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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盛世修志，仍我国之优良传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

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民族工作又迎来了第二个黄金时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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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热情关怀，市志编纂办公室以及从事

民族工作多年的一些老同志的具体指导和帮助，安顺市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编写的《安

顺市民族志》问世了。

《安顺市民族志》是一部为少数民族编修的专志，也是安顺市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民

族志，虽然编修安顺市民族志难度很大，但修志人员以高度的民族自尊心和责任感克服了

重重困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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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研究，广征博采，反复考证，去伪存真，前后花了两年时间，才写成这部专志。

本志采用了记、志、传、图、表、录形式记叙，共分6章26节，并附大事记和民族

人口一览表，全志约为8万字。本着略古详今的原则，记述了安顺市境内的苗族、布依

族、回族等少数民族的悠久历史，独具风格的生活习俗，绚丽多姿的民族文化，富有特

色的民族经济。以大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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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记述了安顺市少数民族的演变过程，充分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的民族

政策的正确和民族工作所取得的可喜成就。，

《安顺市民族志》不仅为全市二万多少数民族写了史，而且也给子孙后代留下了一

笔宝贵的财富，对于进一步唤起少数民族人民回顾历史，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

豪感、宏扬民族文化、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促进

各民族共同繁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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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必将起着重要的作用。为此目的，我们编写了这部((安顺市民族志》。

在其脱稿之日，略叙数言以为序。

安顺市民族事务要员会主任廖有银

1989．12



凡 例

一、本志取事，除民族源流上溯到古代外。其余上限元、明时期，下限至公元1989

年底。

二、本志除对定居在市境内的苗族、布依族、回族分专章、节叙述外，其余少数民

族合为一章综合概述。

三、本志力求反映安顺市的少数民族历史及现状；编写的重点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以后，‘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的贯彻落实以及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情况。

四、民国及民国以前，民族经济不作详述，只反映概况，对1949年lOY]1日后，民

族村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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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志所用资利，来自历朝旧志、民族研究论文、县、市档案、民族调查、民间

传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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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称加“苕”旁等侮称的

字，一律取消，改用“j”旁拘字。

八、本志所用历史纪年，中华民国前按朝f弋年号和中文数字，并在括号内用公元纪

年标明，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起(1949年)，一律用阿拉伯数字纪年。文申凡例举“年

代"二字时，系指世纪(一百年为一世纪)，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即为公元1950年一一

19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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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安预素有矗黔之腹，滇之喉矽之称，是著名的黔西物资集散地和古老商埠。j 949年

后一直是地、市、县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年来，市、县建制多变，]958年5月建立安顺市，辖安顺

县全境；1962年又撤销市，恢复安颁煞建制；j 966年初，又以城关区和东、西关两个公

社鞫-建安顺市，市、县分治至今。1979年经国务院批准，安顺市扩大郊区，将安顺县的

幺铺区(包括幺铺、小屯、宋旗公社，同时：海镇宁自治县的四旗公jl=划归幺铺区，将普

定县余关公社的打纸屯大队划归宋旗公社)和安顺县的华严公社划归安顺市。这样。一

一系统的春雷、云马、安湖、风雷等七个工厂企业均置于市辖区域之内。在此。瞄况下．

安f{瓯市又增设华严区，辖东、西关和华严三个公社。1933年至984年，市里进行了机构

体制改革，撤销了幺铺区和华严区，东、西关公社改设为东郊、西郊两个办事处，成立

华严苗旅布依族乡，幺铺、宋旗和四旗三个公社均改设为镇。至此全市辖三个镇、二个

乡(其中一个民旅乡)、东、西郊办事处帮四个街道办事处。全市总而积为212．1平方公

里，总入口为207886入，其中：少数民族入口为：9972入(1972年全国人口普查数)．

安顺市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市，居住着苗族、布依族、凹族等28个少数民族，是袒

翻多民族大家庭[{1的成员之一，各民族的历史都是祖匿7历史不可分帮的组成部分．在共

同缔造我们伟大祖国的历史发嵌长河Lh各少数民族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同

全围各族，}＼民一道，为发展祖嘲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作了自己的贡献。

苗族历史是茁旅人民辛勤劳动不断开拓的历史。几千年来，从北丽南，由东而西辗

转流动，足迹遍于半个中国，为了开拓祖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每到一地，就以自己

坚融的劳动和罕见的吃苦精神，团结互助，栉风沐雨，夺雾而出，戴月而归，披荆斩

棘，开山辟土，建立起自己的家园，创造了自己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苗族人民中有

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悦耳的芦笙曲调，悠美多姿的舞蹈，五彩缤纷的刺绣和蜡染，光

