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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说 明

一、本志记述对象主要为六盘水市境内落籍时间长、人数较多的

彝、苗、布依、白、回、仡佬、水等少数民族。穿青人、蔡家人、南京人等未

定族称的人们共同体，有地方特点，人数众多，亦设一章从略记述。

二、本志遵循民族平等的原则，使用国家统一的民族称谓。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民族称谓，一般依史籍，摈弃歧视蔑视性称谓。民族

支系的称谓，一般依民间习惯，用时加引号，或按支系的自称。

三、本志上限因事溯源，下限原则上截至1990年。

四、本志记述民俗事象时所用计量单位一般从俗，用市制。

五、志中所指“建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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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盘水市志·民族志》是一部记载六盘水境内六十多z-(包括未定

民族八万余人)少数民族地理、政治、文化、民族风情及社会方面历史和

现状的新方志。志稿撰写成功，是全市各少数民族同胞思想文化建设

上的一件大喜事，值得庆贺o

《六盘水市志·民族志》的编纂，坚持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我国各族人

民一律平等的主张，充分记述了全市少数民族与汉族共同开发六盘水，

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的历史功绩，体现了汉族与少数

民族谁也离不开谁的客观事实。这部志书不仅分民族记述了各自的习

俗、服饰、礼仪、宗教信仰等，而且记述了各民族的传统文化语言及部分

文字，还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别记述了各民族

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发展状况，特别是记述了六盘水市民族工作经验

与教训。资料翔实，内容丰富，观点鲜明，达到了资料性、思想性和科学

性的统一，是一部反映全市各族人民的历史和现状的资料性宝贵著述。

为编修好民族志，六盘水市民族事务委员会成立了领导小组，提供

了必要的工作条件，由本委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四名专业人员专门编

写、从事这项重要工作。志书未动笔前，先后共同到湖南吉首、云南昭

通及本省黔东南州、安顺和毕节地区学习求教。深入全市部分区乡调

查研究，搜集资料，历尽千辛万苦，编写草稿后，邀请了全市对修志有一

定业务水平的各民族干部群众共二十余人进行了为期五天逐章逐节的

讨论修改，征求对编撰的意见、核实资料。然后，打印出初稿、送审稿，

市志办几位专家热心认真地修改了几次。尔后，又派专人与市志办主

要负责人到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再次进行了为期二十天的修

改。从民族政策、方志体例、地方特点、文字表述等方面进行了认真推

敲。根据各方面专家的建议和意见作了精心修改，数易其稿，渐进提高

了志书的质量。

人和事兴，盛世修志，古来如此o 1988年，市民委接受市人民政府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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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给撰写民族志任务后，即时与市志办签订完成志书任务合同，把编写

《民族志》工作列入民委议事日程，编写工作立即得到各级民委、社会各

方面的支持，从成立领导小组，组建写作机构，安排专门人员，参加骨干

培训，到采集资料，编提纲，动笔撰写，先后达十年多时间，这部约三十

多万字的《六盘水市志-民族志》终于脱稿付梓。如此繁重的修志任务

能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从根本上讲，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

路线指引下，在六盘水市民族战线上结出的又一硕果，是市领导、上级

史志主管部门大力支持、指导和督促的结果，是民族志编修人员不辞辛

苦、兢兢业业、勤奋工作的结果。在此，向为编写六盘水市志·民族志付

出心血的各族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

统观全志，由于编写时间仓促和编写人员均为新手，业务水平有

限，难免存在遗漏和不妥之处，敬望读者给予指正。

车光贤

1990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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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盘水境内少数民族，长期居住在这片古老土地上，具有勤劳、勇敢、善良、朴

实的品德和牺牲精神，更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他们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以艰苦劳

