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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族问题研究丛书》序言

苏晓云

生活在湘鄂渝黔边区的土家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土家族人民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

放、发展、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如今，土家族人民正沐浴着新

世纪的曙光，阔步向前迈进。
’

．。；，，
．

土家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先秦时期，土家族先

民巴人就活跃在历史舞台上。唐末五代，土家族作为一个民族共

同体形成后，得到迅速发展，他们在改造自然过程中创造了光辉

的民族文化。土家族“西兰卡普”深为汉族人民所喜爱，土家族

吊脚楼在中华民族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土家族竹枝歌是竹枝

词的直接源头，为中华民族文学百花园中的一枝奇葩。摆手舞、

跳丧歌、哭嫁歌⋯⋯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容。

1土家族人民十分热爱自己的故土，他们披荆斩棘，辛勤耕

耘，用勤劳的双手开发祖国山区，使昔日榛榛荒蛮的山岭，变成

绿绿葱葱的沃野，为中华民族的发展、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土家族人民有着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和革命斗争精神。每当

外敌入侵、民族危机之时，他们便拿起武器，保家卫国。明朝嘉

靖年间，日本倭寇侵扰东南沿海，烧杀抢掠，民不聊生。在这民

族危机之时。土家族将士不远千里，跋山涉水，从偏远的武陵山

区奔赴东南抗倭战场。在与倭人的战斗中i土家族士兵不怕牺

牲，英勇战斗，．多次挫败倭敌，为抗倭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

十，噎静鑫嚣黪t■卧l辱键，蠹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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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史称“东南战功第一”。在中华民族近代反侵略斗争中，处

处活跃着土家族儿女的身影，虎门沙角炮台留下了土家族将领陈

连升搏杀英夷的身影。大沽口炮台回荡着土家族将领罗荣光杀敌

的呐喊声，恩施、酉阳城内至今流传着土家族群众在反洋教斗争

中可歌可泣的故事⋯⋯在抗日战争中，土家族人民不甘后人，无

数土家族儿女奔赴抗日前线，效命疆场，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

曲曲抗日救国的壮丽凯歌。
’

在中华民族翻身求解放的革命斗争中，土家族人民也作出了

重要贡献。辛亥革命时期，许多土家族仁人志士“提起寰宇烘白

日，掀翻沧海洗青天”。为推翻专制、建立共和而奔走呼号、喋

血成仁。大革命时期，不少共产党员在土家族地区从事革命活

动，星星之火在土家族地区迅速成燎原之势。第二次国内革命战

争中，土家族人民本着“要吃辣子莫怕辣，要当红军莫怕杀”的

大无畏精神，跟着贺龙闹革命，广阔的土家族地区成为革命的热

土，湘鄂西、湘鄂JI『黔革命根据地相继在此诞生。在解放战争

中，无数土家族群众投入火热的革命斗争中，有的战场杀敌，有

的支援前线，为打败反动派、建立新中国，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

勋。 ．

’

新中国建立后，土家族人民为建设新中国不懈奋斗，他们发

扬战天斗地的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改变贫穷落后的面

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土家族人民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

下，沐浴改革开放的春风，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大力发展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经济文化有了突破性发展，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

就。

回顾过去，我们为土家族和土家族地区的建设成就而高兴。

但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目前土家族和土家族地区经济还不够发

达，前进过程中还有许多困难。民族传统文化的糟粕阻碍着土家

族的发展，山区的自然条件也制约着土家族的进步，振兴土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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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务还很艰巨，山还高，路还长。在新世纪中，如何加速土家

族地区的发展。成为土家族人民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在进

行经济文化建设的同时，加强对土家族问题的研究，为土家族的

发展提供参考，已显得十分迫切。<土家族问题研究丛书)正是

本着加强土家族研究、促进土家族发展的宗旨编撰而成的一套学

术性著作。本丛书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对土家族历史和传统文化

的研究，这些著作力图通过对土家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剖析，弘

扬土家族文化的精华，剔除土家族文化中的糟粕，增强土家族人

民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全面振奋民族精神。促进土家族

和土家族地区的发展。二是对土家族地区现实问题的探讨，这些

著作力图通过总结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土家族地区经济文化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结合国家政策和土