耀夺目精荚的银靳，威力极大的弩弓和火器，精湛的医学，独特的武术等等，无一不是

祖图文化宝库的珍品。

苗族历史又是苗族人民同众多的民族共同奋斗和团结互助的历史。他们在同各民族

相处中，既保持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又吸收了众多民族文化的优秀素质，使自己的文化

丰富多姿，五彩纷呈。

凿族在历史上受历代统治阶级的剥削御压迫。这种剥削压迫，有奴隶主、封建领主

和地主，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因而苗族历史是苗族人民反压迫反剥削的英雄史．

由于历代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和扼制，使苗族社会长期发展缓慢。自唐、虞、夏、

商以后，苗族人民在不断地受到冲击而不断地往僻ILj区流动，求得暂时的安息，但奴隶

·3。



主王朝和封迮王朝势力又扩展而至，于是又被迫往更荒僻的山区流徒，如不能逃徒就受

到剥削压迫或包围封销。千百年来，总是如此循环不绝，从而构成了长期阻碍和延缓苗

族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因。

由于长期不断迁徒形成的分散状况，又受到多民族的不同影响，使苗族社会的发展

具有特大的不平衡性．在经济的发展上有的较先进，有的还很落后，在生活上，有的地

区比较富裕，有的却很贫困。在语言，服饰、习俗、节日、婚姻、丧葬、文化艺术等方

面，也在具有共同特征的基础上，表现出许多不同的特点。安顺市的苗族在互称上有花

苗、青苗之称，这是由于居住等原因⋯⋯形成，也是受各地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的

结果．

布依族人民有自己悠久而光荣的历史，在漫廷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由原始社会进入

阶级社会后，布依族先民就同中原封建王朝发生了密I刃的联系．唐宋以来，中央封建王

朝在布依族地区推行羁縻政策与土司制度，封当地酋长为土官，子孙世袭，改土归流以

后清王朝又直接派官吏进行统治。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侵入

布依族地区(主要推广种鸦片和传教，强购土地)，使布依族地区封建自然经济渐趋解

体，逐步变成半殖民弛、半封建的社会，布依族人民长期陷入了苦难的深渊．富有革命
传统的布依族人民，面对着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和血腥统治，激起了无数次

反抗历代封建王朝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以及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

布依族人民曾经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回族从元到明的数百年问，由于伊斯兰教的影响，使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回人联结在

一起，形成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一一回族。尽管来源不同，但在语言、心理状态等方

面有蓿共同点。在历史上，伊斯兰教对回族的形成起过重要的纽带作用，在回挨的发展

进程中，由于伊斯兰教的影响促进了回族的风俗习惯。尤其是饮食、婚丧等习俗，最早

就来源于伊斯兰救的教义和敦规，如。饮食、婚丧，节日等⋯⋯。另外，鉴于伊斯兰敦

教徒在饮食、礼拜方面有着严格的规定，清真寺成为回族的联系和聚居中心，从而形成

了“大分敫"状况下“小聚居”的回族居住和生活的特点。

回族是和伊斯兰教有密切关系的民族。成同年间兴仁回民起义就是因汉族人用猪粪

泼新娘丽激起回民气质而展开；’勾。斗争持续达十四年之久。

安顺市的少数民族和全国各民族一样，是有聪明才智，勤劳勇敢，敦厚朴实，勇于

开拓的民族，在漫长。勺岁月里，受尽了历代统治耆的压迫和剥削，尤其是到了国民党统

治时期，人民的权利被剥夺，经济被摧残，文化被禁锢，各族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直到】．949年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获得共产党的领导，政治上翻身，实现当家作主的愿

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

下，各族干部舶群众积极参加清匪、反霸、土：也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

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洼化运动，努力发展生产，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

自己应有的贡献。

随着生产的逐步发展，生活也得到提高，特别是1978年12月中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农村经济体触进行改革，实；亍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剐，党钓政策调动了广大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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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的生产莸极性。十年改革以来，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都有了大均发展，生活不筒程

