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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O

目。言

榕江县有文字记载的时间并不长，雍正七年( 1729 年)才开辟古州，八年

(1730 年)建立古州厅，榕江地区才算正式在政府管辖之下。 1982 年，县砖瓦

厂在城郊都柳江边的板寨掘土时，发现新石器时代石斧、石嫉等磨制石器。 由

此可见，榕江境内于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动了 。 这些人类是现在哪些民族

的先民，因没有历史记载难于考证。 从民间口碑看，古州城最早的地名叫嘎

良 。 嘎良系苗语，雍正八年建厅时才改名为古州，现在苗族人民进城仍叫"母

嘎良" 。

榕江是多民族聚居的县份，居住着伺、苗、汉、水、瑶等 15 个民族，全县总人

口 35 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 84.639毛 o 千百年来，各民族人

民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艺术和民间体育，但在历史上官家修的志书里

记载的少之又少，凤毛麟角 。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重视改善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发

展社会经济的同时，也很重视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 榕江群众文化机构从单

一的文化站、收音站，发展到文化、体育、广播电视机构齐备，基础设施齐全，业

余文艺团队遍布城乡，广播电视全县覆盖。 我们坚持面向基层，分层级、有步

骤、有计划地挖掘整理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推动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科学发展水平，为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奠定坚实基础，创造良好

条件。 努力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 进一步引导广大群众广泛参

与文化创造与继承活动，最终达到文化引领一方风尚、教育一方民众、服务一

方社会、推动一方发展的目的。

《榕江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志》共有 12 章 59 节。 从清·雍正

八年(1730 年)到 2014 年 ，横跨 284 年。 从篇目设置来看，将文体广播电视局

的主要丁-作进行顺序排列横排纵写由概述、大事记、文体广电行政管理机

构、群众文化 、民间文化艺术、民间文艺收集整理、图书管理及图书阅览 、电影

发行放映 、图书发行及经营管理 、文物管理、非物质文化保护、体育、文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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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广播电视、 电视网络、后记等部分组成。 从体例来看，以述、记、志、传、

图、表、照 、录为体裁，符合志书体例。 从叙事来看，叙古代、近代的东西较少，

现代和当代的较多，符合厚今薄古的志书要求。 从语体来看，除引用的古代、

近代的语言外，基本是现代语体文，符合志书要求。 它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指导，在县志编篡委员会

的具体指导下，采用记、述、志、传、图、表 、录的形式，本着详近略远、去粗取精、

去伪存真、实事求是的原则，秉笔直书，纠史之说，补史之缺，记述榕江县文化、

体育、广播电视、电影事业兴衰起伏之脉络，是一部承前启后，内容较完整、材

料较翔实，资政可信的部门志书，对今后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元疑将起到借鉴和

促进作用·。

榕江县文体广播电视旅游局局长 左才宏

2016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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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O

概述

榕江县位于贵州省东南部，地跨珠江水系都柳江和长江水系清水江之源

头，都柳江流域面积约占全县总面积的 90.9613毛，清水江流域面积约占全县总

面积的 9.04% 。东靠黎平、从江，南连荔波，西与三都、雷山接壤，北与剑河毗

邻，总面积 3315.8 平方公里，总人口 35 万人。境内居住着恫、汉、苗、水、瑶等

17 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84.3813毛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山区县。

