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晓云张洪伦郭大孝彭振坤(常务)主编

辉蕃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区域经济发展史
.邓霹蕃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二00二年六月



策 是Ú :杨光宗

责任编辑:李苏幸

封E设计:赵国松

图书在版编自(CIP)数据

土家族区域经济发展史/邓 辉著.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

社. 2002.6 

ISBN 7-81056-652-0 

(土家族研究丛书)

I.主… IL邓…因土家族-经济史-研究-中国lV.F12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2 )第038688号

土家族区域经济发震史(邓 辉〉

出版者: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路27号邮编 100081

国际互联网地址 http://cunlp.com.cn

电子邮件(E-mail): 配kpm@puhlic.hta.net.cn

电话 (010)68472815 I 68932751 传真 (010) 68932447 
印刷者:武汉市楚风印尉厂

发行者: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x 1168 (毫米 ) 1/32 印张 10.84 字数 250千字

版 次 2002年6月第一版 2002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7-81 056-652-0/F . 65 

王jJ数 0001-2000册

定价 25.80元

版权所需翻臼j趾究



-~主量平矗量豆量34EL量'

土家族研究丛书

常务主编:彭振坤

常务副主编:陈湘锋

杨光宗

丛书总策划:杨光宗



《土家族研究丛书》缩写委员会

顾 问(以姓氏笔划为序) : 

毛继增未纯宣李绍明

对孝瑜张正明蚕豆豆J
彭继宽彭英明董珞

主编:

苏晓云郭大孝

张洪伦彭振坤(常务)

副主编:

院湘锋杨光宗(常务)

曹毅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 

邓辉田发刑田世高

余咏宇周兴茂胡济民

黄柏泉雷翔萧洪，皂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主家族研究丛书. 1 . 

总序

张正晤

中国的少数民族，迄今已确认的有五十五个，大半在边疆。其

中，人口达百万以上，雨都不在边疆的，只有一个民族。然雨，正

是这个深居祖国腹地的民族，为了保卫祖国的海疆，不辞往返万

里，甘作殊死之哉，成为抗倭的劲麓，屡破旗敌，叠建毒助。

沿流讨源，早在殷束周初，这个民族的祖先就曾协助周武王

讨伐殷纣王。在牧野之战中，他们士气高昂，兵锋凌厉，向敌军

进攻时载歌载舞，使敌军前列的徒兵因气读心惊商倒戈反走，为

商人击灭段朝的决战立下了头功。

后来，在汉王:X'iJ邦的部队里，这个民族的祖先屡膺前驱重任，

摧锋陷阵，如快了汉朝统一中国的步伐。据《后汉书·南蛮西南

夷列传》所说，刘邦观看了他们的歌舞，赞B: "此武王伐纣之歌

也>> ..乃命乐人习之"。

-&仅凭着上面陈述的几项业绩，就应当把这个民族的名称用

壁寞大字写在中华各民族的"凌烟阁"上。

这个民族今称土家，其近摞是有多种困地商异部名号的"蛮"、

"夷>>其远摞是巴人。据 1990年人去普查统计，土家族有五百七

十余万人，分布在武陵山脉及其邻近地带，大半在鄂西南和湘西

北，小半在)1 r 东南(今属重庆市〉和黯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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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认为土家族历来重武轻文，除了能征善战之外别无所长，那

就大错丽特错了。据宋玉《对楚王问》所云"客有歌于骂中者，其始

自《下里》、《巴人>.国中属而稳者数千人。"(下里》大概是楚歌，

(E.人》无疑是巳歌。源于梭岭幽谷的巳歌，居然传进位于平原广

浑的楚都，成为流行歌曲，由此不难想见其工妙为何如。唐代兴

起的《竹枝词>.实为巴人俗文化与汉人雅文化交融的结晶。岂但

风靡一时，商呈流传久远。直到近代，武陵山上的文人和上海滩

上的文人都还喜欢写《竹枝词》。这祥的文学体裁返植现象实属罕

觅，其中的奥妙就在《竹枝词》出人于雅俗之间。

公允地说来，土家族的文治和武功都她然可理。

然而，历史可能造成令人迷懦的误会，时到近代，土家族似

乎已经销声匿迹，不为外界街知了。官方也罢，学界也罢，都把

土家这个员族被忘了。这寸?民族与自己植先的联系，几乎先为杳

渺难寻的天外逸响了。

但是，历史也会带来令人庆幸的机缘，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

策，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唤醒了土家人的

民族告我意识。

最早认定土家人的语言属于藏缅语族的，是罗常培先生。最

早撞出土家人乃巴人遗裔的，是潘先旦先生。罗先生在近代中国

的语言学界，潘先生在近代中国的人类学界，都是实至名归的宗

师。

我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读书时，潘先生是系主任。他那澜综

丽黠逼剖学识和集密而机敏的思维，使我不胜钦服之至。 1953年

冬，我在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政法司供职时，听潘先生讲过从巴

人到土家的漂流关系，有茅塞顿开之惑。

1954年春，中央援出中南民族工作视察组，我有幸恭列其间。

到了期西，这个视察锺分成两个小组=第一小组调查研究苗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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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问题，第二小组调查研究土家的罢族成份闰题。我算是