度均得到改善和提高，据对阿歪寨、毛口庄、门口寨、水塘寨、立山村、洞口流、胶泥

村、7石头寨、黑石头等九个少数民族聚居村寨的调查，现列丧概述如下。

．时 间
项 目

一1985年 1988年

总 户 数 71 9 753

总 人 数 3560 3838

总耕地诬积(亩) 2886．97 ：．734．32

田(亩) ?315．7 8 ‘2224．；2

其中。
地(亩) 521．29 509．70

人均耕地西积(亩) 0。79 0．72

平均亩产粮食(市斤) 705． 601．

人均吃粮(市斤) 556． 434．

人均收入(元) 134．00 28S。00

耕 牛(头) 601 707

生猪存栏数(头) 1G50 19S6

马(匹) 34 ． 22

马 车(部) 32 22

板 车(部) 20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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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项 目

1985生F- f 1988：￡g，

拖拉机(辆)? l 5

自行车(辆) l】5 290

缝纫机(架) ．
4 35

电视机(台) 51 136

收录机(台) 65 81

机械手表(块) 127 595

小学(人) 2￡8 1140

文
初 中(人) 29 5109

化 高 中(人) 22 78

一●

程
中 专(人) lO 30

大专(人) 2 。 10

度
大 学(人) 6 7

1978年12月中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贯彻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民族平

等、民族团结政策，恢复和发扬了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友爱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在民族工作中，拔乱反正，纠正“左"的错误，．平反了冤假错案，落实民族政策，由于

落实民族政镶，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逐步受到尊重；传统民族节日活动得到恢复，民族

的优秀文化得到发扬，整个民族工作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1979年，成立了安顺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民族政策，1981年以

后国家先后拔专款修安顺市清真寺和安顺市回民餐馆。为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和文

化，自1980年至1989年省，地、市三级共拔给民族经费1．144．362元。其中用于补助购买

耕牛248头，有重点地扶持和帮助推广科学养猪，补助兴修水利工程12处，维修乡村公路

21．7公里，推广农业适用新技术，在黑石头、牛山和水塘寨等少数民族聚居村寨进行杂

交水稻的推广试范，配合市科委和市农业局，联合搞科技扶贫项目，帮助部分少数民族

发展加工业、运输业、服务业、文教卫生事业，配合教育部门帮助改造民族村寨小学14

所，创建了洞口流民族小学，改善了民族村寨的办学条件。使少数民族村寨的学龄儿童入

学率和升学率都有大拘提高。自1985年以来少数民族录取大中专的考生逐年增多：1985

年录取28A；1986年录取28人，1987年录取42人，1e88年录取61人，1989年录取63人。

十年改革以来，民族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也有较大的发展。在这十年中，民委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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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经费先后为四旗卫生所、幺铺卫生所、华严民族乡卫生所购置了必需的医疗器械设备

和药品等。从1984年以来还有计划的培养少数民族卫生技术人才。

为帮助少数民族村寨解决人畜饮水困难问题，民委共投资改造水井14口、安装自来

水管2200多公尺、引水管道1800多公尺，解决6740多人口和3400多头牲畜的饮水问题。

为了帮助解决个别少数村民住房困难，国家从1986年起每年都拔一毕扶贫建房补助

专款，至1989年底止，全市补助49户无房和危房户建了新房，有229人迁进新房。

由于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民族工作的重视，经过不断地进行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的宣

传教育，逐步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对民族工作的重要性和长期性的认识，从而使党委和政

府的各有关部门迸一步的关心和重视民族工作，为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办实

事，各条战线都涌现出了一批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1989年6月和11月，中共党第十三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召开以后、全市的少数民

族同各族人民一道在共产党的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精神鼓舞下，继续坚持一个中心、两

个基本点、为发展民族经济，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而努力奋斗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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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1￡垂9

11月18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安顺囊隰杨庆安、杨伯昌等人带领少数民族代表几
百人到东关迎接。

1950

2月24日安顺地区民委在安顺市汪家山村召开全区的首次民族团结表彰大会，李廷

桂专员出席会议。

lS51_一一1957

195：年7月杨庆安在黑石头召开苗族代表座谈会，共商苗族婚俗改革。。(此后因建

制为安顺县，因此市的民族工作断线)L
，

1 958’

