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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化中 

独具地域特色的重要一脉。特别是近代以来，一批又 

一批三湘英杰，以其文韬武略，叱咤风云，谱写了辉 

煌灿烂的历史篇章，使湖湘文化更为绚丽多彩，影响 

深远。为弘扬湖湘文化、砥砺湖湘后人，中共湖南省 

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决定编纂出版《湖湘文库》大型 

丛书。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以“整理、传承、研究、 

创新”为基本方针，分甲、乙两编，其内容涵盖古 

今，编纂工作繁难复杂，兹将有关事宜略述如次：

一、甲编为湖湘文献，系前人著述。主要为湘籍 

人士著作和湖南地区的出土文献，同时酌收历代寓湘 

人物在湘作品，以及晚清至民国时期的部分报刊。

二、乙编为湖湘研究，系今人撰编。包括研 

究、介绍湖湘人物、历史、风物的学术著作和资料 

汇编等。

三、乙编中的通史、专题史，下限断至1949年。



四、甲编文献以点校后排印、据原本影印及数据 

光盘三种方式出版。

五、除少数图书以外，一律采用简体汉字横排。

六、每种图书均由今人撰写前言一篇。甲编图书 

前言，主要简述原作者生平、该书主要内容、学术文 

化价值及版本源流、所用底本、参校本等。乙编图书 

前言，则重在阐释该研究课题的研究视角和主要学术 

观点等。

七、对文献的整理，只据底本与参校本、参校资 

料等进行校勘标点，对底本文字的讹、夺、衍、倒作 

正、补、删、乙，有需要说明的问题，则作出校记， 

H I S不作注释。

八、甲编民国文献中的用语、数字、标点等，除 

特殊情况外，一 般不作改动。乙编图书中的标点、数 

字用法、参考文献著录规则等均按现行出版有关规定 

使用和处理。

《湖湘文库》卷帙浩繁，难免出现缺失疏漏，热 

望社会各界批评指正。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湖南的西部，古 有 “五溪”之称。因两汉、魏晋时代长期在 

此置武陵郡，又 称 “武陵五溪”。蛮，亦称南蛮，是我国古代对长 

江中游及其以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泛称。自古以来聚居在五溪的各 

少数民族，则被统称为“五溪蛮”，或 “武陵五溪蛮”、 “武陵 

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云： “武陵有五溪，谓雄溪、满溪、 

无溪、酉溪、辰溪”，“夹溪悉是蛮左所居，故谓此蛮五溪蛮也”。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载：刘 尚 “击武陵五溪蛮”；马援率军 

“征五溪”。这是中国史籍关于“五溪”和 “五溪蛮”的最早的记 

载。至于何谓“五溪”，在历代史籍中说法不大一致，但所指大体 

都是古武陵郡所属沅水中上游及其几大支流地区，即今湖南省湘 

西自治州、怀化市、张家界市所属各县（市）和邵阳市城步、绥 

宁，以及与湖南交界的黔东铜仁、松桃、重庆市秀山等县（市） 

地。这些地区至今仍聚居和分布着数百万土家、苗、侗、瑶等民 

族。史籍中所谓的“蛮”和 “五溪蛮”，实际上包括着今天这些不 

同的民族的先民。历史上第一部关于“五溪蛮”的专著，是南宋 

朱辅所撰《溪蛮丛笑》。但它主要记载当地民族的生活习俗和风 

情，并且很简约。此次辑人《湖湘文库》 由岳麓书社出版的《五 

溪蛮图志》，乃是继《溪蛮丛笑》之后，又一部初撰年代很早、时 

间跨度相当长的关于“五溪”民族的专著，并且它不以民族风俗 

为限，还 包含 “五溪”的地理沿革、经济文化和军事政治诸多内



容。所记虽以苗族为主，但也涉及土家、瑶、侗等民族。为了解 

和研究“五溪”民族，保存了不少民俗学、民族学和历史学资料。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现巳故的湖南民族史研究的前辈、邵 

阳马少侨先生与我谈及，他收藏有一部民国年间有关“五溪”少 

数民族的著作手抄本，名 为 《五溪苗族古今生活集》，作者陈心 

传。“文革”时 他 “赠送”给邵阳市图书馆（松坡图书馆），因而 

侥幸得以保存下来。后在研究和撰写苗族通史及湖南地方史过程 

中，我曾去邵阳查阅了此稿本，并从中收集了相关资料。我与马 

先生曾几次商议，想将这套稿本整理出版，由于多种原因而未果。 

早几年湖南省筹划大型的《湖湘文库》丛书项目时，我特推荐将 

此稿本列人整理出版计划，获采纳，并由我本人承担了整理和点 

校任务。

《五溪苗族古今生活集》，原 名 即 《五溪蛮图志》，又曾名 

《五溪苗族风土记》，分 “五溪图案”、“五溪风土”、. “五溪诗文”、 

“五溪兵事”，共四集。 《五溪蛮图志》，系明成化（1465—1487) 

