朵。大自然造就的景观固然美丽，而当今人民改造自然的

胜景却更为绚丽多姿。60年代建成的黄土溪水库，四千亩水面碧

波荡漾，两岸青山如黛，浮屿、渔村，还有那专供游览或垂钓的亭台

楼阁独具特色，令人流连忘返。80年代修建的锦和电站大坝，既

是大坝又是大桥，气势雄伟，天堑变通途。90年代修建的城南大

街、富州大桥和漫水大堤是功在当代、惠及后人的宏伟工程，堪为

麻阳的胜景之首。锦江河里群鹅漫游，犹如团团白云，还有那岸边

的万亩橘园，青青翠竹，古寨新村，把麻阳苗乡装点得分外妖娆。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麻阳的社会政治是治乱相间。一直保持

着以朝廷统治为主，兼有地方自治的政治结构，政治变动较为频

繁。南北朝“麻阳”得名之后，朝廷先后在麻阳境内设置过麻阳戍、

麻阳县、富州、锦州、卢阳县、招谕县、龙门县、卢阳郡等等，以此来

统治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朝廷虽屡屡

征服，但也不过是“偃武一休息，羁縻不备”而已。苗民以武力反抗

苛政恶吏的斗争接连不断，迫使朝廷“将五溪郡县弃而不问”(<宋

史蛮夷传>)，土司制自此开始。明、清时期，压迫与反抗的斗争越

来越激烈，因此，形成了“统治”与“自治”相结合的政治结构特征。

民国时期，麻阳苗族人民更为向往平等自由。大革命的时势为麻阳

造就了一批早期的优秀共产党员。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如火如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麻阳各民族之间空前团结，社会政治十

分稳定。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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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阳各族人民的先民，走过了一个漫长的原始公有制经济时

期。有史以来，麻阳的经济结构一直是以农业为主要产业。封建

社会里，生产粗放，工具简陋，行业单一。长期以来，由于统治阶级

层层盘剥，造成产品分配不公，贫富悬殊，经济落后，大部分人处于

“半年糠菜半年粮”的生活境地，贫困面高达70％以上。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以后，经济结构逐步得到改变，经济生产大量运用科学

技术，农业、工业、商业、畜牧业、林业等全面发展，流通领域El益扩

大，整个麻阳经济保持快速稳定发展。1997年全县国内生产总值

7．84亿元，工农业总产值8．14亿元，是1949年全县工农业总产

值764万元的106倍。1997年粮食总产量12．07万吨，是1949

年3．28万吨的3．7倍。1997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达1268

元．县财政收入突破5500万元。工业曾一度形成了以图强化工总

公司为龙头的化工产业，以锦江泉酒厂为龙头的食品产业，以水电

公司为主的水电产业。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私营个体经济成倍

增长。1997年全县工业产值5．76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60．6％。交通邮电发展十分迅速，解放前，麻阳的交通主要靠锦江

河航运。现在枝柳铁路、209国道、1844省道穿城而过，乡乡通了

公路，1997年底全县公路通车里程575公里，75％的村通了车。

开通程控电话7378门。移动电话随处可见。

由于历史的原因，麻阳的文化教育卫生事业长期处于落后状

态。但是，民族民间的文学艺术绚丽多姿，神话、传说、民歌、戏剧、

舞蹈、雕塑、蜡染、挑花、绘画等独具民族特色，1988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文化部社文局命名麻阳为“中国现代民间绘画画乡”，其作

品享誉国内外。1997年，全县有各类学校332所，有一支3300多

人的教师队伍。入学率达到98％以上。县有广播电台、有线电视

台、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剧团、电影公司，乡镇有文化站。医疗

卫生事业有长足的发展。至1997年底，全县医院发展到28家，专

业医疗卫生人员792人。平均每千人有医务人员2．2人，各族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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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健康水平得到提高。

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在麻阳的各族人民，勤劳勇敢，热爱祖国，

更热爱自己的家乡。过去。他们以辛勤的劳动开辟了这块蛮荒之

地；现在，他们iEp．1饱满的热情建设这方河山；将来，他们将以更高

的智慧和科学技术，把这块春光飞不尽的土地装点得更加美好。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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