动，顽强意志，以及不屈不挠精神，战胜自然和人为灾难，开发六盘水的土地，发展

了六盘水的经济，创造了六盘水的历史文化。

六盘水境属五大族系汇集地之一，境内各民族：彝族和白族属氐羌族系；汉族

属华夏族系；苗族属苗瑶族系；布依族和水族属百越族系；仡佬族为境内最古老民

族，为百濮族系。

据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全市少数民族共609，670人，占全市总人口

24．7％，其中，彝族人口较多，为203，135人，苗族165，170人，布依族85，009人，白

族23，883人，回族11，551人，仡佬族10，566人。

此外，还有穿青、蔡家、南京、龙家等人们共同体10余万，尚待定其民族成份。

由于历史和自然环境等因素，及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些民族特性，少数民族

居住状况极不平衡。苗族多居深山区，彝、白、回、仡佬等族，则多居半凉山区；布依

族和水族，却多居河谷平坝地带。

少数民族居住地区，最高海拔为2，900米，最低海拔为603米，年平均降雨量

为1，100_-2，000毫升，北盘江从少数民族居住地域流过。

各民族聚族而居，又犬牙交错，大体呈“小聚居、大杂居”状况。

20世纪60年代初，境内开始进行“大三线”建设，随全国各地支援建设到六盘

水工作的人员中，新增加一批蒙、满、维等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各机关、学校及厂

矿等单位。因民族地区古老的地质、地貌及其特殊的气候条件，形成了分布较丰富

的自然资源。主要有煤、铁、铜、铅、锌、大理石、石膏、冰州石、石英石、方解石、山沙

等。尤以煤藏量最大，民族地区生产的煤焦，远销云南、广西等省(区)。

．有寒、温、亚热三个气候带的多种林木。粮食作物以玉米、水稻、荞、麦、马铃薯

为主；经济作物以烟叶、油菜、花生、大豆为大宗，尚有各类水果等。

水城县南开区彝族和苗族居住地生产的白芸豆，出口许多国家和地区。

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的高山深林中，生长有名贵药材，栖息有珍稀动物。水城县

野钟乡布依族和彝族居住地内，列有国家一类动物黑叶猴自然保护区。水城舍戛

彝族乡境，发现光叶珙桐，系保存完好之喀斯特原生植被，为国家二类保护植物，设

立有舍戛老林沟自然保护点o

。厂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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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溪流蜿蜒清澈，飞瀑悬挂谷川，江河水流跌宕、喀斯特地貌形成千姿百态

溶洞，暗河横穿地下，构成丰富的水利资源和蔚为壮观的旅游网点，开发、利用前景 ．

可观。

境内为古人类繁衍生息地之一。1973年冬至1974年春，水城县境内发掘一旧

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硝灰洞，洞内发现的“水城人”化石，略比“北京人”进步，稍落后 、

于“蓝田人”和“山顶洞人”，为民族地区古人类活动有力证明。

战国庄跻人滇，秦开五尺道，汉唐蒙出使夜郎，特别是三国蜀相诸葛孔明南征，

均不同程度涉及到六盘水少数民族地区，为其带来较先进之生产经验和技术。

元明时期，大批汉族从北方、长江中下游及四川等地进入六盘水，进行军屯和

民屯。

各族人民在劳动中互通有无，相互学习，增强了解，从而促进六盘水文化体系

多元一体化的形成。

本市地名，以少数民族语言命名者居多。有以家支命名，有以图腾命名，有以

民族纠纷为鉴以示后人命名，均不同程度地反映出各民族历史社会发展进程及其

相互关系。
I

各民族在相互交往中，尽管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同化与融合等因素影响，但因各

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极其顽强的凝聚力，故能保持其民族特性长期

不变，且将世代传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境内少数民族社会发展与汉族基本一致，但居高山箐