家族地区的实际，对当前土家族及土家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面临

的重要问题进行探讨，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和办法，为土家族地

区社会发展和进步提供政策参考。

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要在二十一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需要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

够对土家族和土家族地区的发展进步有所启示，为中华民族的腾

飞有所贡献。

(苏晓云，土家族，现为湖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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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 家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其悠久历史和奇特文

一化，渗透在民族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全面系统地叙述和介
绍土家族文化，以继承民族文化优良传统，开创新的民族文化生

活，是一件很有现实意义的事情。 ，

什么是文化?目前学术界认识尚不尽一致，但一般公认，文

化定义，应分广狭二义。《大英百科全书》①就把文化区分为两

类，第一类是所谓“一般性”的定义，将文化与总的人类社会遗

传等同起来，认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人种学意义而论，是

一个复杂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

及作为社会成员所获得的才能和习惯。第二大类文化，提出了一

个多元的和相对的文化概念，认为：文化是一种渊源于历史的生

活结构的体系，这种体系往往为集团的成员所共有，它包括这一

集团的语言、传统、习惯和制度，包括有促动作用的思想、信仰

和价值，以及它们在物质工具和创造物中的体现。还有一些文化

定义，包括的面则更广泛，有的说文化是指全部社会遗产，包括

人类生活中不是与生俱来的所有东西：生产工具、武器、机器、

社会机构、信仰、思想、宗教、艺术、音乐和文学；有的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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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等等。

因此，根据广义的文化定义，我们认为，可以把文化分成三

个部分，即：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这三个部分，既

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又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相互促

进，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文化整体。土家族文化，亦是如此。

土家族自称“毕兹卡”或“贝锦卡”。据1994年全国第四次

人口普查统计，土家族共约570多万人，主要居住在湖南省湘西

州的永顺、龙山、保靖、古丈、吉首、凤凰、泸溪等县市，张家

界市的永定、武陵源区和慈利、桑植两县，常德市的石门县，湖

北省恩施州的来凤、鹤峰、咸丰、宣恩、建始、巴东等县和恩

施、利川两市，宜昌市的长阳、五峰两县，重庆市的酉阳、石

柱、黔江、秀山、彭水、涪陵等县，黔东北的沿河、印江、思

南、江口、德江、铜仁等县市。整个土家族地区，以武陵山和酉

水、清江为中心，西抵乌江，东接松宜，北起巫山，南接澧沅，

在我国中部偏西南地区。

据初步研究，土家族语言系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接近彝语

支，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字，现除少数地区外，已通用汉语汉文。

对于土家族的族源，目前尚无统一的意见。经学术界多年研

究，大致有三种说法，一是古代巴人说，二是土著说，三是乌蛮

说。我们是多源论和主源论者。我们认为，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民

族，都不可能是由纯粹单一的族源形成的。土家族也不例外。她

是一个由古代巴人的两支——廪君蛮和板檐蛮为主源，融合了后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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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众多族群，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到宋元时期才最终形

成的一个民族共同体，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祖国社会主义民族

大家庭中的一员。 7。 、
．，，

据考古发掘，早在新石器时代，在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

县，就有早期人类“长阳人一居住。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泸溪县浦市和五里州，也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湖南省张家