初，昆 山 （今江苏省苏州市地）沈瓒任辰州（治今湖南省怀化市 

沅陵县）教谕时初撰，然未刊。近 3 0 0年后，清乾隆十六年 

(1751)，由时官辰州的“抚川” （应为今湖南泸溪县地）李涌重 

加整理，但仍未刊行。陈心传，基督教传教士，民国年间长期在 

湘西沅陵、泸溪、古丈、乾 城 （今吉首市）、保靖等地传教。民国 

二十 年（1931),在泸溪县发现此书稿抄本。为当地一位名文兴庠 

者 作 “古书”收藏。这距书稿第二次整理时间，又 已 180年。此 

未刊书稿，能再次现世实属难得。据陈心传自述：他征得藏者同 

意后，将书稿抄录了一套，作了考校重编，以平时在湘西民族地 

-区传教时所作笔记，即自己实地所见所闻的资料为依据，见所载 

事迹不足之处“增补之”，见其所记风土与“近年异同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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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语证明之”。并将增补重编稿初定为《五溪苗族风土记》，后 

改 为 《五溪苗族古今生活集》。

从陈心传的稿本看，其内容实际上包括“古”、“今”两大部 

分。所 称 “古”的部分，即明代沈瓒编撰、经清李涌重加整理的 

《五溪蛮图志》原文。而所谓“今”的部分，则为陈心传于民国年 

间所收集和增补的史事和资料，以及所作案语、注释。按史料价 

值来说，前者特别珍贵。因为它是500多年前所留下来的著述，为 

我们了解和认识当时“五溪蛮”和 “五溪苗族”的社会生活与民 

咴发展的历史状况，提供和保存了许多原始材料。如 将 “五溪蛮” 

分 为 “山徭”、“苗蛮”、“佶佬”、“佶伶”、“捌”等五种，这与朱 

辅所载的“苗”、“傜”、“僚”、“僮”、“仡佬”五类，有所不同， 

特别是史籍中首次提到“捌”人，并记录了包括“捌”语在内的 

“五溪蛮”五种不同语言，这在史籍中也是第一次，很有研究价 

值。《五溪蛮图志》原稿中还保存了一些早已失传的史籍和文献， 

如元进士巴州杨尚所撰的元初《平蛮始末》全文等。当然，陈心 

传所增补和加注的内容也不可忽视。其价值，首先在于这些内容 

是陈心传在7 0多年前实地收集和撰写的，对于了解、研究五溪地 

区当时的民族状况和民情风俗仍然是珍贵资料。如陈心传当年应 

邀参加当地苗族“椎牛祭祖”时，所作的现场笔录，对祭祀礼仪 

及祭祀的全过程，记载得很详细，就很有参考价值。特别是随着 

时代的变迁，民族的文化习俗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不少资料已是 

现在无法收集到的。诸如泸溪、古丈一带苗族的“看龙”节，以 

及七月七日“观巧云”的习俗等，至今都已无存或仅留下某些模 

糊的记忆。我们可以通过陈心传的这些补充和注解，作比较研究， 

看出这五六百年间，“五溪”民族前后的发展变迁，探究和认识某 

些发展线索和脉络。



据陈心传的编辑《凡例》记载：从 原 《五溪蛮图志》的目录 

看，应有图4 4幅，并配绝诗4 4首。陈心传所得稿本，仅存图10 

幅、诗 10首。而所存图，陈心传认为“全系以儿戏为之者，不堪 

人目”，被 他 “概行毁去”。另请乾城（今吉首市）蔡文泉、周和 

安，按目录和所载事迹全部重新绘制。所缺诗，乃请 古阳 （应即 

今辰溪县）伍际虞为之补题。后根据苗族人士石宏规（花垣人, 

时任湘西行署秘书）的意见，删去前面8 幅 “属荒诞”之图。故 

现存插图36幅、配诗44首。从存诗看，前 8 首 为 《五溪蛮图志》 

的原文，述及苗族源流，主要是转述了《搜神记》和 《后汉书• 

南蛮传》所记的关于神犬“盘瓤”的传说。而其余的绝诗和插图， 

由于均系出自近人之手，已难反映数百年前的实情和沈瓒当年的 

本意。但对于了解和研究民国年间“五溪”民族，特别是苗族的 

历史状况，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从书稿中表述和反映的思想意识和观念来看，由于亲历其境、 

现实生活的感受，作者陈心传对于当地贫穷落后、生活极为艰辛 

而又备受歧视和压迫的苗族等少数民族，往往不乏同情，并有某 

些较客观和公允的评议。如认为苗族历史上的不断起义反抗，并 

非苗民“生性好斗”，而是情势所迫、为生存而不得不铤而走险! 