林地带的少数民族，地处“明改暗存”土弁把总势力范围，加之自然环境条件恶劣，

执政权力鞭长莫及，保留着封建领主制残余形态，经济略落后于住坝区河谷地带民 ，

族。

历史上，各民族人民有着相互团结、共同抗暴的光荣传统。殷商时期，今市境

部分少数民族先民，作为部落军队，参加了周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明末清初， ，

在彝族安邦彦，奢崇明领导下，进行了威震黔蜀的抗明起义，后又参与李自成余部

“大西军”，进行反抗清延镇压西南各民族的斗争。 ， ，．

清初，吴三桂为保其兵权，以称霸西南，与清朝分庭抗礼，破坏国家统一，悍然

发动镇压“水西”彝族地方政权的战争。彝族人民为了生存，团结苗、布依、仡佬等

族和穿青、蔡家人等，进行殊死搏斗，一举粉碎吴此一阴谋，捍卫自己民族生存，维

护国家统一。

清末民初，苗民发起“娘娘山起义”，各民族参加其斗争。

民国二十四年(1935)，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过六盘水，一部与主力部队失去联

系，遂参加以苗族为主及彝、汉、布依等民族加入组织的“齐心会”，宣传革命道理，

领导“齐心”会进行斗争。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团，完成掩护中央主力红军南渡乌江任务后，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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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长工、罗炳辉、王首道率领，到达六盘水境，从水城县龙场虎跳石和竹竿桥上渡过

北盘江，进入盘县北部彝族聚居区普古区现苏座彝族乡境内，彝族群众热烈欢迎，

并给予多方支持。

1948年，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六盘水少数民族人民开展游击武装斗争o‘

彝族龙腾霄领导罗盘支队，辗转盘县、水城和云南东部，为推动民族地区武装

夺取政权进程和为人民解放军顺利解放六盘水作出贡献o

．历代王朝在民族地区推行“以夷治夷”，并挑拨民族关系，民族间和民族内部，

难以避免发生一些纠纷和矛盾。但各民族有着共同遭遇和相似苦难及一致利益，

民族关系一直以团结、友好、互助、合作为其主流，各民族都以大局为重，互谅互让，

坦诚相助，和睦相处。

境内各民族创造了自己的语言。彝族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彝语

东部方言，其次方言有盘县次方言和黔西北次方言；苗语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有

川滇黔方言，又分滇东北和川滇黔次方言；布依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第

三土语；仡佬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语支未定，白族中大多数第一母语消失，改用

汉语、彝语；回族第一母语消失，改用汉语。

汉语为各民族间相互交际的工具。一人能说几种语言的现象，在少数民族中

相当普遍。

六盘水少数民族中，彝族有比较古老的文字，史称“韪书”和“爨文”，属表义音

节文字，造字方法有象形、指示、会意、通假等。据中央民族学院彝族文史调查资

料，境内有彝文献7678册。市辖六枝特区存有用彝文书刻之《拦龙桥碑》，桥为唐

代建造。

各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了悠久的文化艺术，丰富多彩，具有浓郁

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用石刻、文献、口碑等方式，流传有大量诗歌、神话传说、寓

言、谚语、音乐舞蹈和工艺美术，内容有人类创世，民族源流，战天斗地，宗教伦理，

天文历法，生产技术，草药土医等。此等珍贵文化遗产，丰富充实了中华民族的文

化宝库。

宗教在境内少数民族中，影响广泛深刻，有原始宗教和人为宗教。信仰原始宗

教者，有布依族、水族、仡佬族、彝族、苗族及白族绝大部分，主要为图腾崇拜和祖先

崇拜；信仰人为宗教者，有回族、小部分苗族、彝族和白族。回族主要信仰伊斯兰

教。部分苗族、彝族和白族信仰基督教和佛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和政务院十分关心民族地区各项事业的发

展。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派遣民族慰问团到西南民族地区访问时，亦至六盘水民

族聚居区慰问，转达了中共中央、毛主席对少数民族的关怀，宣传共产党民族政策，

并进行各民族社会历史的调查。建国后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下，六盘水民族居

住区社会主义改造得以顺利进行，各少数民族人民同汉族人民一道，从半封建半殖

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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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地社会跨入社会主义社会。

