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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义民族志

序言
吕正毅

美丽富饶的“西南明珠”兴义市，是黔西南布依族、

苗族自治州的首府所在地。兴义市南面与广西交接，西

面与云南接壤，是黔滇桂的物资集汇地，有黔滇桂锁钥

之称。兴义市是西部地区百强县市之一，是一个正在发

展的新兴城市。

明朝地理学家徐霞客两次到兴义考察，他在日记中

描绘兴义：“盖此丛立之峰，西南始于此，为西南形胜，磅

礴数千里，而此又其西南之极云。”徐霞客称为西南形胜

的正是兴义万峰林，万峰林浩瀚雄奇，气势磅礴，粗犷豪

放。在万峰林中居住着汉、布依、苗、彝、回等为主的27

种民族，这里风景优美，民风醇正，民族风情多姿多彩，

丰富浓郁。

“山水不仅桂林有，兴义山水胜桂林”。如果你漫步

于万峰林中，往往是“群峰环抱疑无路，小桥流水又一

村”。在世外桃园的苗家寨，树竹成荫，古榕葱茏。你品尝

着苗族又香又醇的糯米酒，观看苗家姑娘优美的《板凳

舞》，姑娘们步法轻快，体态优美自然。在加上苗家小伙

子们清脆的木叶声，你会感觉舒适、心旷神怡。万峰湖开

阔秀丽，碧波荡漾。真是水在山中，峰在水中。每当夕阳

西下，在峰林环抱，水峰交融的万峰湖畔，君可品尝布依

特色菜，观看盘江艺术奇葩布依“八音坐唱”，八音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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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旋律，万峰湖秀丽的风光，君会感叹说：“不知何年何

月，才再有今宵”。兴义山水如画，又有浓郁的民族风情，

更是胜过桂林。

我们编写《兴义民族志》，其目的既是将兴义介绍给

旅游者，有客自远方来，“山水留人人难返，真山真水更

醉人。”也是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今年春节期间视察

兴义、视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树立和落实科学

发展观，化关怀为动力，推动兴义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实

现历史性跨越的重大决策，再是落实州委、州政府“办节

促招商、办节促发展”的战略部署，更是使旅行社充分了

解兴义历史上的民族状况而推介旅游。为此，谨以此书

作为9月28日“中国·兴义万峰林旅游节”的一份献

礼。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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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王启恩

兴义市位于贵州省西南部，地处滇、黔、桂三省区结

合部，位于东经104032’一105。1 1’，北纬2438’一25023’

之间。属高海拔低纬度、热带季风和温带季风气候的结

合部。年平均气温16．I℃，最冷的元月平均气温7．9℃，

最热的7月份平均气温22℃。四季如春，昼夜温差小，是

旅游、避署消夏的胜地。东与本州安龙县相连，南隔万峰

湖(南盘江)与广西隆林、西林县相望，西与云南省富源、

罗平两县接壤，北与本省盘县、普安、兴仁三县毗邻，南

北长84公里，东西宽47公里，国土面积2915平方公

里。是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首府所在地，是本州政

治、经济、文化、信息中心，区位优越，辐射面广，素有“三

省通衢”之称。

兴义市是云贵高原向广西低山丘陵的过渡地带，地

势西北高，东南低，境内喀斯特地貌发育完好，属典型的

锥状喀斯特峰丛地貌，自然资源极为丰富，被地质学家

誉为中国第二个“金三角”。上万年来，兴义人就在这片

古老的土地上艰辛开拓、繁衍生息。如今，这片热土上聚

居着汉、布依、苗、彝、回、壮、黎、水、仡佬等27个民族，

总人口73万余人。辖4个街道办事处、17个镇、5个乡，

市人民政府驻黄革街道办事处。

在这片热土上，神奇秀美的自然风光、绚丽多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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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风情和数量较多的名胜古迹，被国内外专家视为中

