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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研究领域的一件盗事(总序)

周先旺

自2000年以来，州民宗委和州民族研究学会认真贯彻落实

《恩施自治州2000—2010年民族文化研究工作大纲》，连续出版

四套“恩施州民族研究丛书”，推出了一大批民族研究基础性成

果，为建设民族文化大州作了卓有成效的基础性工作。在州内外

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文化贡献。

建设民族文化大州，是我州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战

略。它是根据我们面临的快速发展的经济时代。经济对文化的需

求、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时代特征而提出来的。

就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而言。已经没有孤立的经济形态和孤立的文

化形态，二者逐步相互渗透而趋于一体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建

设民族文化大州，就是要把民族文化作为新世纪新的经济增长点

来培植，即充分利用我州独特的又具有很强生命力的民族文化资

源，挖掘、开发、创新、整合，形成我州独具特色和魅力的文化

产品、产品文化，形成一种新的特色产业，进而不断提高民族文

化对我州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和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力。

恩施州是一个民族自治地方，位于祖国腹地，地处我国中西

结合部和中原汉族地区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延伸地带。既是古

代巴文，化和土家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又是中原汉族文化和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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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文化的融汇地。多民族的文化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绚

丽多彩的画卷。尽管恩施州的地域文化深受汉文化之影响，但少

数民族文化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并在充分吸收汉文化营养的基

础上表现出极强的生命力．对恩施州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

生活产生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恩施州的民族文化资源，是各族人
一

民在长期的历史演化过程中逐步创造、积淀的宝贵财富，具有鲜

明的地方特色和浓郁的民族特色，无论与汉族地区相比，还是与

周边的武陵地区相比，都很具代表性。这是我们建设民族文化大

州的资源优势。从开发的角度讲，我们还仅仅是一个民族文化资

源大州。还不是一个民族文化名州。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要求我们

必须充分利用恩施州的民族文化资源，形成一种文化发展优势。

利用民族文化资源，首先就面临一个保护与传承的问题。由于历

史的原因，民族民间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没有得到充分的继承和创

新，加之现代文明的冲击，有些品种面临着消沉和濒于消失的危

险境地。如果不下决心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继续抢救。民族民间

文化艺术珍品就有可能消失于我们不经意的转眼之间。恩施州民

宗委的有识之士，站在一种文化的高度，以极大的魄力率先领军

占领了这块文化高地，体现出他们的远见卓识、文化追求和民族

责任心。

近七年来，州民宗委和州民族研究学会始终不渝地贯彻落实

《恩施州2000—2010年民族文化研究工作大纲》，筛选课题，组

织攻关，连续组织出版“恩施州民族研究丛书”。开创了全州民

族研究的新格局，这是全州民族工作与时俱进的生动体现。迄今

为止，州民宗委和州民族研究学会已经组织出版了四套“恩施州

民族研究丛书”，以平均不到两年组织出版一套丛书的速度将全

州民族研究工作纳入了可持续发展的轨道。这为我们全州的民族

民间文化抢救工作树立了一座丰碑。它的意义在于：联系与团结

了有志于民族文化事业的民族文化人聚集在建设民族文化大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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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帜下；有效地抢救了我州民族文化的许多重要品种，为我州的

发展尤其是建设民族文化大州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为深入开

展文化抢救保护工作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在组织出版“恩施州民族研究丛书”的过程中，州民宗委和

州民族研究学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逐步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工作

方法和文化理念。他们提出的“网络人才、组织课题、支持研究”

的工作方法。成为恩施州民族研究工作可供借鉴的模式。他们提

出“传承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是传承的生命”的文化理念，科学

地处理好创新发展优秀的民族文化与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关

系。

通过出版四套“恩施州民族研究丛书”。州民宗委和州民族

研究学会积聚了一大批民族研究的基础性成果，为推进今后的民

族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四套“恩施州民族研究丛书”中。

大部分属于州内文化工作者的基础性研究成果，并以民族民问艺

术类、民族遗迹类和民族史志类为主要内容。组织出版“恩施州

民族研究丛书”。不仅使恩施州的文化工作者长期的田野调查与

理性研究成果得以贡献给社会。还为传承后世并创新发展打下了

基础。促进我州民族民间文化艺术整理工作进入了新的历史时

期。这不仅进一步丰富了我州的民族文化宝库，而且为专家、学

者的专题研究提供了大量基础性研究成果。为推进全州的民族研

究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注：周先旺系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长。

2006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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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芳震

《咸丰县民族志》纂成，是我县民族文化建设的一大成果，也

是全县各族人民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咸丰县民族志》，记述了世居咸丰各民族的历史演变、地理