建国初期，中共六盘水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积极着手建立民族工作机构，先

后在郎岱(今六枝)、盘县、水城三县成立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领导民族事务委员

会深入民族聚居区访贫问苦，进行社会历史调查，开展民族识别，根据其意愿和历

史与现状，确定其民族族称，现六盘水居住的彝族、苗族、布依族族称，为当时所认

定。

为发展民族聚居区文化教育，又派遣民族语文工作队到少数民族聚居区，对每

个民族所用语言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根据其语言状况及其特点，为其创造

文字，结束了一些民族无文字的历史。当时，为布依族和苗族制定出一套拼音文字

方案，由于一些历史原因，未能在六盘水境内普遍推行。

为了提高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分别在六盘水民族聚居区成立民族

乡；选拔本民族出身干部担任领导职务，输送一批批干部到各级各类学校深造；在

当地创办民族学校，培养干部队伍和各类建设人才；根据《宪法》规定选举出各民族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代表少数民族人民意愿进行执政参政议政，从而有力地促进

民族聚居区各项事业的发展。

但民族工作亦不是一帆风顺的。50年代后期，刮起“民族融合风”，及其“反对

地方民族主义”扩大化倾向，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六盘水民族工作的进程。

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是民族工作的一大劫难。当时所推行的“极

左”路线，违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违背少数民族所处

客观实际。民族心理、民族问题被忽视，民族工作机构被合并或撤销。整个民族工

作陷于停滞或瘫痪状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民族政策重新得以落实。特别是六盘水市成立，

为民族工作开辟了广阔前景。在相继恢复六枝、水城、盘县等民族事务委员会后，

随之成立六盘水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和钟山区民族事务委员会。

各级党政部门深入民族地区进行调查，纠正和平反历次运动中造成的一大批

冤假错案，并为其落实了政策o

为更好地发挥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自然优势，解放民族地区的生产力，中共六

盘水市委、市政府结合六盘水民族地区的实际，报请省人民政府批准，相继恢复和

成立80个民族乡，选拔一批具备一定领导能力的本民族出生干部担任领导职务。

随着改革开放及经济建设的需要，各民族乡亦随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促进了粮食产量和经济收入较大幅度的增长。农、林、牧、副、渔，以及乡镇企

业等亦得到全面发展。少数民族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为明显的提高，部分少数民

族人民，在“改革、开放、搞活”方针政策的指引下，率先走上富裕之路。

为保障少数民族人民平等参与各项事务管理，保障其享有的政治权利，六盘水

市人民代表大会中，少数民族代表占有相当比例。截至1988年，全市少数民族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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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代表有83名，占代表总数的31．5％。

为培养各项事业的建设人才，尽快提高各民族文化素质和科技水平，促进民族

地区经济繁荣和发展，建立了六盘水市民族学校，并在重点中学举办民族班，在市

卫生学校开设民族医士班，在市师范学校和农业学校开设民族教师班和民族农艺

班，又输送一大批基层干部到贵州民族学院和市委党校学习深造。民族干部和专

业技术人才成长迅速，并日益显示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六盘水民族地区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等事业在不断发展。据1989年统计，全

市80个民族乡中，已有公办学校97所，民办学校548所，适龄儿童入学率达

66．9％。少数民族出身教师达l，379人，占民族乡教师总数的58％。还成立了六

盘水市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建立各民族地区区乡文化站及电影队和电影院、

录像室等。

全市民族乡中，有卫生院40所，民族地区公路里程达11，095公里。由于历史

和自然等因素，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与发达地区相比，尚存在较大差距。

90年代，中共中央提出“全党高度重视民族工作”的号召。1990年，中共六盘

水市委和市政府召开首届六盘水市民族工作会议，把民族工作列入议事日程，积极

认真地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族问题，进一步了解关心支持民族工作，把全市

扶贫主战场放在80个民族乡，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支援民族乡各项建设，为民族

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繁荣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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