1982 年，榕江县砖瓦厂在城郊都柳江边的板寨掘土时，发现了新石器时代

石斧的和石镰等磨制石器。由此可见，境内于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动，其历

史文化久远。

榕江，从清代雍正八年古州厅建立一直到民国年间，政府没有专设的文

化、体育、广播行政管理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950 年 11 月榕江全境

解放，县人民政府下设文教科，既管理教育又管理文化，算是榕江县有文化行

政管理机构之始。后来由于国家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及国家机构的调整，文

教有时合并，有时分开;体育有时并人文教，有时独立;广播电视有时归县委宣

传部管辖，有时又归文教局管辖。改革开放后，文化、体育、广播电视三家行政

管理机构先分别成立单独的局(委) ，后又合并为文化广播电视局和文体广播

电视局和文体广电旅游局。

榕江除汉族外，恫、苗、水、瑶等四个世居少数民族历史上都没有文字或没

有通行的文字(如水书)。汉文记载古州(榕江)的历史也是在雍正七年开辟之

后，才有《于太恭人祠碑~"古州本为化外，我朝雍正间始人版图，建城设治，俨

然黔南一重镇"的记载。榕江自古以来为羁靡之地，虽史书或志书上称之为唐

置"古州乐兴郡"、宋置"古州刺史"、元置"古州八万军民总管府""古州乐敦洞

长官司""古州八万洞蛮夷长官司"、明置"古州蛮夷长官司"等，但中央政府均

没有派员管理。清·雍正五年九月十六日，云贵总督鄂尔泰给雍正皇帝奏折

中称窃查黔粤之交，有八万、古州里外一带生苗地方，千有余里，虽居边界之

外，实介两省之中。黔之黎平、都匀、镇远，永从诸郡县，粤之柳州、怀远、罗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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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波诸郡县，四面环绕，而以此种生苗，伏处其内。臣看得八万、里古州即元时

所置古州、八万洞军民长官司地也"。

研究少数民族或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如果有汉文记载当然好，如果没

有，也可以从民间口碑追寻。《苗族古歌》中的《跋山涉水~ ，据选编者田兵先生

在前言里说:"<跋山涉水》这首歌，其主要情节，是写为了追求好生活，老人率

领子孙迁移的事。这是黔东南方言区所特有的，黔东南聚居区苗族的(古歌)

又比其他地区的更为丰富多彩，其内容似乎就是这支苗族沿都柳江西迁的故

事。这是一首真实的历史歌。……研究历史的人说，这支苗族迁徙到贵州，大

约在宋朝时候，但从这首歌的内容看，又像是氏族社会的东西。迁徙开始的时

候，五支奶和六支公并提，好像女性还有相当大的权力，还能发号施令。直到

定居后，才有分家分东西等私有制的影子出现。从这首歌来看，黔东南地区苗

族社会的经济发展，好像较其他地区要晚一些。"歌里唱道:

来唱五支奶，来唱六支祖，

歌唱远祖先，经历万般苦，

迁徙来西方，寻找好生活。

太阳落西山，月亮出东山，

昼夜都开船，来到窄口滩，

流水哗哗泻，划船上滩难。

燕子飞过来:

"越上河越窄，丢船快爬山"

喜鹊飞过来:

"西方快到了，山巅看得见"。

奶奶和公公，吁吁笑开颜。

奶奶撩裙子，公公挽裤筒，

大家手牵手，一齐爬上山。

燕子飞来说:

"那个好地方，名字叫方先"

喜鹊飞来讲:

"方先产棉粮，白米喷喷香。

2 



一个大棉桃，袤腿织一双，

两个大棉桃，套头五丈长" 。

奶奶和公公，相望喜洋洋，

大家手挽手，一齐下山岗 。

奶奶笑哈哈，公公笑哈哈:

"河坝好种田，山弯好住家，

我们不走了，安家来住下" 。

概述。

(节录自 1979 年出版的《苗族古歌》一书)

歌里提到的"方先"系苗语，就是现在的榕江。雍正八年古州厅设立之前，

苗语又称这一地方为"嘎良"现在苗族仍袭用这一称谓，进城叫"母嘎良" 。

《苗族始祖的传说》一书有则叫《嘎良》的传说，说的是苗伺两族祖先原来居住

在下河(都柳江下游)两广交界的一带地方，不知道是因为灾害或因为战争，两

族祖先相邀溯江迁徙而上。苗族祖先撑的是竹役，伺族祖先撑的是木役，竹徨

较轻上得快，苗族祖先良公带着一支人赶在春水到来之前到达古州地方。 当

时古州地方荒无人烟，芭芒满坝，雁鹅成群。良公拿手杖插入地下八卡(作) , 

扯出来一看，上面有七卡黑泥，下面只有一卡黄泥。 他说"这个地方好"就带

领儿孙们在这里建寨落村。 恫族祖先撑着木徙上得慢，遇上春水，改走旱路，

亦辗转来到古州地方。苗伺祖先像分开的筷子又成双了 。 从那以后，两族祖

先相靠相依，共同开发古州三宝这一片富饶美丽的地方。 那时古州地方还没

有名字，两族同胞为了纪念最先到达和最先开发这个地方的苗族老人良公，特

取名为"嘎良"即良公落寨的地方。

由此可见，苗语地名"方先"也好"嘎良"也好，都是榕江地区最古老的名

字，恫族和水族亦有"嘎良"或"古梁" (谐音)的称谓，都远在官府定名"古州"

之前。

三宝一带恫族举行婚礼时 ，要由祭师念诵《祭祖歌~ ，追溯人类的来源、民

族的迁徙，告诫后人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要倍加珍惜。 其中一首歌里唱道:

想当初，真遥远，

我们伺族祖先哪里来?