12月23日至驰日，召开安顺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任命娄发旺(布依

族)为安顺市副市长。

1958

；一

’

熊开明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1月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

1960·

12月27日，安顺市政协第一届第三次会议，增选马东庆<回族>、为常委、副秘书
嵌，刘相臣(回族)、马万和(回族)为常委。

1￡61

1963年l 2月29日至1961年1月2日，安顺市召开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席出大会代表三百零三人，其中少数民族代表六十三人，通过选举，安顺市第二届人民委

员会由二十九人组成，其中少数民族委员三人(娄发旺一一布依族，杨润仪一一苗族、

刘汉培一一满族)，娄发旺继续当选为副市长。

1962

1月8日安顺专员公署以(62)专办陈字3号文发《关于组织全国人大代表参观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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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通知》，由专署组织在安顺专区的全国入大代表参观访问，时间为一个月，通知安

顺市熊开明代表参加。

5月21 Et，召开贵卅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安顺市孙汉章，娄发旺等

九人出席会议。

6月27日，在贵阳召开全省民族工作会议，贯彻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省人委决

定安顺市副市长娄发旺、民委主任杨润仪出席，并邀请政协副秘书长马东庆列席。

8月26__至--30日，安顺市召开民族工作会议，副市长娄发旺传达省、地民族工作会议

精神，前民委主任杨润仪总结几年来民族工作和安排今后意见。

伯}63一一1964

1964年4月，朱德委员长在贵州省周林省长和安顺地委书记宋树功等人的陪同下，

到安顺市华严崇仁礼村(华严村)视察与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人大代表熊开明(苗族)

座谈．

1965一一1978

因四清和文化大革命使民族工作断线。

1979

7月21日，市委常委会议同意成立安顺市民族贸易公司，把原来的民族贸易商店改

为公司。

8月20日，安顺地区组织部以安组干任(1979)159号文件通知，调市农水局局长

杨正学同志(苗族)任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兼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8月22日至28El，市委派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刘振洪、杨正学两同志参加省委召开的

全省民族工作会议。

8月28日，市委常委、市革委会主任学习中发(1979)52号文件中央转发的乌兰夫

同志在边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决定办几件事。1．维修清真寺，2．宰杀牛、羊要有

专人，3．单独建回民餐馆或清真饭店，办一个回民集体饭店。

8月31日，市委常委办公会议，听取刘振洪、杨正学汇报省委民族工作会议精神，

同时批准成立安顺市民族事务委员会。

1983

5月30日，安顺市委组织部以干通发(1980)29号文通知，调杨仲明同志任安顺市

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6月20 El，市委组织部以干通字(1980)65号文通知，免去杨正学同志市民委主任

职务，调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

9月9日，安顺地区财政局、地区民委以(80)财预字73号，安族(80)9号文件

转发((关于少数民族地区落实攻策补助款安排使用意见的通知》，并拨款五千元，补助

少数民族因被错戈Ij阶级、错没收财物以及其它冤、假、错案中造成经济损失、家庭生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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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的干部和群众。 +

11y]26日至29日召开全市民族工作会议。市禹有关局、行、社负责人，区。街遭亦

事处、公社。、。大队居委会的负责人参加≥议；其它部、办、委、局的负责同志听了报

告。会议主要任务：学习中央、省委对民族工作的指示，研究如何加速我市少数民族地

区的经济文化建设的措施；检查民族政策的落实隋况。

12月6日，市委、市政府以安市发(80)45号文件转发《安顺市民族工作会议纪

要》。 ，

l：月，市民委与市食品公司在市清真寺内建回族寰食哄应点。

1981

7r月24日，省政府以黔府(1981)106号文件，批准建民族小学一所，校址设在华

严公社洞口流，并安排建波经费三万元，其中：支援不发达地区二万元，民族机动金一

万元。

同年成立建民族小学筹备领导小组，华严公社副书记娄永万任组长，市民委副主任

杨仲明、华严小学副校长周凰彩任副组长，成贝I：i有梁再发(市教育局)，熊开云(马厂

大队支书)，基建工程由华严小学副校长唐帮贵和教师王正华负责。

2月，杨仲明副主任到贵州民院干训部参加第一期民委工作干部培训班学习一年。

5月8日，安顺地区体委、地区民委通知，派安顺市西关公社南马大队的熊幼明、

杨志中、杨志荣和杨启华四人参加安顺地区代表团，出席5月15日至22日在贵阳市举行

的贵州省第一次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11月：9日下午，在市建委召开建回民餐馆的选址会议，12月17日市政府办公室以市

