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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1 

总序

吉曹大学位于捅茜土家族、苗族自治#1州府吉首市，是湖、鄂、

揄、黔因省市边区憧一一所具有畏族特色的综合性大学。学校自

开办以来，就以便进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为己任，致力于民

族问题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建起了省级重点学科一一民族学和中

嚣少数民族经济，技级重点学科一一中雷少数民族历史学、中雷少

数民族伦理学租民族传统体育学。经过多年的珉苦探索，学校拟

在近几年内，逐步推出一批划民族学研究为主的员族研究成果，汇

集为吉苦大学〈民族研究文库〉。欣喜之余，特为该丛书作序，向学

术界推荐这批富于地区性和前瑭性的新作，并借此与吉苦大学的

同志们共勉。

我雷的民族学自 20 世纪 80 年代恢复以来，已经取得了令人

瞩昌的成绩，类似的民族研究丛书不断涌现，薪入新作层出不穷。

梧信吉营大学撞击的这毫〈民族研究文库〉将以其自身的特色在我

国民族学界独树一帜。潮期学子自来以"经世致用"为座右铭，吉

曹大学的同志们秉承裙带雷学风，并将这个好传统贯街到畏族学研

究中去，发扬光大暂且成效。从这套丛书编写宗旨和计却不难看

出，他们不管是作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是引进前沿理诠，创新

研究方法，还是作田野调查，总是时刻关注所在地区的当前建设与

未来发展，以期最大限度去实现"古为今用、洋为中瘤..直接为现

实需要服务、为西部大开发服务的宏伟吕栋。

研究和体现地区特点是当曾民族学界关适的热门话题之一。

吉苦大学的商志们对此有独到的理解，他妇不仅在内容和形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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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功夫，更是在观念上作了努力，始终以所在地区各民族文化为

出发点。拟收入该书的国野调查报告众多，其工作基地遍布半个

中国，涉及到十几个民族，最这些调查报告都以所在地区各民族文

住为参比系。凭借这些参比系，去认识和归纳其他地区和民族的

差异和特点，理以单结和提炼其他地区和民族对自我文化的反馈。

引进新理论、新方法也如此，都是立足于西省(市〉边区各民族的实

际需要，去认识、接纳、汰选和消先当代的前沿研究或果。贯甥丛

书的这一本体意识，无疑是民族学本主住问题的一份新颖答卷。

民族学窍其他学科渗透，众多以民族学为主干的边缘学科与

分枝学科纷纷向世，旱已为世人所熟知。但在吉首大学民族学作

为一校薪秀，对此也作了有益的尝试，并取得了一些经验，确囊难

能可贵。此前，吉首大学在经济学、生态学、历史学、伦理学、语言

文学、宗教学、体育学等学科方面已有较好的研究基础。在进行民

族学研究中，广泛地吸收具有其他学科研究能力韵学人参与，协同

一致开刨了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哥哥拓展了研究视野，吸收新的研

究方法，更新了研究患路。致使他们的研究成果能为民族地远的

生态维护、经济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系统的资科茫备，作出有

预见性的建设，在某些领域内，甚至能提出可操作的方案来。

该文库立足于所在地区当前及未来的发展需要，精心收录和

编持各种民族研究论著。要发震就得借鉴历史，从其他地区和黑

族中吸取经验和教制。为此，该丛书拟收录多部地区史、族到史专

著，整理、校刊、注释多部历史民族志文献，翻译、述评多部当代匿

外民族学前沿论著，务使丛书成为借鉴古人，学习今人的资料摩。

在借鉴与暖收方面，吉苦大学的同志们并不满足于当拿来主义者，

他们针对地区史、针对中外~族学家己作过的田野谓查，用自己的

眼光、立场和方法，有选择地作了一批当代的追踪渭查。该丛书收

录此类自野调查报告，意在贯通古今，内外互联，以确保今人能系

挠地范握己有研究成果，作到立足实用而借鉴，立足可行有效商吸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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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