国西部最有开发潜力的黄金旅游地区。这里有被誉为

“百里画廊”的国家级风景名胜马岭河峡谷，有以中三迭

纪古生物化石(以“贵州龙”化石为主)闻名遐迩的兴义

国家地质公园，有被列人世界自然遗产预选文本、有“中

国锥状喀斯特博物馆”之称的万峰林，有蓄水上百亿立

方米，已跻身全国五大淡水湖之列的万峰湖。此外，还有

号称“贵州石林之首”的省级风景名胜区泥凼石林，清幽

静雅的鲁布革深谷湖，“猫猫洞”古文化遗址、鲁屯石牌

坊；下五屯万峰林景区、贵州醇酒厂通过国家旅游局验

收组验收，评审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园区”和“全国工

业旅游示范园区”，刘氏庄园、何应钦故居申报“国家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已由国家文物局转报国务院。如诗如

画的民族村寨、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热烈欢快的民族

歌舞，也是兴义市旅游业的一大亮点。吊脚楼建筑保存

完好，风情原汁原味的南龙布依古寨，已引起国内外一

些专家的高度重视。而云湖山、盘江奇石生态园、郑屯间

歇泉、马岭河峡谷公园、万峰第一观、阳光盆景园、西南

植物园、民族风情园、峰林山庄等一批景区或景点的建

成，更是优化了兴义市的旅游网点的布局，使兴义市旅

游出现灿若群星的局面。

当然，最能提升兴义市旅游品位的是马岭河峡谷和

万峰林。在不少国内外专家看来，这是世界级的旅游资

源。承担编制《贵州省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的国际专家组

组长、世界著名旅游规划专家戴斯蒙德·希尔，已将马

岭河峡谷和万峰林分别评定为A级景区，并用诗一般的

语言对万峰林进行赞美：“这里郁郁葱葱的锥状峰林此

起彼伏，忽隐忽现，宛如一道墨绿色的屏障，期间稻田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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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有致，青翠碧绿，如此美丽独特的景观让人流连忘返，

心驰神醉。”

在这片热土上，各族人民过去以发展农业为主，解

放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全市城乡经济飞跃发

展。2004年，全市生产总值达49．20亿元，财政收入完成

5．05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300元，农民人均

纯收入2308元。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综合实力日益增

强，基础设施日臻完善，城市品位明显提升，人民生活水

平不断提高。社会事业全面发展，综合经济实力进入全

省20个经济强县(市、区)第6位，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

位居全国西部百强县(市、区)第48位。

在这片热土上，324国道和309省道穿境而过，贵黄

高等级公路延伸到兴义，南昆铁路横贯市境，兴义飞机

场于2004年7月建成通航，南盘江至珠江水运全线开

通，已形成公路、铁路、水运、航空四位一体的交通网

络，大大缩短了与沿海的时空距离，兴义成为西南地区

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出海通道。

在这片热土上，悠久的地质历史，博大精深；优美的

自然景观，异彩纷呈；丰富的人文资源，厚实凝重；浓郁

的民族风情，至真至纯。27个民族聚居于这片热土上，长

期以来各民族之间和睦相处，共同开发着这片美丽富饶

的土地。据2003年民族人口基本情况年报表统计，全市

有人口733895人，其中少数民族158120人，占总人口

的2,1．5％；在少数民族人口构成中，布依族125062人、

苗族8319人、彝族9513入、回族3844入，其余各自族

种总人口均不足1000人。贵州少数民族婚俗博物馆就

建立于下五屯刘氏宗祠内，馆藏贵州少数民族多彩有趣

的独特风俗实物和资料。以布依、苗、彝、回为代表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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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少数民族的村寨环境、居房造型、饮食文化、婚丧嫁

