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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中虽是由 56 个民族共同每成的大家庭。湖南，是中国南方一

个以汉族居民占多数，还有土家、苗、铜、瑶、国、白、壮、维吾尔等民

族聚居的多民族省份。据 2000 年人 2普查统计，湖南全省人口为

6 440.07 万多人，各少数民族人口共计有 657. 53 万多人，占全省

总人口的 10.21% 。其中土家族有 2 639 534 人，苗族 1 921 495 

人，伺族 842 123 人，瑶族 704 564 人，自族 125 597 人，回族 97

368 人，壮族 23599 人，维吾尔族 7 939 人，舍族 3000 余人。此外

还有聚居于桑植县境内的蒙古族近 500 人，聚居于城步县长安营

一带的满族 200 多人，以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的散崖人口。

湖离现实的这种民族结梅，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

的。各世居的少数民族，还有汉民族，历史变迁都相当大。如按时

找往上追潮，湖南最韧的土著民族并非中原族系和华夏族。秦汉

之前，先是"南蛮"和"越夷"族群，后是"楚蛮"亲自"楚撮"，构成湖南

的主体民族。此后，汉琵族形成和发展，才逐步成为模南境内的主

要居民，并且湖南的民族发展和变迁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即现

在的汉族居嚣，绝大多数不是唐宋以前的土著，丽是外省移民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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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最初的先民们活动的踪迹及其发展陈络。

一、海毒 IB石器文化和古人类化石

旧石器时代是人类历史的最早阶段，时间大致与地质上的更

新世梧当，即从三百多万年前延续到 1 万年前全新世开始之前。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离境内首次发现旧石器文化遗址。到吕前

为止，全省各地己相继发现!吕石器文化遗址二百多处，分布莲围遍

及湖、资、法、理匹水流域，丽以沉水及渥水流域最多，近年还在潭

水流域首次发现了古人类化石，称为"石门人"。

(一)"石门人"的发现和遣水流域 18 石器文化

"石门人"化石，发现于潭水中游的石口县燕儿洞。该溺为一

处 113石器文化遗址，位于石门县陪泉乡邢家桥村，地处潮西北武棱

山区潭水支流谍水河畔，其东南距石门县城约二十公里，南距著名

的皂市商代遗址约吕公里。遗址由两个揭穴组成。 1992 年 12

月，自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石门县博物馆联合试握，发现 l 件

人类右侧股骨中部残段住石。经ìmtl量，股骨髓腔矢径指数较北京

摄入大得多，而与由职洞人的该项指数相近。同时，这段股骨化石

的各种观察特征与现代人接近，应属于智人化石，考古界称之为

"石门人飞从共生的动物化石群判断，其生存年代当在晚更新世，

距今 1 万年到 5 万年间。这是湖南省境内迄今所发现的惟一的古

人类化石。

f半随石门人化石出土的文化遗物，主要为打割的石器，其次为

骨器，考古年代属于 1日石器时代晓期，距今 1 万年以上。石器有稍

大型的砍研器、刮醋器、石锤等，还有结小刮割器。打翻石器采料

于河潭，选择砂岩和石英岩砾石，打制成稍大型的石器手缰小面j 部j

器则是用黑色蜷石砾石制作的。打击方法系直接锤击，单面打击

为主，不见第二步加工，原始起题。骨制品吕前能确认的很少，类

献矛、标检、鱼叉等，制作方法简单，通常是对劈裂或破裂而成的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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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化的交往交撮，等等，对于更好地研究和认识中国勇史和中国

民族史，研究和了解国情、省'情，规划发展战略，制定相关政策，处

理好当前的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加强中国各民族的团结，构建和

谐社会，都很有帮助，值得我匮学术界和民族研究者关注。当然这

首先是我们湖南学术界和离族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近几年本

人完成的这部《湖南民族关系史>>.第一次对有关的问题如史实，进

行了综合性的和系统的研究，并扬步梅成了较完整的体系和自己

的观点，其中不乏薪意，在这一研究领域，或具有开拓性，希望能为

后来者的研究起到一些铺垫作弱。

本书上起数十万年前原始时代的湖南境内最葫先民和古人类

群体.r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湖南的民族和民族关系。分为

6 章:湖离远古人类和先秦时代族群 z秦汉至南北朝时代湖南民族

与民族关系;隋唐五代两宋时代湖南民族和民族关系 5元明时代湖

南民族和民族关系:清代湖离民族和员族关系 z 员国时期湖南民族

和民族关系。

在资料方面，广泛收集和运用了各类历史文献材料，以及考古

学、民族学、民播学兰语言学等多种学科的资料，特别是充分采用了

近二十多年来的省内考古发掘材料及其研究成果，并注重实地考

察调研，尽可能使文字资料与考古文物和实地调查资料有机结合，

相互佐证。同时，深入发握和在引了为数不少的新的档案材料和

文献资料。诸如 :20 世纪 30 年代E 民党政府有关"土著民族"的

各种社会调查材料"国员代表大会"召开前后引发的英族问题的

梧关资料及湖南近代苗族代表人物石启贵为此多次上书国民党中

央和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蒋分石的材料等等，均属首次使用的第一

手资料。

关于湖南汉民族的形成及其结构的历史变迁，书中首次提出

示日论证了这样的观点 t 湖南的汉民族，是以"华夏"化的楚人为主

体，与离迂的中原华夏族人及部分土著"蛮夷"融合，于秦汉之际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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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影成的;丽从南北草草开始，髓着政治和经济发震重毛逐步南移，

