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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 图： 冉丽铭(女)

工作人员： 周子明·

书名题字： 刘之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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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仁市是一个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地区。历史上统治阶级的民

+族歧视和压迫，以及同化政策，把世代生息繁衍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

上的少数民族，统侮称为“武陵蛮，，、 ‘‘五溪蛮力、 “苗蛮"。广大少

数民族被迫隐瞒各自的民族成份。建国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中全会

以后，遵照党的《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

同繁荣”政策，开展民族识别和民族成份恢复工作。到一九八八年，铜
· ，。仁市共有侗族，土家族、苗族、瑶族、回族等二十四个少数民族，人口

r” 为l 2 8 0 6 0人，占全市总人口的4 7．5％。有民族乡1 7个。．

·．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铜仁市各族人民以自己的勤劳、勇敢和智

慧，开拓、建设铜仁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创造了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灿

烂的文化。许多生动的史实需要记载，大量的珍贵资料需要辑存，、丰富

的经验需要总结和研究，将历史的变迁载入史册，使之代代相传，是我

们当代人义不容辞的职责。 ’．

．

“鉴古知今，，，通过对历史的总结、研究，给人们以启迪，有益于当

代，惠及后世，这就是编写民族志的目的和意义。铜仁市民委组编《铜

仁市民族志》，运用唯物主义观点和历史资料，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反映

铜仁市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现状，以及他们在各项建设事业中所作的贡

献的和成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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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是《铜仁市志》的一个组成部分，定名《铜仁市民族

志》。

二、指导思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力求做到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三、编纂原则；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突出民族特征、特点、为社

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

四、时间断限：取事主要从l 5 9 8年建立县治至1 9 8 8年，也

有极少内容适当上溯或下延。

五，内容编排：全志书设六童和附录；分章节记述；根据需要，部

分章节在正文之前加一小序，概括本章内容或提示记述重点；附录，全

文或节录。 ．

‘1

’

六、表达形式：大事记，按事实发生的年月日顺序排列， 以时系

亭；全志书，用横排竖写，以文字记述为主，辅以图表、照片；内容层

次，根据内容需要，部分章节标有一，二、三等系列号码。

七、纪年方法：采用公元纪年，中国纪年放在括弧内；在行文中务，

必用中国纪年处，则将公元纪年放在括弧内。 ：。

’

。 八、称谓书写：各种机构、部门、社会团体和会议名称等，在行文

中第-．次Es现时，一律用全称。多次出现时则酌情用简称，如中国共产

党铜仁县(市)委员会，简称中共铜仁县(市)委；铜仁县(市)人民。

政府，简称县(市)政府。其他依此类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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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修志资料来源广泛，在行文中不一一注明出处；援

均在页末注明；志书中建国以后各种统计数字，均以铜仁

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按现行(1 9 8 8年)行政区划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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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仁市民族志编纂领导小组名单

序 一；、

凡例+

概述········．．··················”··········”···o 04 e oe oo e····一·····-··i···············l

大事记⋯⋯⋯⋯⋯⋯⋯⋯⋯⋯．⋯⋯⋯⋯⋯⋯⋯⋯⋯⋯⋯⋯⋯⋯⋯⋯⋯·4’

第一章 民族工作(1 4—3 O)j’；-。 r一 +’|

一
?

笫一节，领导机构ooo o o o e oD o o e⋯⋯⋯⋯⋯⋯⋯⋯⋯⋯⋯_⋯⋯⋯⋯l 4

第二节恢复与更正民族成份⋯⋯⋯⋯⋯⋯⋯⋯⋯⋯．．．⋯⋯．．．⋯lj 4

第三节 民族经费⋯·jo o ee ooo

o．’o
o o o o o“⋯⋯⋯⋯⋯⋯⋯⋯⋯⋯⋯?⋯l 7

第四节．档案与文物⋯⋯⋯⋯⋯⋯⋯⋯⋯⋯⋯⋯⋯⋯⋯⋯⋯⋯．．．2 8
。

第二章 民族户籍(3 l-'-4 3) t，t ，

+t

．。

7第一节族源⋯⋯⋯⋯⋯⋯⋯⋯⋯⋯⋯⋯⋯⋯、⋯⋯⋯⋯⋯⋯⋯⋯3 l

第二节 民族构成⋯⋯⋯⋯⋯⋯⋯⋯⋯⋯⋯⋯⋯⋯⋯⋯⋯川⋯⋯3 3

第三节少数民族人口性别构成⋯．．．⋯⋯⋯⋯⋯⋯⋯⋯⋯⋯⋯⋯3 8

第四节少数民族现有姓氏⋯⋯⋯⋯⋯⋯⋯⋯⋯．．．?·o o o o o o o o o o o g oi··4 1

笫五节．民族寿星qp qP'．4r g B O O·qlD O·4D 011 qlJ g”B：··∥⋯···：O Q O O O O Ol⋯⋯⋯-．．．⋯⋯⋯4 3．

