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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武寨苗族妇女在精心描绘蜡染图案

王武寨苗族妇女在桃花、织“银辨子”



珙县王武寨民族学校

珙县洛表少数民族中心卫生院



93年夏天正在修建罗渡茁旗乡黄桷村至观斗

苗族乡幸福村的黄——观公路高峰、腊平村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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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年春，政协副主席马德全、民委t任张有铨拍

捡查E武寨大堰舂灌情况



王家镇大祥村苗族婚俗中的吃“和气饭”场景

欢快的王武寨“花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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珙县是一个多民族县，苗族是县境内15个民族之一。全县总人

口39万人，其中苗族人口16309人，占全县总人El的4．2％。在共
、

同发展珙县的长期历史过程中，苗族人民和其它各族人民一样，都
． 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 _ p ．

’

建国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珙县苗族人民和。
“

其他各族人民获得了解放，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贯彻和落实了党

的民族政策，积极参与珙县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平等地参加‘

新政权管理，培养了·批又·批苗族干部和各类专业人才。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了全面改革开放的政策，珙县苗族地区经济

建设有了更大的发展，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苗族人民的生活进一

步得到改善。昔日苗家山寨的叉叉房，开始换成了串柱房、瓦房或小

平房，过去照明用麻杆、竹稿、油灯，现也多改为电灯；缝纫机、收录

音机、电视机亦逐渐进入苗族家庭。“盛世修志”日益成为珙县苗族

人民的要求。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珙县苗族定居县内数百年的历史

和民俗风情等状况，根据苗族人民的意愿，县志编委作出规划，确定

编写《珙县苗族志》一书，作为有地方特色的专志。从1984年开始，

在县民族事务委员会的主持和各有关部门的配合下，编写人员广征

博采，殚精竭虑，锲而不舍，终于使《珙县苗族志》得成。

古人道：“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珙县苗族

志》记录和展现了珙县苗族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

化、民间习俗风情和民族关系，具有苗族自身的特色，我相信，一定

能为今后研究珙县苗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执行民族政策，增

强各民族间的团结进步等提供科学依据和宝贵借鉴。

《珙县苗族志》的成书，也是值得珙县苗族人民庆贺的大喜事，

我作为珙县苗族的一员，自当引为慰事。值此《珙县苗族志》出版之

际，向为本志提供资料的单位和个人以及负责编写本志的同志们致

以衷心的谢意!． 一

曾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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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一、本志定名《珙县苗族志》，主要记述珙县苗族地区自然．社会

的历史和现状，以及珙县苗族的风俗习惯等方面的概况。

二、本志上限至古代传说时期，下限至1993年。按照“详今略

古，详近略远”的原则以记述近代和现代为主。+
”

．．

三、本志资料来源，主要为县内外有关单位的档案材料和苗族
民间口碑。此外，参照了《苗族简史》、《四川的少数民族》、《湘西苗

族》等有关的书籍。
‘

四、本志用现代白话语体文记述，志、录、图、表等编纂形式综合
运用，以达到“资政、存史、教育”的作用。 、

五、本志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称建国前，以后称建国后；

历史上各朝代沿用旧称，加括号注明公元纪年；中华民国时期也用

公元纪年，加括号注明民国纪年。 ．，

六、本志体例为章、节、目结构，全书共9章、31节，约10万余

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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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苗族是中华民族中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之一。几千年来，苗族

一直以其历史悠久，分布广泛、文化丰富多彩而著称于世。

苗族先民属古“三苗”，4000多年前后住在左洞庭，右彭蠡一

带，在“九黎”首领蚩尤统治下，逐渐开发了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是

、我国较早的农业民族之一。 ．，

⋯ ⋯··．

一 在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地位不平等，存在着民族歧视，民族压迫
和民族矛盾，甚至发生民族之间的战争。但数千年来，苗族先民在祖

国辽阔的土地上辗转流徙，先后同几十个民族交错居住，生产上相
互支援，文化上彼此影响，生活上互相依存。因此，苗族人民不断加

强了同其他备兄弟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共同推进历史向

前发展。 。： ：． 一!

‘珙县苗族是整个苗族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称“蒙”，语言属汉藏

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川黔滇方言(西部方言)第一土语。长期以来，

县境内的苗族在同汉族以及其他民族的相处中，既保持了自己的传
统文化，又吸收了部分汉民族文化的精华来丰富自己。唐、宋、元、

·明、清，随着朝代变更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苗族人口的繁盛，

历代统治者对苗族的认识逐渐加深，与苗族的交往也趋于频繁。于

是，“苗”从“南蛮’’的统称中区分出来，成为单一的族称出现在文献

中。《珙县志》(清光绪版)载：“居住县境内的苗族是荆扬旧族”。又

载：“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苗夷作寇，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
‘

苗叛，都督李敬讨平之’’。说明苗族迁入县境，至今已有600余年，但

处于流动中。明万历初年平“都掌蛮”后，先后从云南文山、芒部、乌

蒙、扎西和贵州境地及川南古蔺、叙永等地陆续迁入定居。《珙县

志》(清光绪版)载：“此处苗民，自明万历初年隶入中国，二百余载未
尝轻动”。据查，全县苗族28个姓氏中，迁入县境未流动，最早者已

繁衍子孙达17代，晚者也7代以上。

．珙县是四川省南部边陲一个多民族的山区县，东面与兴文县接

壤，南抵云南省威信县，西同筠连县相连，北邻高县和长宁县。幅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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