界市，也有新石器时代的“大庸古人堤遗址”发现。所有这些发

现，虽不能直接证明它们就是古代巴人之祖和今天土家族的最早

先民，但可确凿无疑地证实，早在远古的新石器时代，在现在的

湘鄂西土家族地区的土地上，就已有古人类活动。 ·．．

关于土家族先民——古代巴人的历史传说，最早文献记载见

于《山海经·海内经》，称“巴方”，殷代甲骨文亦有“巴方”之

称，据考约在今汉水上游一带。晚于《山海经》的史籍《世本》、

《后汉书》、《华阳国志》也有记载，这就是有关巴人廪君蛮和板

楣蛮的史迹。据称：廪君之先，故出巫诞，“本有五姓：巴氏、

樊氏、覃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即今湖北长阳，

后由东沿清江而上，活动于今鄂西一带，大多成为今鄂西土家族

的古代直接先民。板檐蛮有七姓：罗、朴、督、鄂、度、夕、

龚，活动于今渝东一带，曾与姬姓巴人一起，被周封为“巴子

国”‘后为秦人所灭，其中“五子”流入五溪，融合原五溪土著

民，大多构成了今日湘西的土家族。巴人诸支，均表现出其独特

的文化特征，可以说是今日土家族最早的文化渊源。*

：自两汉至隋唐五代，是古代巴人诸蛮的活跃期，也是今土家

族初步形成和其文化特点逐步突出的时期。如果说，在三国两晋

南北朝，现湘鄂渝黔边土家地区，与全国一样，尚处于诸群混

流、未能稳定之局面的话；那么，进入隋唐以后，土家族先民诸

蛮，即所谓的“峡中蛮”和“巴东蛮”，以及“杂侧荆、楚、巴、

黔、巫中”诸蛮，由于隋唐的大统一，也已逐步形成了聚居今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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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渝黔边区以武陵山区域为中心的分布格局。其民族特点日渐突

出。《隋书·地理志》载：“其僻处山谷者，则语言不通，嗜好居

住全异，颇与巴渝同俗。诸蛮本其所出⋯⋯故服章多以斑布为

饰，其相呼以蛮，则为深忌。”同时，因唐王朝在今土家地区实

行羁縻州制，致使土家族中的强宗大姓，如向氏、彭氏、田氏、

冉氏、覃氏、杨氏、白氏、张氏等等，纷纷涌现，得以壮大，从

而发展到今天，成了上述地区土家族的主要姓氏，这也是构成今

日土家族宗族制度突出的重要历史原因。 ，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土家族文化虽受汉文化影

响，但因山区闭塞，古代巴风仍盛。如史载巴人“好歌舞”，自

汉代兴起的“踏啼’’之歌，就对唐文化影响甚深。《思南县志》

称：“巴人事鬼，伐鼓以祭祀，叫啸以兴哀，故人好巴歌，名日

‘踏啼’。”发展到唐代，即成为一种新的土家歌谣“竹枝歌’’。唐

朝诗人刘禹锡乃吸收竹枝民歌，创作出独具一格的诗词曲牌《竹

枝词》。刘昀《旧唐书》载：“蛮俗好巫每锉祠鼓舞必歌俚辞禹

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问夷歌

率多禹锡之辞也”。o经顾况正式定为《竹枝词》，至后来自居易、

李涉、黄山谷、陆游等诗人的丰富创作，影响了我国至今的历代

诗坛。这是土家族人民对中华文化的一个巨大贡献。

宋元明清四朝，是土家族民族共同体初步形成后的稳定发展

时期，也是土家族民族文化进一步得以发展的时期。史称“宋参

唐制”，在今土家族地区，继续“置羁縻州县，隶于都督府，以

其首领为刺史”，其办法是：“析其部落，大者为州，小者为县，

又小者为峒。⋯⋯树其酋长，使自镇抚，始终蛮夷适之”。o据统

计，宋代在今土家族地区共设立羁縻州87个，其中荆湖北路38

个，夔州路49个。这就从根本上冲破了原有的氏族部落的血缘

关系，民族共同地域的地缘关系更加巩固。最有意思的是，随着

人们在共同地域内共同生活的日久天长，各部人群便以“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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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称，从而在这一时期的历史文献中，就大量出现了“土兵”、

