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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 一本记述湘西一隅各民族历史和现状的<凤凰县民

族志>已写成书，这是一件好事3 ⋯“．一．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县境的少数民族被诨称

为“苗子”、“土蛮”，不可教化；见诸于文献资料亦多是一

些诬蔑、丑化、错讹和攻击的记述，历史对他们是极不公

正的。建国后，在共产党民族政策的阳光雨露下，他们才

真正获得了新生，堂堂正正地做人，而且走上了历史舞

台，占有一席之地，得到历史的公平待遇0中国上下五千

年历史，历代统治者即使是圣明君主也无法做到的，而今

共产党却做到了，所以说这是二件千年盛事，可喜可贺。

我的少年时代是在凤凰渡过的，对家乡的事情还是

比较了解o
’

，‘

?

凤凰各民族，不管苗族，还是土家族和汉族都是勤

劳、勇敢而又朴实的，然而在旧中国尽管他们日出而作，

日没而息，生活仍然极苦，甚至难以生存，为了生存的延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续和民族的发展，自明代以来揭竿而起，爆发了无数次反

抗统治者的民族斗争。但都归于失败：清乾嘉起义几乎

导致亡族灭种的结果。辛亥革命的凤凰“反正”，北门码

头染红沱江的举义热血，换来的只是一面给凤凰各族人

民带来无尽灾难的青天白日旗，兵匪蠡作，苛捐杂税，年

甚一年。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凤凰各族人民才真正拥

有脚下这块土地，拥有自己的生活，拥有应该拥有的东

西。“吃水不忘挖井人”，所以我希望家乡各族人民千万

不能忘记被奴役的历史，珍惜今天安定、幸福的生活。．

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是民族繁荣进步的基本保证。

乙个国家如是，一个地区如是，我想凤凰也应该如是。

“团结就是力量”永远是我们处理民族关系的座右铭。凤

凰各族人民有着互相尊重、紧密团结的优良传统，经济、

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尽管在民族问题上，也曾发生过一

些不愉快的事，但各民族的融洽相处，合作友好仍是民族

关系的主流o：所以我希望家乡各族人民要继续发扬传

统，搞好民族团结，不但要搞好县域各民族之间团结，还

要和县域以外各民族搞好团结，互相学习，才能把凤凰的

事情办好o
·

一

凤凰有丰厚的文化底蕴，是自然美和人文美的结晶。

我希望家乡各族人民抓住有利时机，同心同德把凤凰建

设得更加美好o‘
、

刘祖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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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县民族志>_书i是我们凤凰县各族人民捧向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建州40周年大庆献礼的读物，也

是我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o．

凤凰，是二个苗族聚居的多民族县。这里风光秀丽，

景点众多，山峦起伏，洞壑星布，溪河交错，林木葱笼。有

国家森林公园南华山’，?天下奇景一洞收”的天然溶洞奇

梁洞，保存完好的黄丝桥古城，天下第一大石桥二乌巢
河大桥，还有浓郁的苗家风情使人留恋忘返，朴素的沈从

文墓地令你发思古之幽情¨⋯o沱江河畔历史古城山围

水绕，楼阁屹立，吸引众多中外客人观光旅游。这里，孕

育了清朝抗英民族英雄郑国鸿，民国内阁总理熊希龄；现

代著名乡土文学家沈从文、著名画家黄永玉、著名科学家

钢铁博士肖继美，原中宣部副部长刘祖春，原武警总队政

委李振军c：凤凰不愧是“山青水秀。人杰地灵”之乡‘o’。
‘

居住在这里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他们用辛勤的劳动，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不断展开生活

和斗争的历史画卷，而且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独

特浓郁的风土人情。特别是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

下，各民族人民振奋精神，加强民族团结，发展民族经济，

弘扬民族文化，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o<凤凰县民族

志>广征博采，以翔实的资料，把各民族的经济和文化的

历史和现状囊括于尺牍之中：向世人展示了各民族的概

貌。
。

‘

：’‘ 、。j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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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统治阶级为了对少数民族分而治之，安边