特别走运的，先在第一小组中，后到第二小组去。为行期所限，第

二小组只到了永腰县的老司域。我们所调查的，主要是语言和风

俗。当拐我在大学里跨校选课，到燕京大学去进修过语音学。虽

说懂得国际音标总比不懂国际音标强些，无奈只做过课堂作业，

没做过囡野作业，毕竟术监不精。在老司壤，我初次用国际音标

为一种全然南生的语言记音，其艰难之状虽以"三脚猫"喘之亦

不为过。请几个人反反复复地说，我一个人仔仔细细地听，折Z毒

了几天，吉我估计准磷程度能有八九不离十就算是好的了。至于

像宾语在及物动词前面这样属于藏缅语族的特点，则是显黯易克

的。其实，我所做韵，无非跟王静如先生学步雨已。那时，在老

司城一带，主家人十之八九还会讲土家话。同时，他们十之八九

也会讲汉语，这在我们做民族工作的人看来是不是为怪的。

某日，做完调查之后，一位土家老农带我去观赏一是号为"美

女榄头"的出景。到了那里，发现果然挺有一般情致在跟前。从

"美女挠头"下来，走近老司城时，见到一位老年土家妇女的衣装

显得有些与众不同，当即为她拍了照。 1997年，湖北民族学院《土

家学刊》缸刊号登载了这幅旧照。听说，要找到更早的土家女装

照片，己难如登山采珠了。岁月迂流，人生浮沉，萍踪飘泊，能

把这幅照片珍藏至今，是我始料既不及的。

1956年，昌务院做了实事求是的决定，确认土家自成一个琵

族。

从地理环境来看，由于山重水复，黯呈与遥都大革梧距甚远，

土家族及其文化有毋庸讳言的闭塞姓;从历史传统来看，由于总

是与祖匡爵荣辱共体成，土家族及其文化却有不可低估的开放性。

这种黯塞性与这种开放性交织交缠，使土家文化呈现出奇妙的景

观。分属于不同流域的土家人，其方言和土风都银有个性;再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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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个流域的主家人和汉人，其方言和土肉都不乏共性。尽管如

此，土家族还是土家族。试以语言为例，尽管西水浇域的土家人

与武水流域的土家人不能用土家话交谈，只能用汉语交谈，可是

西水捷域的土家话和武水流域的土家话是土家语的两种方言。再

以信仰为例，尽管清江流域的土家人崇拜白虎，西水流模和武水

流域的土家人驱赶白虎，丽在汉人的"四灵"中也有自虎，但崇

拜白虎和驱赶白虎都是自虎信俑，清江流域的土家人以自虎为祖

神或家神，西水流域和武水流域的土家人也有望先吃虎奶长大的传

说。诸如此类的实例，假如要求巨细无遗，那就还能举出好些来。

穰商言之，在一个民族中，有地域的多元性，捏成文化的多样

化:在诸多民族坷，有国家的一统性，促成文化的一致化。无论

从"民族中"的文化多弹性和"民族间"的文化一致性来看，土

家族及其文化都是很有代表性的。国此，研究土家族及其文化既

有特殊意义，也有普通意义。

长江以离的诸多民族大抵错居杂处，相安相亲。土家族与苗

族、汉族长黯错居杂处，我、你、他交互影响、交互渗透，出现

了许多双族之家、双语之家，甚至还有一些相当罕见的兰族之家、

三语之家，这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课题。

从 1991 年到 1995年，在三个不同的学术会议上，我都讲过中

国有一条很长、银宽的文化沉积带，说详小文《读书·考古·采

风> (编入《中犀民族史学会第四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央民

族学院出版社 1993 年版)，大意如下:

中国的地形，从西到东，从高到低，大致可分为主级除梯。长

江上游与长江中爵的交接地带，位于第二阶梯中段的东缘和第三

阶梯中段的百缘。这里是连出叠岭和险峡急流，地僻民贫，易守

难攻，历史的节拍比外围地区舒缓。北起大巴山，中经巫出，南

过武霞山，生于南龄，是一条文化沉积带。古代的许多文化韦象‘



圭家族研究丛书. 5 

在其他地方已经绝迹或濒临绝迹了，在这个地方却尚有遗踪可寻。

这么长又这么宽的一条文化况积带，在中国是绝无钗有的。当然，

时移黯势异，保存在这条文化沉积带里的古代文化事象或多或少

已经变了形，甚至变了性，但总能使人察克文化事象流变的线索，

此今被古"情与貌，路相缸"。

土家族正好分布在这条文化沉积带的中部，所保存的古代文

化信息特别丰富，型商颜受文住界人士和学术界人士的青睐。武

陵山区的锥祭和摊戏，比其他任何地方的锥祭和摊戏都更加多姿

多彩。武陵山区端公〈师公)的法事，可与大已出这端公的法事

鲤美。清江流域的跳丧和酋水流域的摆手，都能使人联想到三千

多年以前的牧野之战。有些地方的土家人在跳丧时，不论识字与

否，都还会唱屈原所作《九歌》的《国殇)，也是其他任何地方都

听不到的上古流韵。土家族的"吊脚楼"式样繁多，营造精致，特

富"干栏"遗意。古老的史籍《春秋左氏传》讲到老虎给弃婴暖

奶，现在有些地方的土家人还能讲老虎给弃婴喂奶的故事，也令

人称奇。诸如此类，当然也只是略举数倒而已。

以前，对北方民族研究得多些，对南方民族研究得少些;对

边疆民族研究得多些，对内地民族研究得少些。这是正常的倾向，

不是什么偏向。近十余年间，有志有识之士重视对南方民族、内

地民族的研究，是势所必至南理街当然的。土家族又是南方畏族，

又是内地民族，人口又多，地或又广，商旦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

都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以前，对文化界人士和学术界人士的魅力

之大是可想雨知的。

湖北民族学院有见于此，适时地设立了土家学研究中心。约

两年半以前，我到湖北民族学茹去参加"还坛祷"研讨会，发现

这个研究中心有一支小商精的学术梯队，国野工作与案头工作并

重，不仅自己研究，而旦能吸引院外、分i外、省外的学者也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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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从他们自称只是"如步"的研究成果中，我看到了丰藉的素

材和纷披的精义，深为感奋。后来，听说湖北民族学院正在筹蜡

编篝《土家族研究丛书)，觉得这是水到渠成了。现在， (土家族

研究丛书》的出摄已指吕可待。这套丛书的问量将是土家学梅成

云蒸霞蔚的体系的标志，乃欣然为之萍。

一九九丸年四月六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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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族是一个年轻而又古老的民族，说她年轻，是因为她被

确认为一个单一少数民族的成份还不到50年:说她古老，是因为

这个民族的确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及其文化传统。其上可以追溯

到很平的原始社会阶段，并发展绵延着@而这个区域里的经济发

展历程，其内容也当与土家族及其先民以及居住于该区域里不再

时代的许多居民们有着千丝万矮的联恙。

研究一个民族区域的经济发展史，将会二涉及许多有关民族历

史与文化以及民族演进与发展的相关问题。我们研究土家族区域

的经济发展史，珠涉及土家族外，还将涉及居于这个地域的其它

民族的经济生活，以及该军域中古老的民族历史与经济生活，他

幻在不同的历史阱段，为发展社会经济生活，曾经都有过不甫的

贡献。而我们今天研究一个区域，特别是一个民族区域的经济历

程及其发展，其本身的意义岳不待言。仅就土家族区域来说，这

样的研究也是一个古老品又崭新的区域民族经济史的研究。也许

了解这个民族的经济生活与发展，也就是了解民族的历史。了解

这个区域的经济历程，别是对商居共是一地甜地，域民族史的了解。

品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土家族区域经济史，也就需要对于这

个区域主体民族畸形成与发展有琦了解与研究了。

今天，人们在研究土家族历史中，提出了土家族的形或时阕

上，有四种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土家族自汉代开始，就已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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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二是认为形成于唐末五代;三是形或于宋代:这三种观点

是形成有时。而第四种认为是形成于周秦时期，也就是自事君时

代开始 CD第四种看法与认识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土家族所居处的

地，域一直处在湘、鄂、渝、黔的边邻地区，题秦时代就已形成核

心与主体。如果此说立论可取，别可以说，土家族区域的经济发

展史，从周秦至今，土家族一直占捂着主导地位。是否真实如此?

当何需要从历史的角度，进行多角度、多视野的考察与研究 G

近些年来的土家族区域民族史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克解。

但是，如果没有用新的方法来进行研究，恐怕对于土家这个民族

的认识与认可亦不可能;正面为研究视野的拓宽，采用了多方位

的研究手段，从而使我们对于土家族这域的经济发展历程的研究

也就提上了议事日程，越加显得是研究整个土家族这域文化形成

的重要环节。

土家族区域的经济发展历程，从历史文献记载中追寻其轨

迹，显然存在明显不足，许多方面还无从所知 O而近几十年来，特

别是近二十年来，考古材料日益丰富，从已知的考古文化中，这

一地区自由石器时代开始，就有人类生存生活，而新石器时代，特

别是中晚期阶段(洞庭湖以西的新石器文化材料)就没有间新过。

而且是越来越清晰的展示在人们的眼前。在这漫长的历史生活中，

农业社会的出现与发展，形成了这里较为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

而进入武陵山区，其生产生活的特点因地域而不同，到目前为止，

对于这一区域里的经济生活的演进与发展，虽有一些讨论和研究，

但多集中在唐宋以后的历史降段里，但上溯到最早的历史琦挂，

其经济状况与程度如何，则研究较少，仅仅多是针对某个时代的

经济与文化的讨论，而在一个区域里，整体来讨论经济发展进程

①杨昌鑫: {:对土家族民族共同体形成时间的再认识M 中南民族学l'Jt.学报}， 1锦9年、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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