搿土丁一、“土军”的记载，可视为今日土家族族称的早期出现。

在宋代实行的羁縻制度的基础上，元明及清初又建立起了巩

固的土司制度，推进土家族地区进入了封建社会。元初，对“边

境蕃夷，皆立农分职，以统隶之"。④他们在进入土家族地区各州

县迫使其纳土归顺以后，便设立了专为镇抚“蛮夷”名为宣慰使

司的机构。宣慰之下， “其在远服，又有招讨、安抚、宣抚等

使’’，又“西南夷诸溪洞各置长官司’’。o这些机构，大多任用当

地土家头领为官，故称“土司制度”。到了明代，“踵元故事，大

为恢拓，分别司郡州县，听我驱调，而法始备矣’’，土司制度较

元朝更为完备和巩固。其办法是：“⋯⋯彼大姓相擅，世积威约，

而必假我爵禄，宠之名号，乃易为统摄，故奔走惟命”，所以，

当“西南夷来归者，即用原官授之。其土官衔号日宣慰司，日宣

抚司。日招讨司，日安抚司，日长官司。以劳绩之多寡，分尊卑

之等差，而府州县之名亦往往有之。袭替必奉朝命，虽在万里

外，皆赴阙受职”。@史载，明初在今土家族地区设置的土司有：

永顺宣慰司、保靖宣慰司、思南宣慰司、思州宣慰司，施南宣抚

司、散毛宣抚司、忠建宣抚司、容美宣抚司、酉阳宣抚司、石柱

宣抚司，东乡五路安抚司、忠路安抚司、忠孝安抚司、金洞安抚

司、龙潭安抚司、大旺安抚司、忠洞安抚司、高罗安抚司、桑植

安抚司，以及45个长官司和蛮夷长官司，再加上为“控蛮”j

“御蛮”而设立的鄂西施州卫的百里荒千户所、大田千户所，湘

西地区的九溪卫添平千户所、麻寮千户所、安福千户所，辰州卫

的镇两千户所，永定卫的大庸千户所，黔东北地区边境设置的镇

远卫和偏侨卫，川东南的黔江千户所等，大体上包括了今天湘鄂

渝黔边的土家族聚居区域。清朝初年清政府基本上承袭了明代的

土司建制，。‘‘今来投诚者，开具原管地方部落，准与照旧封

袭一，直至“改土归流”。所以，我国在对土家族的认定工作



6土家族文化通志新编

中，基本上以明清两代在湘鄂渝黔边所设的土司制度地区为地理

范围，并根据卫所地区的实际情况确定民族成分，这是很正

确的。

反映在土司时期的土家族文化上，也是比较丰富的。最大特

点，除了民间群众传统文化继续保持外，主要是以儒学为中心的

汉文化的进一步传人，从而形成了土家族的土官文化和文人文

化，深刻地影响到土家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生活。据史

载，元初，鄂西建始、施州已开始设立汉学。至明代，在朱元璋

的“边夷皆世袭其职，鲜知礼义，治之则激，纵之则玩，不预教

之，何由能化’’的思想指导下，下令：“诸土司皆立县学”，“边

夷土官，皆设儒学，选其子孙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使之知君

臣、父子之义，而无悖礼争斗之争’’，规定“土官应袭子弟，悉

令入学，渐染风化，不入学者，不准承袭”。④这一政策，一直延

续到清初，大大地促进了土司时期土家族制度文化的发展。这是

应当予以肯定的。 -． 。
-|

事物的发展总是有始有终的。土司制度到了清朝的初年，便

进入了它的衰亡期。土司间的领地争斗，土官内的夺权、争战、

仇杀，战火连绵，给社会造成极大破坏，给人民带来极大痛苦，

于是有“改土归流”之议。雍正三年(1725年)云贵总督鄂尔
泰上书：“欲百年无事，非改土归流不可。’’@这一上书，得到皇

帝批准，于是土家族社会自此进入“改土归流”时期。史载，今

土家族地区的“改土归流，虽早在明代即有先例，但大多数地区

则是于雍正四年至十三年(1726—1735年)进行的。其方式是：

废除土官统治，委派流官治理。在湘西设立永顺府，辖永顺、保

靖、龙山、桑植四县；在鄂西设立施南府，辖恩施、宣恩、咸

丰、来凤、利川、建始六县和鹤峰州、长乐县，渝东南设立酉阳

直隶州(辖酉阳、秀山二县)和石柱直隶厅；黔东北设有思南府

(辖印江、安化二县和沿河弹压委员)和铜仁府。在府县以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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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基层组织“旗”改以保甲制替代，以利于加强对基层的控制。

