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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甜观今鉴古，无古不今”．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开化史上，创

造了灿烂的文化，谱写了人类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记述一地方各

民族的历史与现状，为加强民族团结，共创两个文明建设，造福于

子孙后代。这就是民族志书的作用。保存、流传和弘扬各民族的灿

烂文化，是编写民族志书的光荣任务。

居住在江口土地上的各族人民，虽受长期封建统治的奴役、歧

视、压迫，但各族人民总是茹苦含辛，登山履险，烧畲耕种，和睦

相处，把江口的荒山荒地逐渐垦辟成良田沃土。从而使这里的历

史，出现了相互融洽，相互团结，相互学>--j，共同生产，繁衍生息

的民族团结的历‘史。他们的突出表现：团结起来，创建共同的福利

事业；团结起来，一致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和外来的侵略。他们共

谱了光辉篇章，载入史册，永垂千古．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江口地方百事俱兴，盛世修志，势

在必行。这部民族专志，民委同志虽然编修难度很大，但修志人员

排除了重重困难，他们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遵循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深入实

际，广征博采，以新的观点，新的资料，新的方法进行编纂：以叙

为主，详今略古，求实存真，较全面地记述了民族经济、政治、文

化以及民族历史的演变。上溯千年，下限至今，是一个具有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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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科学性、资料性的地方民族“百科全书”。

全县各族人民为新编成一部社会主义时代民族专志而感到由衷

地高兴，它给各族人民清楚地知道昨天和今天，才能满怀信心地展

望未来的明天。 《民族志》首次专辑编纂出版，对于进一步唤起各

族人民回顾历史，增强民族自尊心，促进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鉴

古知今，继往开来地资治、存史、教化的重大作用。

江口《民族志》付梓问世，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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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口县人民政府顾问 张嗣英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凡 例

一、本书按照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制定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

行规定》编写，运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资料和体例，系统

地记载本地区各民族的历史与现状。着重记述我县各民族现代的经

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反映各民族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导下的民族

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

二、各民族的族源、族称，一律以国家民委主编的《民族筒

史》为标准。对各民族的分支及其迁徙路线以及在本地方的自称、

他称、旧称等，在专章中进行一定的探讨性叙及。

三、为便于表述，本书对1 949年l 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前统称为建国前，i 949年1 0月1日以后统称为建国后。

四、本书上限宋淳熙八年(公元l l 8 1年)对江口有史记

载，元朝建置省溪、提溪军民蛮夷长官司以来，下限断至l 9 8 7年

底。对族源追溯较远一些，个别事物延至该事物终结。

五、本书由概述、专章、大事记、附录四大部份组成，以专章

为重要组成部份。计设：族源与迁徙、政治制度、抗暴斗争、社会

经济、生活习俗、文教卫生、宗教信仰、民族工作等8章。概述挈

纲要领，总摄金书，其余各专章只记事实，不作评述，坚持论从史

出。

六、《大事记》由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而以编年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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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记述历史上发生在本县范围内的各民族的重要事件。

七、本书采用记、志、图、表、录体裁，以志为全书主体，图

表分别附在各章节中。

八、本书一律用语体文、记述体、书面语。力求言简意赅、朴

实流畅。

九、凡历史纪年、地理名称、机构官职等，均照当时习惯称

呼。历史纪年加注公元，古地名加注今地名．

十、本书度量衡计算单位、简化字、标点符号、数字用法，均

按国家有关规定使用。民族语言加注国际音标。

十一、本书所用数字，建国后一律以统计局提供的数据为准，

未纳入统计序列的以业务部门提供的数据为准。

十二、对需援引旧志或历史档案资料时，凡带有民族歧视，侮

辱性的语言、词汇，一律加以纠正，如不能反映当时实际的，加引

号或加注于该页正文末。

十三、对民族识别工作末开展以前的已故人物的民族成份，视

其后代或血缘关系，正本清源，确定其民族成份。

十四、本书资料，主要取自省、地、县的档案资料和本县民族识

别、恢复民族成份所掌握的资料，部份采用报刊杂志及回忆录、口

碑资料，为节省篇幅，一般不注明出处。少量解释性注释，排在该

页正文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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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江口县位于贵州省东北部。跨东经1 08。307—1 09。067，北

纬27。277—27。587．东邻铜仁市，西北接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西毗石阡县，北抵松桃苗族自治县，南临岑巩县。县境东西长5 2