笫三章 民族乡．(4 4—5 8)． 、．j。’．』，；一一。-7．：：一j1 ‘：’

’第一节．建立民族乡⋯⋯⋯⋯·0。O O e o／’o O■⋯⋯⋯⋯一．．⋯⋯j o

e。O

o o oo’、⋯4 4

第二节民族乡简介⋯．．．．⋯⋯⋯’⋯⋯⋯州⋯⋯⋯⋯⋯⋯．．．_⋯⋯4 5

第四章4生活习俗(5 9—7 8)一， 一“ ，．一 ⋯．√。’

‘第一节衣食起居⋯⋯⋯⋯⋯⋯⋯⋯⋯⋯⋯⋯⋯⋯⋯⋯⋯⋯⋯⋯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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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婚丧喜庆⋯⋯⋯⋯⋯⋯⋯⋯⋯⋯⋯⋯⋯⋯⋯⋯⋯⋯⋯”6 6

第三节节日e o e e e 0 e e e e e e o oo⋯⋯⋯⋯⋯·：．⋯⋯⋯⋯·⋯⋯‘?⋯⋯⋯．．7 3

第四节 汉族⋯⋯ ⋯⋯⋯fi：o o e o o o o o o eo■·⋯⋯⋯⋯⋯⋯⋯⋯⋯．．7 8

第五节其他少数民族⋯⋯⋯⋯⋯⋯．．．．．．⋯⋯⋯⋯⋯．⋯⋯⋯⋯⋯7 8．

第五章 方言俗语(7 9—8 5) j
。：’

；、：

第一节语言文字⋯⋯⋯⋯⋯⋯0 9 O O O Q⋯⋯⋯⋯⋯．．．⋯⋯⋯⋯⋯⋯7 9

第二节词汇⋯⋯⋯⋯⋯⋯⋯⋯⋯⋯⋯⋯⋯⋯⋯⋯⋯⋯⋯⋯⋯⋯7．gI

第三节谚语⋯⋯⋯⋯⋯⋯⋯⋯⋯⋯⋯⋯⋯⋯⋯·?⋯⋯⋯⋯⋯⋯·&2

第四节歇后语⋯⋯⋯⋯⋯⋯⋯⋯⋯⋯⋯··4J 4[。4J 0⋯⋯⋯⋯⋯⋯⋯”·8。5

第六章 文学·艺术(8 9一．1 O．3) ’；：㈡‘．
．

第一节 民间歌谣⋯⋯⋯⋯⋯Ip Qp 4,4[·0·D·0Ik oIk··⋯⋯⋯一，·1 o 4sg，,⋯⋯⋯⋯8 6

‘第二节 民间传说、故事⋯⋯⋯⋯⋯⋯⋯⋯⋯⋯¨⋯¨⋯⋯⋯l O 2

第三节戏剧⋯⋯⋯⋯⋯O 0 0 B O O O Of U Q O⋯⋯⋯⋯⋯⋯⋯⋯⋯．⋯．．．⋯l l O

第四节舞蹈⋯⋯⋯⋯⋯⋯⋯⋯⋯⋯⋯⋯⋯⋯⋯⋯．．．⋯⋯⋯Ⅲl l 1：

第五节乐器⋯⋯⋯⋯⋯⋯⋯⋯·⋯⋯⋯⋯⋯⋯⋯⋯⋯⋯⋯⋯，l l 2

第六节建筑艺术与民族美术⋯⋯⋯⋯⋯⋯⋯⋯⋯⋯⋯⋯⋯⋯1 l 2

附录(1 1 4一l 2 5)’ ．t， ．．

国务院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公安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8 1)

民政宇第6 O 1号文件⋯⋯⋯⋯⋯⋯⋯⋯．．⋯．．．⋯⋯⋯⋯·1 l 4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8 2)民政字第2 O 4号文件⋯、．．．⋯⋯l，l 6．，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8 6]民政宇第3 7号文件¨⋯⋯⋯⋯1 2 O

贵州省人民政府黔府通(8 6)l 5 O号文件⋯⋯．．一、⋯⋯⋯w l 2．2

贵州省人民政府黔府通(8 7)1 8 9号文件⋯⋯⋯⋯。⋯．．．‘1．2 4。

编后记⋯⋯⋯⋯⋯⋯⋯⋯⋯⋯⋯·’：．．⋯⋯⋯⋯⋯⋯⋯⋯’7．．⋯⋯⋯l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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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仁，；位于贵州省东部偏北边境。+它处于东经l 0 7度5 2分至

l 0 8度2 7分∥北纬2 7度3～i分至2 8度9分。东与湖南凤凰、麻

阳、‘芷江县接壤，南、西、北三面与万山特区、．玉屏侗族自治县、．岑巩

，， 县、：江口县、松桃苗族自治县相邻’i总面积I 5 l 5平方公里，．j。I，。．j!