分布、自然环境、自然资源；记述了民族关系的演变、各民族社

会政治制度的变化和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形态、生产生活水平；

记述了各民族的文化艺术和习俗；记述了民族政策的贯彻、民族

工作的进展、民族干部的培养、民族教育的发展、民族医疗的促

进、民族科技的创新、民族体育的开展；记述了民族事务机构的

建设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实施。其观点正确，体例完备，史料翔

实，特点突出，述而不作，文风端正，乃咸丰这个少数民族聚居

县的“一方之全史”，“一方之文献”。《成丰县民族志》无疑将起

到“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起到为社会主义物资文明、精

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服务的作用。

咸丰自上古唐虞，递两周秦汉，就有土家族先民在其地生息

繁衍；至唐宋，氏族兴起；值元明，土司雄踞。清代“改土归流”

后，境内丁口日繁，文明渐进，人文蔚起，代有英才。唐崖土司

覃鼎奉调西征，屡建战功，朝廷晋之“大坊平西将军”，敕“帅

府”二字并建石牌坊一座。书“荆南雄镇、楚蜀屏翰”。司城时

占地57万平方米，拥有3街18巷36院，鼎盛之至，辉煌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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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鼎夫人田氏，相夫教子皆以忠勇名著一时，不仅是咸丰土家人

民心中景仰的人物，也是咸丰历史上一位不可磨灭的人物。1910

年冬，同盟会员、土家族人温朝钟领导土家、苗族农民，爆发反

对清廷的武装暴动，“其规模之大和对清廷的打击之沉重，在辛

亥革命前全国各地的反清暴动中，都是名列前茅的。”还有从神

兵“总理”走向革命且成长为红军师长的庹万鹏，在咸丰建立第

一个中共党组织的黄兴武，“中国航空第一人”秦国镛，我国第

一个击落敌机的飞行员秦家柱以及王锡九、韦广宽、冯子恭、黄

子全、姚兴源等；还有在全国知名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和

文化方面的许多杰出人物。他们是咸丰的财富，是咸丰土家、苗、

侗和各族人民的骄傲，他们奋发学习、学而有成和向上进取、敢

为人先的精神当为成丰后起之楷模。《咸丰县民族志》理应为他

们记上浓重的一笔。以人为本，人才乃人本之本，人才是先进生

产力，咸丰的发展，还需要许许多多这样的杰出人才。

咸丰地处武陵山脉，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森林茂密，是恩

施林海的重要组成部分，境内有得天独厚的资源和丰富的出产，

是全县各族人民发展民族经济实现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有利条件和物质基础。各族人民正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围绕县

委、县政府提出的奋斗目标，努力奋进。经济建设日新月异，社

会发展全面推进，人民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咸丰历史以

来最为兴盛的时期。

一代之兴，当有一代之志。编纂《咸丰县民族志》就在于全

面记述咸丰土家、苗、侗和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

诸方面的发展轨迹，从而使各级各部门以及全县人民都能“以史

为鉴”，知兴替，明得失，更加团结一心，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建设事业的全面发展。

土家族为“咸丰之最古”，历代又相继迁入苗、侗、汉等lo

多个民族。各民族世代和睦，共同开发建设咸丰，有着光荣的传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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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加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是

当今的一大主题。成丰各族人民一定能够发扬光荣传统，携手并

进，共同走向美好的未来。

当今修志，系党委领导、政府主修，因此编纂《咸丰县民族

志》理所当然地就成为县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从筹划迄今，已

历3个寒暑。作为职能部门的县民宗局领导以编修民族志为己任，

始终把这项工作拿在手上，做了大量组织、协调和许多实际的事

务性工作，这是十分值得肯定的；各有关部门大力支持，提供资

料，其通力合作的精神可嘉；编纂人员没有脱离本职工作，在较

好地完成本职工作任务的前提下，完全利用业外时间，节假日不

休息，常三更秉烛，工作至深夜，甚至通宵达旦，这种治学精神

难能可贵。我作为一县之长，衷心地感谢主管部门，感谢有关单

位，感谢编纂人员，感谢他们为编纂《咸丰县民族志》所付出的

努力和心血。

在此，我还要代表咸丰县人民政府，衷心地感谢恩施州民族

宗教事务委员会将《咸丰县民族志》列入2000—2010年“恩施州

民族研究丛书”序列加以重视，加以关注，加以指导。《咸丰县

民族志》的成书，州民委功不可没。

谨此为序。

注：作者系中共成丰县委书记。

2005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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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伟民