但由于时代的和作者主观的局限性，作为西方基督教的代言人， 

陈心传自然处处不忘宣传“上帝”和 “救世主”，极力传教布道。 

此外，书中体现出来的他为适应当时统治思想而提出的某些见解， 

亦有不当之处。

在整理和校点过程中，从北足获悉，此书稿在北牙、尚存有另 

一手抄本。经多方联系，最后由中央民族大学的石建中和麻树兰 

教授为我提供了一套从北京超星电子图书馆复印的该抄本复印件。 

将此抄本与马少侨保存在邵阳市松坡图书馆的湖南抄本加以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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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发现北京保存的抄本，属一个人的笔迹，且字体工整规范， 

并保留了当年乾城蔡文泉所绘风俗图3 6幅，但 《五溪蛮图志》原 

诗及伍际虞所配绝诗，却未能保存。在所辑古诗文方面，北京抄 

本有许多由陈心传所作的注释，湖南抄本中不见陈心传的注释, 

但增辑了不少民国年间的新的诗文。北京抄本所标明的成书日期 

为民国二十六年（1937),早于湖南保存的抄本。湖南抄本所记为 

民国三十年（1941),晚 4 年，其中新增了不少内容和资料。湖南 

抄本因系多人抄录，很不规整，字迹潦草难辨，讹误甚多。有鉴 

于此，本人又以北京和湖南保存的这两种抄本，相互参照重加整 

理和校点一遍。凡内容相同的章节条目，以湖南抄本为基础，参 

对北京抄本，以纠正文字上的错讹，并增补脱漏和污损之处。同 

时，采用了北京抄本所保存的风俗图，以及湖南抄本所缺的一幅 

“五溪新图”和古诗的注释等资料。这使得本书的整理校点更为完 

备和准确。在此，特对为我们提供湖南抄本复印件的邵阳市图书 

馆、提供北京抄本复印件的北京超星电子图书馆和中央民族大学 

石建中、麻树兰教授，表示诚挚的谢意！

今次整理刊行，为尊重历史及初撰者起见，我们仍采用了沈 

瓒 《五溪蛮图志》一名，作者署名中，亦将重编、补编者一一 

列示。

朱辅所著《溪蛮丛笑》，系中国历史上留下的最早的一部关于 

古 “五溪”地区侗、苗、瑶等少数民族的专著。文字虽不多，但 

资料珍贵。故特加校点整理，作为附录辑义本集出版。

朱辅，桐 城 （今安徽省安庆市）人。生卒年及仕履不详。其 

父朱翌（号潜山），宋徽宗政和八年（1118)进士，官至敷文阁待 

制，有 《潜山集》等行世。辅为季子，承家学，富文才。南宋叶 

钱称其“风流博雅”。曾官辰州（治今湖南省沅陵）通判。辰州，



处沅水中游，辖今湖南沅陵、泸溪、辰溪、溆浦、麻阳等县地及 

保靖、吉首、古丈等县（市）部分地区。至今这些县（市）仍为 

苗、土家、侗、瑶等少数民族聚居区。朱辅据其为官时在当地的 

所见所闻，编 撰 《溪蛮丛笑》一书。叶钱为潜山的挚友，于庆元 

乙卯年（1195)特为此书作《序》。其成书年代应在此前不久。晚 

年定居苏州，留 有 《咏虎丘》诗。《四库全书提要》以此诗为据， 

判定朱辅为南宋末年人，这不确，应是生活于南宋中叶，作 《咏 

虎丘》时已为80余岁的老人。

《溪蛮丛笑》全书，共列79 个条目，不足5000字，记载的均 

为当地“蛮夷”民族的社会生活与风俗习惯。所涉及的民族，叶 

钱 《序》载’为 “苗”、“傜”、“仡佬”、“僚”、“僮”五种’而 

条目原文所提到的，除 统 称 “蛮”之外，以 “仡佬”为最多，其 

他还有“傜”、“山傜”、“苗”和 “僚”。二者有出入。特别是叶 

钱提出“僮”，不知何据？按各条目记述的内容，大致可归为8 

类：( 1 )居住和饮食习俗；（2 ) 婚丧习俗和礼仪；（3) 节庆和娱 

乐； ( 4 ) 纺织工艺和民族服饰； （5 ) 独特的用具和生产方式;