：。 ．：铜仁：在历史上“舟楫往来，1商贾所集"，川湘黔三省的物资交

流，货物转入输出，在这里集散。它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经济交往地

位，享有“黔东门户”之称。． “： ，：、j

。铜仁历史悠久。溯其渊源，早在秦代就属黔中郡义陵县地；汉为武

陵郡辰阳县地；隋初为静人县，后入辰溪县j隶属沅陵郡；唐称卢阳郡

10 渭阳县；宋锦州砦，二后并入沅州麻阳县。元置铜人大小江军民长官司；?

：’ 隶思州宣抚司；。明洪武(‘l 3 6 8一l 3 91 8年：)初_改置铜仁长官’

：．。?， 司；隶思南宣慰司；明永乐十一年(～1 4 I 3年)二月，，，置铜仁府▲j隶．

，。：：’贵州布政司，．三月，．以铜仁长官司为府治；。明万历二十六年(I一5 9 8
7+

’； 年)四月，改置铜仁长官司为铜仁县，”为一府一县治卜清光绪六年一1

矗· 8 8 0年)改治江口(今江口县境)为铜仁县，。九年(1 8 8 3年)铜7

仁县移驻江口，府、县分治；民国三年(1 9 1 4年)以府治及周围置

铜仁县，县治迁回铜仁，隶属镇远道；民国九年(1 9 2 0年)撤府，j

：。 铜仁县直属省。州铜仁"之命名沿用至今。到l 9 8 8年，全市辖五个

j’ 区，。三个街道办事处，三十一个乡(镇)，其中民族乡十七个。金市总’

善． 人口2698 2 6人，其中少数民族1 28060人，占全市总人口数的47．5叻：i‘

：．’ “j铜仁历史悠久，资源丰富。．境内的侗、土家、苗等少数民族的先

：j 7民，与汉族人民一道，以无比的智慧和勤劳勇敢的精神，：在丛山峻岭中：

移’‘披荆斩棘，共同开发了这块美丽富饶的地方。f0 o 。一。一，二’

i； ．。：铜仁的侗：．土家、苗等民族，：在征服自然和反抗压迫的斗争中，运

：oj 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方法，创造了许多优美动听的诗歌、神话。，历

-
‘

．

一+ 绷三·+，。 一i 1一
}L ．

”
’



史传说’．童话、笑话、谚语等文化艺术作品，千百年来，他们用文口头

学，丰富自己精神生活。各民族擅长工艺美术，如雕刻、纺织、刺绣、；

编织等，为祖国的文化科学作出了贡献。反映侗、土家、苗各族人民生

活、思想、，情操的民间文学j工艺美术，在旧社会里，从不因蹂躏而灭

迹匿声。解放后，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县文化部门立足于繁荣民族

文化，活跃人民生活，做了大量的有益工作。 j’

铜仁侗、土家、苗等民族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明嘉靖年间，

参加过黔东北苗族人民反对铜仁知府魏文相的斗争；清朝顺治、咸丰年

间，他们又反抗过官府的横征暴敛，痛打过为非作歹的地方官吏。1 840

年鸦片战争后，全国人民不断掀起了反对半殖民半封建的斗争。清同治

年间。铜仁各族人民参加了包茅仙和张秀眉、包大度的起义军。在军阀

统治时期，各族人民同残暴的军阀统治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 9

2 5年冬，贺龙率领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来到了铜仁，三寨芭蕉冲侗族

青年罗忠义(原名罗树奎)率众投奔贺部，走上北伐的征途。国民党统

治者对各族人民的残暴统治，遭到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各族人民在斗

争中盼来了翻身解放。1 9 4 9年l 1月1 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

了铜仁城， 1 2月铜仁县人民政府成立，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就向全国人民庄严宣布：彻底废