不少人习慎于把发展的自标定位在物贡条件的丰裕上，吉首

大学同志的赔进一步关注精神文明建设在发展中的重大作用，他

们事实上是将精神文明建设当做发展的另一翼去对待。该丛书收

录的有关民族语言文学、民族历史、民族给理、民族法学、民族宗

教、民族教育的专著，力图为地区的精神文明建设献计献策和提供

详实的资料。物质供应的丰厚代替不了精神生活的满足，王在成

为我国人民的共识。当前我国的旗游业、文体事业的持续发展租

不断升级换代，正好是这种观念更新的贾兆。该丛书及对捕捉到

观念的更新，校录一些有关民族旅静、民族体育的论述，希望能推

动观念更薪，激活精神文明的相关企事业实体。

可持续揭发展有赖于良好生态环境，需立是具体的资源条件。

为了确保西省(市)边区各民族发景的可持续性，吉首大学的同志

的强化了对民族地区生惠闰题和资掠利用效益的研究，提出了通

过文先制衡机制维护生态环境的患路，总结了所在地区各民族利

用当地资摞的经验与教圳，完善了开发人文资摞的构想。相关的

论著在该丛书中占有突出地位。这些跨学科的研究成果既展拓了

民族学的研究领域，又缸新了研究思路，从族际互动的角度去认识

和把握全人类共同关注的大问题。

科学技术要转化为生产力，得依靠自然与社会两大背景的支

撑。从这一认识出发，吉首大学的同志们十分关洼各民族的吉然

观、认知特点及其相关的技术技能特长。收录该文库的此类论著

不满足于客观地实录各民族技术技能专长及承传演化过程，而是

从认知传统入手，梳理各民族自然现、社会现与具体技术技能传承

发展的关系，力图揭示各民族知识结构的个性和民族间的知识互

补与梅同提高。由于有了上述研究基础，吉首大学对民族经济问

题的理解也有其独到之处，他们事实上是在探讨非经济因素(自然

的和社会的)影嘀下的经济运作问题。希望他{门的此项研究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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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省(市)边区各民族的发展探寻出一条最佳的途径来。

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民族学也一样。该丛书的出版析、志着

吉苦大学走上自己的民族学研究道路，但是这条路上任重道远。

提愿吉首大学的同志们再接再励，争取更大的或功。

宋蜀华

2001 年 5 月 1 吕

于中央民族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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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是一个少数民族较多能省份，现有 51 个少数民族，

4823649人，在全雷各省市自治区中居第七位。历史上，湖南各少

数民族既创造了本民族悠久的历史与文化，又与汉族和其他民族

一道共同缸造了湖南悠久的历史与文住，为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形

成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海南少数民族以土家族、苗族、伺族、瑶族、自族、自族、壮族、

维吾尔族等世居少数民族为主，这些英族的历史，在古代许多官修

史志和私家著述中都有记载，虽说史事简略，且不无谬误和歪曲，

但保存了不少有关民族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和社会生活、风俗民

情等方面的资抖。民国时期，以盛襄子、凌纯声、芮逸夫、石启贵诸

先生为代表，对湖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进行了较深入的开拓性资

查研究，其成果影响深远。薪中望建立后，党和政府组缤了全国规

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渭查，并在此基础上撰写出版了各民族史

志。其中谢华、潘光旦、马少侨等著名学者对湖南少数民族的调查

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湖南少数民族史研究

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政府组织编修了〈湖南省志·民族志〉与自治

卅、县"民族志"及"概况..组织整理出版了大批民族吉籍。与此司

对以杨昌黯、彭武一、伍新福等人为代表的从事湖南少数民族历史

研究的一批专家、学者兢颖部出，学术成果蔚为壮观。出版了数十

种有关湖南少数民族的族到史、地区性民族史、综合性民族史和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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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民族史专著、文集，发表了一千多第有关期离少数民族历史与文

化的学术论文。为弘扬畏族文化、摄奋民族精神、促进湖南少数民

族地区政文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攒离吉首大学政法学院历史系游俊、李汉林等人撰写的〈湖南

少数民族史〉是第一部逼史体湖南少数民族历史，读书在广泛吸按

己有湖南少数民族历史研究或果及有关中国民族史撰写经验的基

础上，有所发明，有所创藉。可取之娃大致有如下凡点:

一是在体倒上，突破了现有对湖南少数民族史的研究均为族

到史、古代史、专史、地区史的局珉，第一次采用逼史钵裁，较全面、

系统地记载了从上吉传说时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期湖南各

少数~族的历史。

二是在历史分期上，打破了传统的王朝分期和社会影态分期

法，以湖南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特缸为依据，结合中菌历史发

展的基本线索，将新中国成立前的湖南少数民族历史划分为上吉、

羁廉州、土司及近代西个发展阶段。

三是处理民族i可题和历史问题上，能综合多种观点，吸牧最薪

成果，作出较客珑、公正的评价。如对民族起摞、羁囊判辑、土司

制、民族拉争、民族文化等方嚣的一些问题的处理有继承、有新意，

对某些传统的提法进行了修正。

因是在内容上，较全面、系统地反挟了?皖南少数民族的政治、

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生活、习俗及其民族关系。揭示了湖离少

数民族的个性与共性特点及其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特延和班律，

从恙体上阐明了湖南各少数民族起摞、形成、发襄及其对创造濡南

历史与文化所傲的贡献。

尽管〈湖南少数民族史〉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如某些内容过于

简略，某些观点离属一家之言，但我以为，该书仍不失为一部湖南

少数民族史研究集大成之作警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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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和研究湖南少数琵族历史、了解有认识黯南少数民族、弘扬湖南

少数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组进湖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都具有重

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作为黯籍~族史工作者，我为此书出版面世感到高兴。应作

者之邀，欣然作序。衷心祝愿湖南少数民族史研究出更多、更好的

成果!

陈连开

2001 年 2 月 23

于中央民族大学三乐居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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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论 .1. 

第一章绪论

湖南省位于长江中捞，是一个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省

份，除汉族外，还有土家、苗、瑶、伺、白、西、柱、维吾尔等 50 多个少

数民族。很旱以来，各民族人民就在湖南这块美哥哥富饶的土地上

生患、繁衍，他们用自己勤劳的政手和智慧，创造了湖南悠久的历

史和地廷的文化，同时也为共同缔造伟大的统一的多民族雪家做

击了巨大贡献。

第一节 湖南少数民族人口与分布

一、湖南少数民族人口榻况

据 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据南省总人口为60659754

人，其中汉族是湖南省人口最多的民族，为55846406人，占全省总

人g的92.1 %.全省 51 个少数民族的，邑人口为4823649人，占全省

总人口的 7.93% 。其中人口在 5000 人以上的共有 9 个少数民

族，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是土家族，有 1794710 人，其次为苗族

1557073人，恫族753768 人，瑶族458581 人，自族 114516人，留族

93205人，壮族20917人，维吾尔族5739人，满族5303人，其他 41 个

少数民族的人口共有953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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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湖南少数罢族的分布情况

据南少数民族的分布几乎遍及湖南全省，其中土家族主要分

布在海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永顾、龙山、保靖、吉首、古丈、泸溪、

黑凰等县市和张家界市的永定、桑擅、葱利、武霞漂等区县及常德

市的石门县等地区。苗族主要分布在湖嚣土家族茜族自治鼎的花

垣、岚凰、吉首、泸漠、保靖、龙山、古丈、承攒等县市和张家界市的

永定区、桑檀县、邵陆市的域步茧族自治县、绥宁县以及怀化市的

寐用苗族自治县、靖州苗族揭族自治县、薪晃儒族自治县等地。伺

族主要分布在怀化甫的新晃伺族自治县、通道儒族自治县、芷江伺

族自治县、靖州苗族伺族自治县等地。瑶族主要分布在永1圳市的

江华瑶族自治县、江永县、宁远县、道县等地。自族主要分布在桑

撞县境内。国族主要分布在邵阳市的隆吕县、部阳县和常德市的

鼎域区、汉寿县、桃摞甚、遭县和海西土家族苗族自浩判的龙山县、

永颗县及长沙市等地。维吾尔族主要分布在常德市的桃摞县境

内。

期西主家族苗族自治州、麻阳苦族自治县、靖判苗族桐族自治

县、薪晃铜族自治县、芷?工锅族自治县、通道揭族自治县、城步苗族

自治县、江华瑶族自治县是湖南省的八个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篱称

一分i七县)，也是湖南省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罩，共有少数英族

2805206人，占全省少数员族总人E 的 58.2%。其中潮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翔共有少数民族1528961人，占全州总人口的 66.63% ; 