国有史，邑有志。盛世修志，民族之幸事。志其事之是以信

今传后，《咸丰县民族志》是我县第一部民族专志，将使后之览

是志者，、得以考镜。

咸丰，古属廪君所创巴子国之地。秦属黔中郡。汉属武陵郡。

唐属黔中道。五代为感化州，宋为富州地，寻改为羁縻柔远州。

元属散毛司。明洪武五年(1372年)定其地。七年割散毛司地之

半，为大田所。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改土归流。乾隆元年(1736

年)设置咸丰县。

咸丰。盖取“咸庆丰年”之意，奇山秀水，人杰地灵。生活

在这块土地上的土家、苗、侗、汉17个民族，和睦相处，团结奋

斗，共同发展，也共同孕育了灿烂的民族文化，有着浓郁的民族

风情，特别是民族民问文化更具有特色。薅草锣鼓、吹锣鼓、花

锣鼓、唢呐四龙抱柱、板凳龙、干龙船、牛虎灯、上梁歌、哭嫁

歌、敬酒歌、撒尔嗬、地盘子、干阑建筑、油茶汤等，都是生活

在成丰这块土地上各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结晶，虽然有些民俗文

化名称相同，但习俗有异，仍不失本民族特色，因而形成了咸丰

民族文化的洋洋大观。

山川资俊杰，时势造英雄。成丰这块古老的热土，造就了覃

鼎、田氏夫人、秦子文、秦国镛、秦家柱、王云龙、温朝钟、黄

玉山、王锡山、韦广宽、庹万鹏、黄兴武、黄子全等一大批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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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时期的民族英雄，涌现了喻光扬、黄元刚、曹光清及外地来

我县工作的高级知识分子代表周祖武等时代民族精英。他们在不

同在历史时期浓郁的民族人文环境中，为咸丰的兴旺发达做出了

不朽的贡献，史志上理应占有一席之地，但我们也不能忘记有史

以来对咸丰历史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无名英雄们，虽然他们的名

字没有记载在史志中，但史志已经成为了有名英雄与无名英雄的

丰碑．并与日月同辉光照千秋，永远激励着今天与未来生活在这

块土地上的各族人民继往开来，一步一步走向新的时代。

根据州民族研究大纲十年规划要求，2002年12月，成丰县

人民政府成立修志专班。自《民族志>组建编纂班子起，民宗局

班子几经更迭。总撰安治国先生以严谨的治学精神，殚精竭虑，

广征博采，唯史、唯实，剔藤割蔓，去伪存真，宁可延宕时13，

不可粗制滥造。几经寒暑，终于纂成咸丰首部《民族志》。志书

共9章49节，40余万字左右，堪称咸丰“民族百科全书”。志书

付梓出版，是我县民族研究的重大成果，可喜可贺。志书的编纂，

得到各级领导、专家、部门的支持与指导，在此深表谢意。

《成丰县民族志》的出版，是志，志其地也，志其地之人与

事也。意不必取其精深，词不必求其风雅，惟于民族源流、民族

政治、民族经济、民族文化、民族人物、民族大事记。历历分门

别类，编而辑之，灿然志之，无不明晰，后之披览是书者，即可

豁然于目而了然于心。读史启智，教化后人，使之永远铭记生活

在咸丰土地上各民族光辉灿烂的历程和不畏艰难困苦。不屈不挠

的团结奋斗精神，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奋发图强，励精图治，永
远续写着民族发展的新篇章。

是为序。
。

注：作者系咸丰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

2005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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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

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观点，坚持民族平等、团结、进步、繁荣的方针政策，客

观记述本县土家、苗、侗等各族人民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取事之断限，上自能查阅有相关记载的历史文献、

书籍中所记的年份起，下至2004年。《大事记》纵贯古今，上朔

自宋仁宗(1023—1033)在今咸丰、来凤、宣恩三县境内设置

散毛土司。下延至2005年9月17日。

三、本志在概述之后设民族源流、民族政治、民族经济、民

族文化、风俗习惯、方言谚语歇后语、民族文物古迹、民族工作、

民族人物凡9章。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体裁和章节目结

构。

五、本志纪年、地名、官职、机关名称均用当时的称谓，必

要时加括号注今名。1912年(民国元年)前的纪年用国号纪年，

加括号注明公元纪年，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国前后时期简称“建国前”、“建国后”。

六、本志行文为语体文，引文例外。用字、用语、数字、单

位、符号、代号等一律遵照国家规定。

七、人物生不立传。在世人物事迹及成就在相关章节中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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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之。

八、本志资料采用本省、州、县和部门之档案及正版书籍相

关之记载(加引号的系原文)。限于篇幅，不一一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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