靖国，不断挑起民族矛盾，制造民族隔阂，但各民族之间

互相往来、互相沟通、“茶马互市●，特别是为了反抗压迫

和剥削，他们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曲曲民族团结的赞

歌。从50年代起，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

下，出现了一个民族关系得到根本好转的“黄金时代”，各

民族互相帮助，互相尊重，交友联姻极为普遍j民族关系．

水乳交融。尽管有些事情亦有不尽人意之处。但民族平

等、民族团结，“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汉族离不开少数民

族”仍是社会主义新时期民族关系的主旋律。我们要珍

惜各民族之间的传统友谊，共同铸造凤凰的美好明天o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史

为镜可以知兴衰”o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成功总是

借鉴于经验和教训o<凤凰县民族志>鲜明的观点，科学．

的记述，向我们展示了客观存在“资治、教育、存史”的社

会功能j尽管世上没有两个完全重合的脚印，历史不会



重复它运行的轨迹，但只要我们善于透过历史反光镜，就

会窥探到历史发展和民族工作的规律，就可以穿越过去

原野j摘取智慧之果。我们要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进

一步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搞好民族团结，改善民族关系，

振奋民族精神，搞好第二次创业，重振凤凰县雄风。

。本书会使凤凰人认识自己，会使世人了解凤凰o’我

们期盼着凤凰展翅，飞向全国，飞向世界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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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为指导思想，坚持以辩证唯物史观和马列主义的民族观

记述本县各民族的历史和现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

文献资料对各民族的攻击、诬蔑、歪曲和错讹的记述都予

以推倒，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

’二、本志编写旨在促进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

共同繁荣进步，凡是反映敏感，不利民族平等、团结和进

．步的事物一律不予记述。。

：三、坚持方志记述的地域性和时限性。本志只记述

各民族在凤凰的个性，不记述各民族在全州，乃至更大范

‘围的共性。本书上限至事物的发端，下限至199S年。风

俗习惯既有传承性，又有相对的稳定性，因此只分时期记

述，不载明具体下限时间o
‘7

，

四、本志横排类目，纵述史实，详独略同，突出特点，

对于两说并存或有异议史料一律不予记述，宜缺勿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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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

‘， 凤凰县历史悠久。关于县名，据(凤凰厅志>记载：

“凤凰之名因山受”o在县城以西五十里有一名山，其山

处于群峰之中，形状若鸟，昂首展尾，人们为取吉祥，称为

凤凰山。<湖南省志>中记载：“凤凰营，即凤凰山。在县

治西50里”o由此可见，凤凰县的美名来自凤凰山。

第一节历史沿革

‘据<凤凰厅志>记载，厅地?皆古蛮徼之域，有虞氏格

苗之后o”虞为公元前2208年，自黄、炎、蚩三始祖至夏、

商、殷、周朝以前，这里属“武山苗蛮”之地。朝廷鞭长莫

及，对这里一直是无法进行管理，所以有“殷周之际，号称

荒服”的记载(<凤凰厅志>·卷一)o‘虽说当时统治势力还

没有深入这里，但那时中原先进文化已影响到这里了，据

县境现已出土的文物，有战国时期的青铜剑、饽于等。

春秋战国时期凤凰为“五溪苗蛮之地”，属楚国疆域。秦



●

●

第一章概述

昭王三十年(前227)建黔中郡，第二年楚民反，黔中又复

归楚。<凤凰厅志>记载“楚开黔中，秦伐所之。”。那时楚

国管辖范围很广，地域包括今湖南、湖北清江流域、四川

黔江流域和黔东北一大片地区。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

把全国分为36个郡，建立黔中郡，可以说凤凰在黔中郡

当时是中心腹地了。而黔中郡所处地域又为武陵山脉所

展布的地区，所以到了汉高祖五年(前202)，把黔中郡改

为武陵郡；在今辰溪县设辰阳县，凤凰县属之。

三国时期(220---265)，凤凰先属辰阳县，武陵郡，归‘

蜀；后来刘备战败，凤凰归吴所辖，仍属武陵郡o j‘|，一

西晋时凤凰归镡成县地j属武陵郡；东晋时为舞阳县

·地，也属武陵郡o ，·

? 一
．

．

? 一公元420．-581年间，我国历史上形成了南北对峙的

．局面，称为南北朝，在这期间，凤凰二直属武陵郡地。

隋文帝统一中国，结束了南北朝的对峙局面，改辰阳

县为辰溪县，凤凰县属辰溪县，隶属沅陵郡。

，．+唐朝初年，凤凰为锦州地。。高祖武德三年(620)置麻

阳县，凤凰属麻阳县。唐武后垂拱二年(686)凤凰从麻阳

县析出，次年设渭阳县，有废城地凤凰营坡山西址，山甚

‘高，百姓食坡山溪水，即今黄丝桥古城o‘渭阳县地属锦州

卢阳郡。 ．
．’ !’

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改渭阳县为招谕县。宋

．神宗熙宁八年(1cr75)废招谕县，再建麻阳县，渭阳又划归

麻阳县。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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