娶、语言服饰、节日文化等各具特色。

布依族是一个喜唱民歌、热情好客的民族。大部分

在依山傍水的河谷地带聚族而居，几家几十家或数姓共

寨，单家独户极少。姓氏以王、韦、田、查、贺、岑、郎为主，

主要分布在泥凼、仓更、洛万、沧江、三江口、巴结等乡镇

和纳灰、品甸、阿红、楼纳地区。由于修建国家重点工程

——天生桥一级水电站，我市南盘江岸被淹没村庄86

个，须迁移19027人，且九成以上属布依族。自1996年

起库区移民有序地迁徙，安置到坪东、下五屯、黄草、桔

山等四个街道办事处及顶效、万屯、鲁屯、郑屯、马岭、则

戎等乡镇辖区内。布依族村寨星罗棋布，民居构建传统、

古朴、美观，洛万、沧江、仓更、泥凼、巴结等乡镇一带为

双斜面顶“干栏”式吊脚楼瓦房。而从这些地方迁徙到新

安置地区的布依族，住宅一律盖成了平房。

苗族历史极为悠久，是一个服饰靓丽、喜唱酒歌、能

歌善舞的民族。苗族大多居住在高山地带，喜聚族而居，

形成大小不一的村寨。我市有“白苗”、“歪梳苗”和“青

苗”。“白苗”主要分布在巴结、万屯、郑屯等镇；“歪梳

苗”分布在马岭镇的纳省尖山一带；“青苗”分布在万屯

的佐舍一带。姓氏以杨、邓、熊、罗、钟为主。苗族一般经

济发展滞后，住房简单，多建立三柱头的“权权房”或五

至七个头的木柱房，房顶盖草，四壁用竹木编围，房屋大

部分为三间。解放后，苗族人民逐渐住上了瓦房，而今，

不少人家已修建了宽敞透亮的平房。在长期与自然灾害

的斗争中，苗族多识草药与病理，擅长接肢骨、治疮病、

肿毒以及蛇咬虎伤等，其治疗尤为奏效。

彝族在市境定居时间早，历史悠久。多自称“诺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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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聂苏”。解放后，根据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定名统

称“彝族”。彝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市境内除居住鲁布

革镇鲁毗的彝族会说彝语外，其余聚居和杂居村寨的彝

族会说彝语者极少；彝文在兴义彝族中也有流传，但现

今己没有成为H常使用的交际工具。我市彝族姓氏主要

有龙、毛、沙、安、陈。主要分布在鲁布革镇的发玉、鲁毗、

阿珠寨、新土界和坪东办事处的雀笼山、大箐口、灶门坎

以及则戎乡的花榔，敬南的绵德，洛万的柏家寨，大水井

的新普哈，革上的呆歪，革里的新寨等12个聚集村寨和

67个杂居村寨。他们的住房多为穿斗式木结构一楼青瓦

屋面，部分配有小耳问或偏厦，少数为石墙封山楼房。喜

欢茶和自酿的白酒、甜酒，并多以此待客。彝族喜欢跳

舞，旋律和谐，节奏欢快，舞姿优美，喜闻乐见。

回族是一个很团结、讲卫生、善于手工及经商的民

族。长期与汉族、布依族杂居，虽有回文，但通用汉语汉

文，只有阿訇能认写回文，在宗教生活和本民族内部还

保留着一些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词汇。回民信奉伊斯兰

教，凡《古兰经》规定禁食之物，一般都成为回民习惯上

不食之物。食用肉类主要是牛、羊、鸡、鸭或鱼，必须请阿

訇宰生。我市回民的人口不多，姓氏以马、保、桂、丁、张

为主，主要聚居在清水河镇的独家村，杂居在鲁屯镇街

上；枫塘的打坝、清水河镇的品甸及上枧槽沟5个自然

村，还有少数散居于其它乡镇和黄草街道办事处辖区。

回族住房多为石、土、木结构的穿斗式瓦房或草房，也有

三间两厦一楼和片石封火墙的建筑。如今，有的已住上

青砖水泥结构的平房。回族不吸烟、不饮酒，也不用烟酒

待客。回族服装已汉化，如果举行“开斋节”或“礼拜”活

动，仅以戴的帽子为标志，阿訇专有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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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义是一个多民族共居的县级市，布依、苗、彝、回、

壮等26个少数民族历古至今生息劳作于这块秀美的山

JIf土地上。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少数民族用自己的

聪明才智，创造和传承了璀璨的传统文化，并与汉民族

一起，共同铸造着兴义的辉煌。

今天是昨天的继续，是明天的开始。了解昨天，是为

了更好地更深刻地认识今天，预测和建设明天。出版旅

游文史丛书《兴义民族志》，用实录的手法记录下布依、

苗、彝、回族历史、文化的发展变化对帮助游客、朋友了

解这四个民族在祖国大家庭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好地继

承和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

心，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团结和

发展繁荣，具有重要意义。将“文史”纳入旅游范围之内，

以提高旅游的内涵，使之更加丰富多彩，更具有价值和

吸引力。这本书的出版，对弘扬兴义的民族风情，促进兴

义旅游业的发展，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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