北方布中原人口大批南迂，湖南境内的汉民族结持也开始发生变

化。特别是经过明初和清初的"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湖南汉

族罪民中唐宋以前的土著成分大量流失、减少，雨来自江西及江苏

等地的移民数量则副增，并持成湖南汉族居丧的主体。这是湖南

汉员族历史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

对于摒南境内几个主要土著少数民族的摞流和历史变迁，本

书也都提出了自己的现点，并分躬作了牍为详细的论述。如:认为

茜、瑶民族最初均源于主尤为苦的九黎和兰苗部落，游|摞上与炎

帝、黄帝部落和华夏族系有别，自魏晋以后逐步分化为瑶族租苗

族;土家族，是由武陵五翼地区的一支土著"蛮"族，与迁入"五婆"

的"己"人融合而影成的，长期被统称为"蛮"宋元以后开始出现具

有单一民族性称呼的"土人"、"主蛮"和"土家"娟、壮民族，据源于

吉越人，在汉文献中铜族曾被称为"蛮僚"、"dJlPJ僚"、"危伶"、"瞩

蛮"、"隔苗"和"盘撼人"。但历史文献中往往都被泛称为"苗"所以

明清以来的文献史籍中所称的"苗"实际上包括了铜族，这必须作

具体分析。

在过去人轩的观念中和封建文人笔下，往往将聚居于湘西"苗

疆"的"生苗"，视为"不服王化"的"野蛮"族群，因而强谓"防"。特

别是萌、清王朝，在湘西"苗疆"广筑堡哨、"边墙"对"生苗"进行封

锁、黑离。近年来甚至有人将这些堡唱和"边墙"遗迹，称为南以

"防"茵的"中国南方长城"。本书以大量史实为练器，全面地科学

隔述了"苗疆"和"生苗"的形成，以及明清王朝的"苗齿"政策措施，

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据西"茵疆"周围所筑的、离不过 8 尺、基脚仅

5 尺宽的 300 多里土墙，既无域垛和女墙，更无域门及烽台等设

施，根本就不能称之为"域'气并且以成百上千的堡硝、藕卡和土墙

构成的"苗院"体制，其实质主要也不是在于"防"，因是对苗族同施

的军事镇压和拉剖，是一套镇压和封锁"生苗"的特殊的军事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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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所谓"防"其实又有政重作用，一方面是"防"苗，不允许"生蓓"

自由进入汉族地区，另一方面也防止内地汉人(即"客民勺随意进

入"苗疆"，以避免引发事端。所以晓清王朝的堡哨、"边墙"封镇政

策，对部西"苗疆"和"生苗"的经济文化发展与社会进步，显然产生

了极为不利的影嚼。但同时，又为一个饱受屠杀、镇压的弱势民

族，维持了一小块条件尽管恶劣但相对稳定的生活空间，避免了被

灭绝的厄运，使这支苗族得 l丛生存，其民族文化得以保望和承续。

当然这只是客观上所起到的有踉作用，并且是苗族人民长期斗争

的结果。

对于民国时期的国内民族问题和员族关系，迄今为止，学术界

的研究还十分薄弱，人妇缺乏系统的和全面的了解。本书收集了

大量的资科，剖析和论述了国民党当局，从观念到具体政策上，一

方面奉行大汉族主义，不承认和歧视各少数民族，强行"民化"和

"汉化"的史实;另一方面，为了稳定和强住自己的统治，对湘西和

西南各地的所谓"边民"程"土著昆族"又不得不予以重视，特别采

取某些梧应的政策措施。如中央和省有关部门多次组织对湘西租

西离各地"土著民族"的社会肃查;明令取消历代汉文献中在苗、

瑶、伺等少数民族称呼上所如的"牙"旁，去掉带侮辱性的名称:在

民族地区暖收土著民族代表人物参与县以下党政管理;实施"边

教"政策，创设"边畏"学校，对"土著民族"子女人学受教育予以统

惠等。这些撞撞在客观上无疑有利于各少数民族前社会进步和发

展。对此，本书坚持历史唯物论和辩证法，实事求是加以论述。

中国各畏族在长期历史发展和共同的斗争中，结成了紧密的

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本书在如实记述历代封建王朝和居统治地

位的民族实行民族压迫、民族歧视政策及由此引发的民族起义和

反抗斗争的同时，特别注意搜集有关资料，努力钩况发徽，加强对

各民族的共自斗争的记载租揭发，尤其是以相当多的篇幅，记载湖

南各少数民族在全国政治生活和全国页史发展进程中的不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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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与，为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利益共同战斗及其贡献。诸如元末