“改土归流”以后，由于土司时期不准土民入学、“违者罪至

族"禁令的废除，土家族地区的儒学教育得以建立，府设府学，

县设县学，州厅也相继设学，私塾学堂也大有发展，为扶持贫困

子弟入学读书，有的地方还出现了。义学”的形式。一时间，学

堂遍布，书院林立，考棚兴设，开科取士，整个土家族地区，

“文教颇盛"，汉文化得到飞速发展。与此同时，由于自元明以来

土司“蛮不出境，汉不入洞’’禁令的打破，广大汉族群众纷纷进

入土家族地区，民间往来日益频繁，汉民族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先

进文化纷纷传入，与土家文化相互渗透，相互溶化，使土家族的

传统文化也得到了发展，从而在新的基础上产生了许多新的土家

民间文化。
“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在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正确指引下，土家族作为单一民族得

到正式认定，绝大多数土家族群众的民族成分得到恢复，土家族

地区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政权，人民当家作主，民族经济发展迅

速，土家人民的社会主义民族文化生活也得到了发扬光大，成为

当代中华民族社会主义文化不可或缺的灿烂奇葩。现在，居住在

湘鄂渝黔边山区的500多万土家儿女，正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

正确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道路，阔步前进。、 ：
，．? ：‘ t⋯

．
i

‘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曾经写道：

“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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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

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

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

物质生活本身。加所以，人们首要的文化活动就是物质文化

活动。

土家族的物质文化，无论是其生产活动，包括农业、林业、

畜牧、渔业、手工业等生产，还是其生活方式，包括饮食、衣

饰、居住、运行等，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构成了多姿多彩的

土家族山地农业类型的物质文化。

在物质生产活动方面，除了其生产方式、生产工具和生产程

序以外，最能体现土家特色的民族文化当推“赶仗’’、“薅草锣

鼓”、“采茶情歌”和“船工号子”了。所谓“赶仗”，又叫“撵

肉”、“赶山”，即打猎，它是土家族先民渔猎经济生活的反映。

打猎前，首先要敬猎神——梅山神，即张五郎，举行隆重的祭祀

仪式，唱打猎歌，唱扫山、安堂、催山、安套、扫影、扫套等内

容，以鼓舞士气，增强战斗信心。祭毕即按各种狩猎程序，分工

进行。待获猎后，再返回祭祀猎神，再按“山中打猎，见者有

份”的原始平均主义原则，进行分配，虽辛劳多者，也毫无怨

言，乐得人人高兴，各自归家，充满欢乐气氛。“薅草锣鼓”，又

称“挖土锣鼓”、“山锣鼓”，土家语叫“锣鼓哈”，为土家群众集

体从事农业生产、进行互助互帮时所唱之歌。据说，此活动最初

为驱赶野兽雀鸟偷食粮食，土家族《竹枝词》云：溪州之地黄狼

多，三十六岗尽岩窝，春种秋熟都窃食，只怕土人鸣大锣。土家

族地区多山地，人们多以种植杂粮为生。每逢开荒种地，劳动繁

重，更需群力而为，薅草更须抢天气，争季节，为不误农时，人

们便采取对换工具的办法，互相帮助，轮流换工。因参加劳动的

人多，为指挥鼓劲，人们便把惊走野兽的锣鼓演变为一种民间乐

式——打锣鼓，一为娱乐，一为激励，让人们在锣鼓与歌曲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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