老人传，老人摆，

我们祖先从梧州、音州迁上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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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梧州地方窄，

不是音州无大街。

只因那里古怪多，

我们祖先不能呆。

说古怪，真古怪，

田高水低引不来。

谷穗短短像鱼蓉，

棉树结桃桃不开。

葡萄倒有碗口大，

芋头大像鼎罐盖。

鲤鱼小小似糠壳，

母鸡细细像在崽O

黄鳝长长似扁担，

泥锹粗粗像手拐。

鱼吃米，鸟吃菜，

古怪古怪真古怪。

公说那个地方住不得，

奶说换个地方才兴旺。

鸡毛插满耳旁，

琵琶背在背上，

离开了梧州、音州，

离开了那古怪多的地方。

哪个地方才发达?

哪个地方才兴盛?

公公戴着斗笠前面引路，

奶奶扛伞随后紧跟。

爬山涉水沿河上，

寻找幸福村。

4 



人说古州好，

人说三宝富，

我们的祖先，

赶路去寻求。

古州地方宽，

三宝坝子平，

我们祖先很高兴，

决定在这里建寨落村。

姓吴的住高坡，

姓杨的住低岭，

低处开成大田坝，

高处开成棉花坪。

古州地方好 ，

三宝坝子富，

种棉棉成球，

种谷谷丰收。

猪羊满圈人兴旺，

村村寨寨乐悠悠。

概述。

(节录自 1981 年出版的《伺族祖先哪里来》一书)

恫族《祭祖歌》追溯祖先迁徙的路线与车江乡口寨村"埔腊王"萨玛祠于道

光十八年立《名垂万古》碑(现存于县文馆所)追叙的"始祖由浙右之粤(广东

广西) ，移徙雷州星县，沿河(都柳江)而上，寄迹于斯。 自车(车寨)鲁(章鲁)

