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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以史为镜，可知兴替”。盛世修志，乃我国之优良传统。在社．

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大好形势下，由于上级业务主管

部门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热情关怀，县志编纂办公室的具体指

导，思南县民族事务委爿会组织编写的《思南县民族志》I'．-J世了。

《思南县民族志》是一部为少数民族编修的专志，也是思南有

．史以来的第一部民族志。虽然编修思南县民族志难度很大，但修志

人员排除了重重团难，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发

扬实事求是的精神，深入实际，广征博采，反复考证，去伪存真，

四易其稿，才写成这部专志。
鞋

该志采用了记、志、传、图、表、录形式记叙，全志共分九章

十九节，并附大事记。详细记叙了思南境内的土家、苗，仡佬等少

数民族悠久的历史，独具风格的生活>--j俗，绚丽多姿的民族文化，

富有特色的民族经济。以大量史实揭露了历代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

的歧视和压迫；以确切的事实记述了思南少数民族的演变过程；充

分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民族政策的正确性和民族_72作所取得的

可喜成就。

《思南县民族志》不仅为全县l 8万多少数民族修了史，而且

也给子孙后代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进一步唤起各族人

民回顾历史，增强民族自尊心，促进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研究民



族工作，制定民族政策，开拓视野，展望未来，共建社会主义，都

将起着重大的作用。
‘

在其付梓之日，聊叙数言以为序。

思南县人大常务委员会主任黎正宏

1 9 8 7年t 2月



凡 例

一、本志取事，除民族源流上溯到古代外，其余上限宋、明时

期，下限至公元1 9 8 7年底。

二、本志除对定居在思南境内的土家、苗、仡佬、汉族分专

章t节叙述外，其余民族不作详述，只列表统计人口数字。

三、本志力求反映思南的民族历史及现状；编纂重点放在新中

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落实以及民族的发展情况·

四、建国前民族经济不作详述，只反映概况和介绍一些地方民

族特产。对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作重点介绍。

五、本志用记、志、传、图、表、录形式，采用记叙体，以时

为序，略古详今。

六、本志所用资料，来自历朝旧志及民族研究论文、民间传

说、现状调查，编纂时一般不注明出处。

七、本志一律采用简化汉字·在历代旧志中对少数民族称加

“万”、 “虫’’旁等侮称的字，一律取销，改用“／f一旁的字。

“狍猪”改用“仡佬”。

八、本志所用历史纪年，中华民国前按朝代年号和中文数字，

并在括号内用公元纪年标明；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起(1 9 4 9年)，

一律使用阿拉伯数字纪年。文中凡例举“年代，二字时，系指世纪

(一百年为一世纪)，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即为公元l 9 8 0一

l 9 8 9年)

九、不为生人立传，本志立传者均属已故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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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思南，地处黔东北。其界东邻印江，南接石，阡，匹界凤冈，一北

，与德江接壤。地理坐标为东经1 0 7。5 2 7至1 0 8。2 8 7，

北纬．2 7。3 2 7至2 8。1 1 7。地形切莉，东低西高，东餍武

陵山系，西为娄山余脉，境内山峦叠嶂，沟壑纵横，乌江纵贯全

境，将思南分成东西各半。 。

全县总面积为2 2．1 9平方公里。，耕地面积为4 3 7 l 5．5亩

(1 9 8 7年底年报统计数)，其中田2 6 8 9 6 7亩。最高海拔

l 4 2 8米，最低海拔3 5 4米，平均海拔在7 0 0米左右。气候

温和，四季分明，以农业为主，盛产水稻、玉米和薯类等作物，塘

头芭蕉、尧民等地还盛产双季稻。
。

i 全县有l 2个区(镇)，8 6个乡(镇)’，箕紫瞥1’5『；个民族

戮总人口|为5 1 2 2 3 8‘人(1 9i 8 7年底统计人口数’)，。‘少数

民族人口有1 8万多人。

恳南山城座落茬乌江西岸，建城已有六瞥多年雳!燹。思南宣慰

哥：‘思南府、水德江长官司、蛮夷长’官回：安彳匕县j曾设治这里，今

系思南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居住着21000多各族人民，自古以来

是全县各族一炎!民政治飞经济≮文化的中心。这基巷；迹。甚多：，风光秀

丽；至令尚游习每驽毫霉宋代的‘“观替搁’”，建争胡代的”“孑鬈落癌～、+·

“秀寿害”、 “城惑罄”等≯膏“鍪。岭春耕箩、 “豁滚晚渡p、。

“中帮夏：绿拶、 “犬毒欷简”、“盏老撑岳”、“兰啥穆谨扩0’打鹭一

，’1 ．



洲泛月∞、 ●雁塔标霞”八景陪衬着山城风光。 l 9 8 3年经交通

部、省交通厅投资l 0 8 0多万元，国家桥工二队营造，建成贵州

最大的公路桥一一思南乌江大桥，使山城思南更加添色。现水陆交

通比较方便，自县城乘汽车行驶3 7 0余公里可直达省城贵阳，水

路有乌江可乘汽轮直入长江。

思南自古以来是少数民族杂居之地。唐、宋、元、明各个封建

王朝都设置羁縻州、宣慰司统治这里的各族人民。其建制沿革在明

代以前很不稳定，时而属湖广行省建制，时而又隶四’川行省管辖。

明永乐十一年(1 4 l 3年)，因思南、思州两宣慰司田氏土司不

法被废，至此设置思南府，厨时划归贵州布政司管辖，今思南城为

腐治所。民国三年(1 9 l 4年)，废思南府设置思南县。l 9 4 9

筚l 1月l 7日，思南各族人民获得解放，仍沿袭旧治。‘。

早在两千多年前，土家，仡佬等民族的先民就已定居在思南，

以后陆续进入茁，汉各族人民。他们在这块土地上披荆斩棘，．开垦

种植，生息繁衍，虽然长期饱受封建统治者的歧视，压迫，但各族

人民总是茹苦含辛，登山履险，烧畲耕种，和睦相处，从事农业生

产，把思南的荒山逐步开辟成良田沃土。特别是汉族进入思南后，

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使山区的生产水平和文化素质

逐步与汉族地区接近。

思南境内的土家，仡姥、苗、汉等各族人民，同祖国大家庭的

其他民族一样，不但以勤劳勇敢著称于世，而且热爱祖国，酷爱自

由平等，富有革命的斗争传统精神。在反抗历代统治阶级和外国的

瞪略斗争中，。士家人民曾参加了反击倭寇的栽斗；为了求生存，在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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