除一切民族压迫制度，各民族一律平等，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保障民族

平等权利，禁止歧视侮辱少数民族的法令和决定。少数民族和汉族相互

了解和信任，加强了各民族人民间的平等与团结，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

社会安定。

党和政府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使各族人民有利于生产和民族

繁荣的习俗，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不利于生产，不利于人民身心健康的

陈规陋习，随着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也逐步淘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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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誊
象
譬 铜仁侗、土家，苗等少数民族，在旧社会，‘倍受统治者的残酷压迫

和剥削，特别是清代的同化论，各少数民族人民的民族成份得不到。承’

认。建国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国务院人口普查领导
’

小组、公安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8 1)民政字第6 0 l号文件精．

神，进行民族识别和恢复、改正民族成份。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法》，

l 9 8 7年8月，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建立了铜仁市Jll洞土家族苗族

乡等1 7个民族乡，少数民族当家作主，成为国家的主人。

历史上，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建国后，各族人民之间进一步友爱合

作。三十多年来，他们彼此信任，携手并肩，开拓前进，在发展和繁荣

铜仁的各项建设事业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l 9 8 8年与党的十一届 、

¨～三．中全会前的l 9 7 8年相比，全市工农业总产值增长2．6 9倍。实

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党的民族政策，给各族人民带来了繁

荣兴旺。铜仁的面貌将发生更新、1更大的变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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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j，·．。·一一．(．1 2 7．1_l 9 8 8年)．’：’‘：：。|。j^4：j．，’·鬈：-

，

、’．： ‘，

：． ．。

1 2 7 1—1 2 8 3年(元世祖至元二十年岁 ．’t?

置铜人①大小江军民长官司，隶思州宣抚司。
。

1 4 1 3年(明永乐十一年)
‘

．．二月，设置铜仁府②，隶贵州布政使司。辖铜仁长官司、省溪长官

司，提溪长官司、大万山长官司。
“。 ‘。“ 一

l 5 3 6年(明嘉靖十五年)。。

是年，发生了黔东北苗族人民反对铜仁知府魏文相压迫的起义。

l 5 9 8年(明万历二十六年)，‘
。

， l 。

，2 四月，铜仁长官司改置铜仁县，治所在铜仁府城外附郭西北。i

l 6 4 8年(清顺治五年)1
·‘+

。

．’

’一

农民军首领李白成牺牲后，李之部将李过、李来亨率领农民军余部。

深入到黔东的铜仁、，思州， “屯耕山田’’，且耕且战，’坚持抗清十余

年，有众数十万，其中有不少的苗族：’直到康熙三年(1 6 6 4年>，’

才告失败。 。‘‘．‘

。。

l 6 6 2年(清顺治九年)。l j 。。．’。 _，一’

明末农民义军首领张献忠的部将孙可望，攻占辰州，进取铜仁。。后：‘

孙受人挑拨，和部将李定国发生内战，孙兵败变节降清。从此铜仁归附‘：

’

①《铜仁府志·建置志》：府城西南隅j，当大小江汇流处有石名铜

岩i相传元时，：有渔者没水底j得铜仁三挽而出之，因名铜人。j～’

一j⑦。明改铜人作铜仁，人：，仁古通用。： _ _ ．曩．一-t
⋯{

， ，，4。‘

；∥．。．。”曩参#气，．尹≯■}．每“+‘



l 7 9 5年(清乾隆六十年)

月二十八日至二月二+日j苗族起义军首领吴添半率领腊尔山一

义军，向西南进军，先头部队打到铜仁城。一直打到云、‘贵、JIl

清军大兵会剿之时，起义军被迫转穆。

1 8 5 5年(清咸丰五年) ，

月二十八日至十月二日，铜仁府斋教首领、、举人徐廷杰，为反对

横征暴敛，在铜仁大江起义，，号称“红号军"，进占铜仁府城，

狱，释放无辜“囚犯，，。铜仁府知府葛景来自杀身亡。

九月，

1 8 6 2年(清同治元年) ，

侗族农民军首领姜映芳，壮烈牺牲于铜仁。

1 8 6 3年(清同治二年)

腊月，松桃苗族起义军首领包茅仙领导的义军一部，越过七星坡，

直插铜仁卜口场，进攻铜仁，攻城不克，后撤回。

．

l 8 6 5年(清同治四年) ，

十月，张秀眉、包大度苗族义军和侗族义军联合，深入敌后合攻铜

仁，前锋直达松桃，乘胜进击湘西。 一． 、
，

1 8 8 0年(清光绪六年) j

改江口(今江口县境)为铜仁县地。九年．(1 8 8 3年)移驻。

府，县分治。

．、．，

．． 1 9 1 4年(中华民国三年) ，。，，，!．

．．一月，撤铜仁府，以府治及周围置铜仁县。治所从江口迁回铜仁。

’’： ： l 9 2 4年(中华民国十三年)
’