"苗军"的"勤王"报国，明嘉靖年间湖广"土兵"江浙抗倭，回族将领

郑国鸿与定海共存亡，杨岳斌率潮西"苗疆"子弟援台抗法，湖南民

族地区的农民运动和革命根据地的偌建，一二八部血战嘉善、沽

塘，暂五师和暂六师的英勇抗日等等，期离各少数民族无不流血牺

牲，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而正是这些共!司的斗争，不断加强了各民

族的血肉联系。宣传和弘扬这种精神，是我幻的期望，也是本著述

的重要特点之一。

《湖南民族关系史》专著的完成，还只是在湖南黑族史和罢族

关系史的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初步成果，许多方面尚待深入研究，有

待进一步提高和完善。如在民族摄流问题方面，在吉林"横地"的

潮西，土家、苗、瑶、伺等民族与古"旗"人有什么联系 z南北朝以后

出现的"僚"，与"旗"的关系，与后来的"危佳"、"危镣"的关系:唐末

五代入主溪判的江西彭氏，与土家族的形成是什么关系等等，都并

不十分清楚，还有待进一步研讨。又如，本书出新中国的成立为下

限，百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多年，民族关系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很值得研究。所以，本人特邀约湖南省民委民族研究所承捏这一

任务，组织省内长期从事民族工作和民族研究的同志，编写了当代

的湖南罢族关系史，作为本书的补充和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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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湖南远古人类和先秦时代族群

民族，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醋嚣的产物。早在数十万

年前，湖南境内就开始有人类生活栖息。按考古学的分期，这些原

始人群经过漫长的旧石器时代的发展，到距今约八九千年前，进入

新石器时代，形成民族部落和部落集团〈联盟) .同时，产生、形成了

地域性和族群性的差异。这些各具不同文化特征的部落和族群，

又历经分合、变迁，在进入"文明"时代之后，就逐步发展和演化成

了不同的民族。据南的各个民族和虱族关系的发展，最初正是摞

于这些远古的先民和族群。

第一节 湖南境内最初的先R

从考古资料看，人类大约出现于地E童年代的第四纪罕更新世

如期，郎距今 300 万年~400 万年间。中国最早的人类化石，为云

南省出土的元谋猿人，距今 170 万年左右，著名的北京猿人，距今

约 80 万年，而湖南境内最早的人类活动，出现于 20 万年以前，部

中更新世后期 o 近几十年来，据南各地已发班和发掘了一大批 18

石器文化遗址以及成千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它们较充分地反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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挝、后代;/PJ时，吉、瑶、辑、番等土著少数民族，则不断向境外迂徒，

主要是迁往西南各地。至今，云南、四川、贵州、广西等地的苗、瑶

等民族，世代相传，妇将以润庭湖南北为中斗的"期广"大地视为自

己的祖先居住的故乡，在历史发展上，在其民族意识和文化公理素

质上，同湖南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割不断的情结。可以说，湖

南的三湘四水，乃是班在中国西南的乃至东南亚的某些民族，最初

的主要发祥地和聚居地。

湖南在历史上曾是中国"蛮夷"、"苗僚"诸少数民族的主要聚

居地和分布地，所以历代中央王朝的有关民族方面的政策举措和

军事行动，中国历史上发生的涉及少数民族的一些重大事件，不少

都与湖南和湖南各少数民族相关。据史籍记载，从秦汉时代开始，

当时所称的"南蛮"主要就是指湖南境内的"长沙蛮"布"武陵蛮"

所实行的称为"离蛮贼"的"宗布"，部首创于"蛮夷"聚居的今主要

属湖南的武陵郡 p商远征南越H交趾"的名将马援，亲征"五漠蛮"，

最后却葬身于玩水中曾于今玩陵县境的"壶头山"。到窘宋时代，马

楚与摸州彭氏之战和"溪州铜柱"盟誓，彭民豪酋割据摸判和武蜜

地区 800 年土司制度的形成，宋禅宗"开辟"据中"梅出蛮"地和对

玩水中上踌"南江诸蛮"的"经制"、"恢拓"再至明、清王朝，对期离

苗、铜、瑶等民族一再大规模军事镇压，沿"苗疆"唔堡、"边墙"的修

筑和一整套"苗防"体锚的建立，乾嘉吉民大起义及清王朝实施的

福西"茵疆"屯自制朝一系列"苗坊屯政"，等等，这些都是发生在湖

南境内并主要关系到据南少数民族的事，但又无不对整个中国历

史的发展，对中国各民族和民族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研究湖南民族租民族关系史，探索和理清海南境内的汉民族

及各少数民族的摞捷、变琶.了解和认识历吏圭在棋南发生的一些

涉及员族问题和民族关系的重大事件，分析和总结历代统治当局

处理有关湖南少数民族的政策措胞及其经验教说，研究和了解湖

南各民族之间、湖南各民族与国内其他民族之间，政治经济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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