及月(月寨)脉(脉寨)等处，共十二姓"是基本吻合的。 此碑还记录"越元明

清，因不知来自何年。 先代始祖，立寨于王甲螺形(今口寨村西河对岸山名)之

半山 。 迄兹故垣基址，至今尚在。 盖平原(车江大坝) ，树木掩黯，林深密满，难

以居人。 至明始人平地而居之"。由此可见，三宝一带伺族先民迁徙来此年代

久远，先住低山，经多年观察，明代才搬到坝区居住。

以上追溯的是榕江县苗、伺两个主体民族一些支系到榕江的历史，也有一

5 



⑨幡江县文化部盲「画电视新闻出服眉志

些支系来得较晚。如在月亮山乌讲、摆王等村寨居住的红苗支系，是清代嘉庆

初年和威丰年间由于兵事之故，先后从湘西的凤凰县、花垣县等地迁来(见《黎

平府志·关隘》卷二，王熙篡《湖南通志·城池》卷二)。又如居住在榕江县栽

麻、忠诚、平江、平永等乡镇的天甫伺支系，原先住在黎平县天甫坝寨一带，后

来才迁到榕江。从开尧《天甫恫迁徙歌》中叙说的"三宝地方好坐，一展平阳。

我们的祖先，又选上这个地方。晴天戴上斗篷上山观地势，雨天淋雨去看田。

本想住它三年或五载，谁知官家派兵把古州占"。可见，天甫恫支系迁来榕江

的时间当在清代雍正初年。该支伺族因迁来较晚，居住比较分散，多是山寨，

依山傍水的村寨少。

榕江县水族主要聚居在兴华、水尾、定威、三江、仁里 5 个水族乡和塔石瑶

族水族乡以及古州、忠诚、车江、平永、八开、计划等乡镇。据民间口碑或族谱

追忆，榕江县水族于清代初年先后从荔波、三都两县的三洞、九肝、周罩等地迁

来。今古州高兴村《潘姓世代宗枝谱册》载"水有源，木有根，源远知流长，根

深则枝茂。……于大清康熙十一年丁未移古梁(即今古州)养路(即今章鲁)居

四年，科派甚繁，凡宰猪牛应送一腿与伊，到圭子年(1673 年)始移到山林深密

之处(高兴) ，伐木掘地种粟而食，次年吴、蒙二姓亦来，蒙故颓、潘故同、吴故憨

三家开山种地而食，后至雍正年间扫苗虏，开辟古州，地方始安" (录自雷广正

《榕江县水族社会历史调查》一文)。

计划乡的水族也说是从外地迁来的。据当地老人传说，上拉力的水族是

从三都县九肝区石板寨迁来，来这里已有十三四代人了;还说"昕老人讲，我们

祖公迁来这里三年以后，榕江才修城墙"。乌雀寨的水族是从三都县周罩区板

岭大队迁来，约六代人，已有百余年的历史(见陈国安《榕江县计划公社水族社

会历史调查报告》一文)。

乔来公社故衣村潘姓老人们都说是从荔波(今三都县) 三洞迁来的，已有

十多代了。

榕江县瑶族主要居住在塔石瑶族水族乡以及平永、三江、平江、古州、平阳

等乡镇。据民间口碑传，榕江县瑶族多从广西迁来。宰勇寨瑶族祖先从湖南

大石坪桐油湾迁到广西，后又从广西迁到榕江;怎东寨的瑶族祖先，大盘家族

来自湖广，小盘家族来自湖坪;也有的瑶寨说他们的祖先是从广东乐昌县迁来

的。据盘姓家族推算，他们迁到榕江塔石一带居住已有 11 代，迄今 2∞余年。

榕江县汉族主要居住在县城和集镇所在地，以及左卫、右卫 40 堡。"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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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

何时到每良，那已经是后来的事情了。 昕老人们摆，苗伺祖先开发了‘嘎良'之

后，人丁兴旺，五谷丰登，有些富裕的人家背钱到下河的长安、柳州去买马，客

商们见这些人富有，穿着又各样，好奇地问道:‘你们是哪里人?'买马人顺口应

道:‘我们是嘎良人。 '客商们继续追问:‘嘎良在什么地方?'买马人没有察觉出

客商们问话的动机，就直说:‘嘎良就在这条河的上头。 '客商们为了寻找更多

的地方做生意，暗自盘算，悄悄地跟着马脚印找上来。 等他们登上马鞍山一

看，‘嘎良'村连村，寨连寨，满山杉树郁葱葱，大田大坝平展展。他们认为这里

是一个做生意的好地方，回去就用船拉货物上来，当时苗伺同胞还不准他们过

河进‘嘎良只准他们在河那边马鞍山一带摆摊做买卖，开始他们搭棚，后来

客商们来多了，就起房子住，成了一条买卖街。现在马鞍山半腰上都还留有买

卖街花街路的痕迹" (见《苗族始祖的传说·嘎良~) 。 上面的口碑与史实基本

相符，这些客商就是古州开辟以前第一批进入榕江的汉族。

雍正七年开辟古州，八年置古州厅，治地在嘎良，从此苗语地名"嘎良"慢

慢被汉语地名"古州"所代替。 随着古州厅的设立，湘、桂等地商贾陆续迁入，

有的在县内购置田产，由行商改为坐商，逐渐成为永久性居民。乾隆元年，苗

族包利红银起义被官府镇压，家毁人亡，许多田园荒芜。 清朝政府为了控制苗

疆六厅局势，安屯设堡 109 个，屯军 8939 户，其中古州厅设堡 40 个，屯军 2519

户，为六厅之首。 此后，周边各省汉民不断涌入古州，形成今天榕江汉族的主

体。

从以上追根寻源，早在清代或更早榕江地区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

各民族、各支系居住地域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 就民族民间文化而言，

各民族、各支系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化，也有相互学习、相互融合的地域文

化，可以说榕江县民族民间文化丰富多彩，得天独厚。

榕江自建县(厅)以来，各族人民为改变家乡的面貌都作出过积极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榕江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

上，努力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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