( 6 ) 矿产、冶金和动植物资源及土特产；（7 ) 各民族内部的社会 

关系和结构；（8 ) 对外关系及同当地官衙的关系。由于在外来汉 

族文人看来，这些记载多为当地“蛮夷”民族的奇闻趣事，故题 

为 《溪蛮丛笑》。但此书绝非调笑之作。朱辅记述的是自己亲身的 

见闻，且十分严谨，翔实可信。《四库全书提要》评曰：“所记诸 

蛮风土物产颇备……数典亦为详瞻”，“胪列明晰”，“事虽鄙而词 

颇雅，可谓工于叙述。用资考证，多益见闻”。这些800多年前留 

下的资料，为我们研究与复原“五溪”地区各民族唐宋时的社会 

发展状况和传统文化习俗的发展变迁，提供了不少重要的参考。

其中，如 “爬船”（又 记为 “大十五”）条目，记述农历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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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日过“重午” （即 “大端午”）、龙船竞渡的风俗。此 前 《荆 

楚岁时记》等即有“竞龙舟”的记载，但是在五月五日。朱辅的 

记载，是有关湖南过“大端午”，龙船竞渡、吊屈原的“楚俗”最 

早的文字记载。说明此俗早在宋代以前即已盛行，而至今在沅水 

中游的苗、瑶民族聚居的泸溪、辰溪、麻阳、溆浦等地依然有过 

“大端午”爬龙船的风俗。又 如 “门款” 一条，记载当地民族 

“歃血誓约，缓急相援”，叫 “门款”。近代以来“五溪”地区的 

少数民族中依然流行此俗，在苗族地区称“夥款”，侗族地区仍叫 

“门款”。说明这一习俗在苗、侗族内部源远流长，是其重要的一 

种社会组织形式。而所记载的其他习俗，如 “筒环”条记述的， 

仡佬妇女十五六岁敲去一颗右上齿（又 称 “错齿”）； “鼻饮”条 

所载的仡佬的“鼻饮”等，近代以来在沅水流域一带已不再见这 

些习俗，但宋代流行，并且朱辅第一次对其作了具体的描述，这 

十分难得。还有，诸 如 “娘子布”条的记载，使人们得知《后汉 

书 •南蛮传》所 载 的 “兰干”，就 是 古 “五溪”民 族 的 “娘子 

布”，也就是后来史籍所称的苗、侗民 族的 “侗锦”和土家族的 

“溪布”、“西兰卡普”；“三脊茅”条的记载，弄清楚了先秦周王 

室用以“缩酒”的 “苞茅”，就是产于沅水中游今麻阳苗族自治县 

的 “三脊茅”，而过去只泛指产于“荆州”。除一般文化习俗之外， 

此书所记载的另一类条目，如 “生界”、“客语”、“专事”、“卖 

首”、“骨债”、“左右押衙”、“队小”、“十庄院” （又记为“虾蟆 

行寨”）等，都是在历史文献中首次出现的，其中有的自宋代以后 

仍常见，有的已逐步消失。这些资料对于我们研究和了解宋元以 

前 “五溪”地区诸民族的社会发展状况、民族间的关系，以及宋 

王朝对南方和西南少数民族实行的一些政策，均很有帮助。

《溪蛮丛笑》一书，流行的版本很多，不 下 10余种。本人所



收集和掌握的有《四库全书》本、《学海类编》本、《说郛》本、 

《说库》本、《古今说部丛书》本，共 5 种。《四库全书》本应是 

据有权威性的，但遗憾的是，未载叶钱的序言，并缺一个条目 

( “洗面”）。《说郛》等版本，或缺叶钱序，或未列各条目的标题。 

经比较，本人选定1915年石印的王文濡辑《说库》本为底本，并 

参对其他版本，进行点校。其中，所涉及的少数民族，其称呼各 

原版本均加“犬”旁，如 “汔猪”、“猫”、“摇”、“獠”、“猹”, 

点校时除“猫”直接改为“苗”之外，一律 用 “人”旁 改 成 “吃 

f老”、“傜”、“僚”、“僮”；凡各版本文字有差异的地方，则加校 

注说明。此外，《四库全书》纪昀等所撰《提要》，对该书的评议 

较客观、平允，可供参考，特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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