府办(s2)24号文印发《关于建回民餐馆选址会议纪要》纪要如下：

一．会议由程善杰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副市长薜国忠、市二轻局副局长王启华、

办公室主任张剑秋、市民委干部张志权，市统建办李光明、市城建局副局长王念祖、景

开顺。

二．国家投资壹拾万元，地址选在中华西路(门牌30号、32号、34号)与地区土产

公司按城市规划要求合建。土建工程由市统一安排。房屋建成后产权归国家，由市民委

管理。

三．搬迁居民五户，市二轻局所属服装门市和环行皮鞋厂修理门市各一户。从壹拾

万元中拨给房产公司二万元，从一九八三年城市维护费中拨给八千元作居民搬迁安排。

服装门市和环行皮鞋厂修理门市郊，由市轻工局负责搬迁。

1983

1月28日按1982年6月，省政府黔府(82)80号文《关于做好回民饮食供应工作意

见》。张光函专员召集地、市有关部门会议，研究新建安顺市回民餐馆问题。安顺地区

行署办公室以安署办发(83)9号文印发《新建安顺市回民餐馆问题会议纪要》，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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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纪要如下：

一、强好回民键箔，做好对回民的饮食供应，是民族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城市

民族政策的具体体现，要求安顺市把新建回民餐馆列入市政府议事日程，地、市有关部

门共同配合，抓紧施工，力争早日交付使用。

二、选址问题。餍意市政府1 982年11月29_日研究意见。

三，设计、施工和建筑材料问题。要按照餐馆、旅社的要求，不掺杂其它单位或居

民居恁。

四、资金问题。设计建筑为五百平方米，造价每平方米一百七十元，概算需资金八

万五千元到九万元；搬迁费八万元到九万元，共计十六万五千元到十八万元。地区除巳

拨八万五千元外，再增拨五万元，共计十三万五千元。其余部份由市里筹集，包干解

决。

五、回民餐馆是国家用民族专项经费兴建的，属于民族事业。建成后，房屋及设备

产权属于全民所有，由民委管理使用。餐馆属于集涔性质。

7月7日，市组干字(83)59号文转发安地组干任(82)18号文件，调吴汝琏同志

任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兼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lO,r'=J 31日，经市政府批准，回族清真小吃店征用西关公社南马大队第五生产队

80ra2荒地一幅作为屠宰场用。

12y1 1矫日，按安顺地区人事劳动局、地区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联合通知和黔府通

210号文《关于招收培训少数民族基层干部有关问题的通知》精神，安顺市首次从农村

招收杨华敏、杨兴虎为社，乡级干部。

19a4

2月25日，市组于，壬字(84)14号文调廖有银任市民委主任，杨仲明任市民委调研

员。

3月3日，市民委和西关公社联合发动和组织苗族在西门跳花坡跳花，使十年动乱

一度被禁止的民族传统节日活动得到恢复。

3月21号，贵州省人民政府以(84)黔府通103号文批复，同意安顺市撤销华严公

社，建立j导严苗族、布依族乡。

当时全乡总人口为17．171人，其中少数民族6．239人，占总人口的36．33％在少数民

族中：茁族4704人，布依族1507人，回族6人，仡佬族10A，瑶族4人，壮族4人，侗

族1人，白族2人，黎族2人。 (数据抄自安市发(84)21号文件)。

5月4日至5日，邓元林副市长主持民族工作会议，贯彻垃区民族工作会议精神，

落实民族工作任务。参加会议人员有：幺铺区、各公社、街道办事处和市属各部，委、

办，局沟同志。

5月11日，市组干任字(84)69号文调j汤干成任市民委副主任。

8月28日召开华严苗、布依族乡第一届第一次乡人民代表大会，程少清当选为乡长，

龙庆康、潘胜益为副乡长。8月29日召开成立民族乡庆祝大会。

8月27日，市直属机关党委批准建市民委党支部委员会，由廖有银同志任党支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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