麻阳苗族自治县有少数民族232224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73.2% ; 

城步苗族自治县有少数民族128225人，占全县单人口的 54.3% ; 
靖州苗族儒族自治基共有少数民族142498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61. 4%;新晃捐族自治县有少数畏族198537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83.1 %;芷江缉族自治甚有少数民族187328人，占全县总人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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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2% ;通道锅族自治县有少数民族164011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80 .4% ;江华瑶族自治县有少数员族223422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54 .47% 。散居地区的少数民族，分布于一州七县以外的其他县

市。自治地区面积为全省恙面积的 27% ，另有 90 个民族乡。

湖南少数民族的分布情况，从人口上看是多数人聚居，相当一

部分人杂居;从居住地区看是大部分地区杂居，小部分地区聚居。

总的说来，湖南少数畏族的分布特点是大杂嚣小聚居，形成了又聚

居又杂暑互梧交错居住的局面。各民族人民互梧学习、互相掖赖、

互通有无、互相帮黠，组成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民族大家庭。在美丽

富锚的芙蓉雷里，在三南西水的大地上，湖南各民族人民充分发挥

自己的稳明才智，正在为建设具有中医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先强

国需共商奋斗。

第二节 湖南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

一、湖南少数民族语言槽况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①民族语言是一个民族的

主要特汪之一，也是民族识射的重要挥志。湖南省境内的少数民

族除了岳族和维吾织族使用汉语舟，其他几个主要土著民族都有

自己的民族语言。

土家族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主家语支气土家族

① 〈列宁全集〉第 20 卷第 39岳页，人民出版社 1958 年。

φ 关于土家语的语支，有人认为属彝语支，我的认为应是独立的土家

语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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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基本特点是:有声溃、无复辅音:复合元音较多，辅音韵崖较

少;词汇以复音词占优势;句子基本语序是"主语一一渭语"、"主

语一一宾语一一谓语"的结构形式;名词租领格代词定语在被掺饰

语之前，影容词、数量词定语在被修饰语之后，指示代词位于所修

悔的名词之前。土家语分为南北两个方言，方言分歧主要表现在

语音方面。操南部方言的约有一万多人，操北部方言的约二十万

人。北部方言又分为龙山、保靖两个土语区。由于湖南境内的土

家族长期以来与汉族人民杂居共处，交往密切，绝大多数土家人已

通m汉语，只有龙由、永)1院、保靖、古丈、泸溪等地的一些交通闭塞

山区的二十多万人〈整个土家族也只有三十多万人)便用本民族语

主
口
苗族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 {B 由于苗族凡千年

来长期迁徙的结果，如今在我国分布地区广达七省，在地域上未连

成一片，被此之间互相交往联系困难，所以形成许多在语音和词汇

方面差躬较大的方言区，大方言中又有次方言和土语的这分。

1956 年，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组第二工作队分为三十五

个调查小组，经过对 77 个县市的苗族地区的实地资查，将苗i吾划

分为商西方言、黔东方言， )11黔滇方言等三大方言，七个次方言和

十八种土语O

湖南境内的苗族大部分操的是黯西方言，苗族自称这种语言

为"果雄"。潮西方言又分为两个次方言，即东部次方言和西部次

方言。

东部次方言，通行于泸摸县的西部、吉首市的东部、古丈丢东

部和龙山县南部。这个次方言又分为三个土语区，即南部土洁、中

部土语和北部土语。离部土i吾通行于泸婆县的小章、大章一带，说

这种土语的人较少;中部土语通行于泸摸县的西部、吉首市东部和

古丈县南部:北部土语通仔子龙山县南部的部分苗族地罩。

西部次方言道有于潮南省的岚虱、花垣、保靖、吉苔市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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