五月，贺龙率部进驻铜仁。贺部驻铜期间，军纪严明，取缔苛捐杂

税，剿匪除害，保护商贾，畅通水，邮路，给广大人民留下了深刻印

·5·

’了



．．·’一，’
。一．；’ ：i。．：÷，i．、：。j 十

。．t

I 9 2 5年(中华民国十四年)

十一月，贺龙率国民革命军第二次进驻铜仁扩军。时有船贵州东路

清乡寥’第五支队队长、’三寨芭蕉冲侗族青年罗忠义(原名罗树奎)率部 。

：投靠贺龙部，任独立第一团第一营营长，翌年二月j‘从铜仁出征北伐。：’

同年8月1 8日，罗在湖北公安县黄金口战斗中壮烈牺牲。
’

-：1 9 2 8—1 9 2 9年(中华民国十七年至十八年)，。，、

十一月，贵州军阀周西成与李晓炎两军阀，在秀山、松桃、铜仁’J。

．‘镇远一带发生混战，在铜仁境内，，无寸土尺壤、”匹夫匹妇得免于灾难．
．

，

者。j ．一。：7．_j．．。’；7嚣+_

∥·j： ，：。 ：l 9 3 4年(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一，．、|_· ≯：

十一月，王家烈，车鸣翼两军阀在铜仁j松桃一带发生混战，兵连。

祸结，各族人民惨遭灾难。 ：
．． 一，：：i．

一·、 1 9 3 6年’(中华民国二十五年)． !’-’i、

。j 一月初八日，红军十六、十七师从晃县龙溪口向江口开发，途经铜

仁牛场坡、大坪场。在包缅附近与敌柏辉章激战，转瓮岩。带宿营。红

”军打开杨伯安、陈西胜等大地主家的粮仓，f将粮食，，衣物分给贫苦农
’

民，并在包缅苗寨的桥头岩壁上写下：’“打土豪，均贫富"的标语：_：

，
1 9 4 9年(中华民国三十八年)‘ i 0 o e÷； ’

7、’l 1月l 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军第二十八师解放了铜仁．．
⋯

1 2月1日，建立了铜仁县人民政府。，：t，一：。√．：，?1i’毒j。l
。

+．．

。l 9 5 0年·
’

·’i一．乙一

2一．4月，瓦屋乡乡长谢尚钧(侗族)被土匪杀害于召田：’童：j i ‘

’

1 9 5 2年 ’、

，’、．，：。 ¨，¨ ：
r

。

l 2月l 1日，中国共产党铜仁县委员会部署全县民族工作要点
‘

，

_． 。．6．．

*吣、罄驾磬游警雾蟊，，妒一、、萨嬖盘．。．式∥

一．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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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摸清全县少数民族的分布情况；

心少数民族生活。， ‘：，：一、j ：

尊重民族风俗；宣传民族政策；，

j，’，‘．。l 9 5 5年一。，．’ ，．=， 一。 j：!．，一?
。

．

’

? ‘
’

： ；1月l 6日至2 0日，铜仁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铜

仁举行，有少数民族代表1 4人参加。 ’|． o j』： 1一。 ．．．一

．

1 9 5 6年一 ． 。
．，， ，、：。i ：．

9月2 6日，铜仁县人民委员会决定，成立中寨、界牌、银岩、大

兴四个民族乡。同年I 2月，划归松桃苗族自治县管辖。

{，，1 2月3 0日，据年报统计，全县少数民族2 5 7 3户，*年总收入

为3 7 2 5 2 7元(旧币)。

是年，铜仁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县人民委员会的委

员中，各有一名少数民族委员。
：

‘

1 9 5 9年 ，‘。，‘ 一． ·．，．

7月l 9日，铜仁县第三届人大第二次会议在铜仁举行，有少数民

族代表2人出席。，I ，、 ．，一’

。1 9 6 0午，一一一4 j， ．’" ．一

l 2月2 8日，铜仁县第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在铜仁举行，有少数

民族代表3人参加。 ．

．‘

‘； 一． ．一：

1 9 6 3年
．．，

． i

铜仁县第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在铜仁举行，，有少数民族代表7 7 7

人(苗族7 l 2人，回族6 5人)参加。：。_。t，， ，，，7

l 9 6 5年 ，．-．．

1 2月2 7日，铜仁县第六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在铜仁举行，有少数

民族代表5人出席。 ‘’：·；

1 9 8 1年 ．．

‘●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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