公里，南北宽5 5公里，总面积1 8 7 3平方公里。

江口在春秋战国时属黔中；秦始皇统一中国，设置郡县，江口

属黔中郡；汉代后属武陵郡；梁、陈时期一部份属南阳郡，一部份

属戌夜郎郡；隋朝属辰州沅陵郡；唐代曾设辰水县，属充州辖；宋

以后，宋王朝在西南蛮夷地区设置羁縻州，江口一部份属沅州，一部

份属鹤州；元置省溪坝场军民蛮夷长官司、提溪蛮夷长官司，隶都

云定云安抚司(今都匀县)，后改隶思州安抚司(今岑巩县)；明

改省溪长官司、提溪长官司，隶思州宣慰司；明永乐十二年(公元

1 4 1 4年)改隶铜仁府；清光绪六年(公元1 8 8 0年)贵州巡

抚岑毓英在平定刘满义军后，奏请清廷将铜仁府辖铜仁县移至大江

口，光绪九年(公元1 8 8 3年)铜仁县署正式移至大江口，废除

了省溪、提溪长官司；民国二年(公元l 9 1 3年)铜仁县治所迁

回铜仁，以原辖区建立了江口县，l 9 4 9年l 1月，中国人民解

放军二野三兵团解放江口。 l 9 5 0年3月1日成立了江口县人民

政府，县人民政府驻双江镇。

全县辖双江、闵孝、民和、桃映4个区和1个区级镇双江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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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区设置2 2个乡、镇人民政府，l 4 8个村民委员会，1 7 2_

个村民小组。 1 9 8 7年全县总人口l 8 4 2 4 9人，其中少数民

族人口8 2 0 0 3人，占总．人口的44．5％。除汉族外，居住着土家

族、苗族、侗族、仡佬族、羌族、回族、瑶族、黎族、壮族、京

族、布依族、畲族、傣族、彝族、满族、白族、佯家(未定族称)

等1 7个少数民族。 (附表)

江口属贵州高原iH-t-,湘西丘陵过渡的斜坡地带，县境西部为武陵

山脉主峰梵净山。金顶海拔2 4 9 3．8米，最高峰凤凰山，海拔

2 5 7 0．5米；最低点溪口乡石埂，海拔2 7 5米；县城驻地双

江镇海拔3 6王米。

境内河流属长江流域洞庭湖沅江水系，主要有闵孝、太平、桃

映、车坝等4条河流。桃映、阂孝、太平3条河流注入锦江，系五

溪之一辰水上游；车坝河流入舞水。

江口县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土特产品有杜仲、栓皮、厚朴、

麂皮、麝香、蜂蜜、蛇干、熊胆、熊掌、獭干、天麻、苎麻、木耳、

五倍子以及桃、柿等。特别是野生果品猕猴桃，年产2 5万公斤以

上，已被县罐头饮料厂大量加工生产，产品有果酱、果酒、果汁等。

色鲜味美，营养丰富，远销北京、武汉、马来西亚等地。此外，还

有历史悠久的地方名特产豆腐干、酢萝卜以及茶寨糯米、德旺油板

栗、桃映花生等。其中茶寨糯米，粒大饱满，色如玉，相传清咸丰

年间曾为朝庭贡品；豆腐干则圣誉四方，其制作工序独特，产品营

养丰富，光泽透明，食之芳香有余味，畅销省内外，是馈赠亲友的

传统特产。

江口山川秀丽，气候宜人，自然景观多彩多姿，武陵山脉主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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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净山，蕴藏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和独特的旅游资源，是世界上同

纬度地区动植物和森林生态保存最完好的地区，1 9 7 8年已列为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面积5 8万多亩，其中有3 8万多亩在

江口县境内。区内丛峦叠嶂，沟谷纵横，云蒸雾绕，潭溪淙淙，奇

花异草，古木参天，磐石碉垒，蔚为壮观。有属国家一、二级保护

的珍稀动植物“国宝”黔金丝猴、华南虎、大鲵(娃娃鱼)、红腹

危雉、髭蟾、鸳鸯、珙桐、贵州紫薇、香果树、银杏。还有红面

猴、熊猴、云豹、林麝、毛冠鹿、苏f-J雾4"、大灵猫、山獭、穿山甲、

五步蛇、竹叶青等珍禽异兽。有大面积的黄杨林、冷杉林地和灵芝、

猴头、竹荪等真菌资源。故有“森林公园”、 “宝山”和“自然基

因库’’的美称，是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

梵净山自明代以来就成为佛教圣地，近几年来旅游事业得到了

开发。著名的旅游风景点有金顶古庙、金刀峡、天仙桥、万卷书、

磨菇石、九龙池、一天门、拜佛台和始建于明清两朝的观音殿、镇

国寺、承恩寺、通明殿、圆通殿等古建筑群遗址；此外还有太子石

风景区、凤凰山风景区。瀑布云、日出、佛光、杜鹃堪称武陵“四

绝”。每年旅游季节，都有国内外专家学者和大批旅游爱好者慕名

前来进行科学考察研究和观光旅游。县城内的“三星伴月”、龙津

阁；城郊的“三狮拜象”；距城三公里的甘溪沟、天生桥；距城8公

里的白水洞；距城l 5公里的黄鹄山风景区，伴同武陵明珠梵净

山，构成了江口旅游的动人画卷。

明万历敕赐碑、梵净山金顶古庙遗址、道光禁砍山林碑、梵净

山金顶摩崖三角庄红号军起义遗址已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县级

文物保护单位有：磨湾红十六、十七、十八师会师旧址、朝阳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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