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譬

石以秘氏旅点
簦鬻誉篓瑟蒺豢露慕誉一乳裳黎



石阡．县民族志

石阡县民族事务委员会编

e：．；一‘、，^P



《石阡县民族志》

编辑工作人员名单

主 编 吴光昌

副主编梁武朝

编 审 张先焕杨沛伦杜宏胜

编 r辑 成钟楷 陈绍尧 安仲廷 郭建林蔡正国

摄 影 尹显明 王晋黔 刘家伦林文秀

制 表安仲廷

资料查阅 黄启发谭其强 杨再勇

封面设计陶大熬
。。

封面题字陶大熬

校 对梁武朝谭其强 安仲廷



张先焕

●

盛世昌明，修志乃兴。为存我县各少数民族历史之真容，述发展之

艰辛，，颂先辈之宏德，扬英雄之伟业，众手举笔， 《石阡县民族志》编

纂成册。其工作自一九八六年四月至一九八九年七月付印出版，历时四

年，成书约十万余字，凝数十入之心血。值此，谨向全体编纂人员和关

心支持修志的各方面志士仁人，致以衷心的感谢!

石阡古属群舸，夜郎，建置颇早，源远流长，实为仡，侗，苗等少

数民族繁衍生息之地。《石阡县民族志》，主述我县近代少数民族之发

展变化，适当上溯历史渊源。建国前，历代统治者对少数民族极为歧视，

残酷压迫。明初“赶苗拓业”，实行屯田屯兵。至明永乐十一年建“石阡

府”，十二年三月由石阡府领四个长官司，实行土流并治。清因之。至

雍正八年，．大规模地进行“改土归流”，实行“强迫同化，变俗从流’’。

民国时期苛政如虎，遍地哀鸿。加之天道无常，旱涝相煎，“仡侗之乡”

民无宁日。其闻，少数民族反抗斗争之峰火，此伏彼起，前赴后继，可

歌可泣。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

反正，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国泰民安．民心所向，石阡各族人民正在

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合作互助，共同繁荣”方针的指导下，携

手并进，共同致力于振兴石阡之伟业。

新编《石阡县民族志》，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详今略古j着

眼现代∥内容丰富，体例简明，翔实可信，确有鉴古察今之作用。颇具

有一定的现代性，完整性，科学性和鲜明的少数民族地方特色。

纵观历史，见仁见智。为我少数民族修志，黔境尚无篮本，抚卷在

正斧

士日之埔识月鲔啪诚g；

免难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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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石阡县民族志记载石阡十二个少数民族来源，生活特征及经济，

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史实，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

史唯物主义。

二，全志由序言，概述，大事记，志文和附录组成。

， 三、民族族称以国务院公布的为准。

四，上限至战国时期，下限至1987年，个别情况略有下移．

五，采用第三人称语体文记事。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纪年方式，用旧纪年夹注公元纪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

七，志文中的地名，一般用当时名，适当加注今名。

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志文中简称解放后。

’九，资料来源：史书，档案、社会采访，文内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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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阡，位于贵州省东北部，与江口，岑巩，镇远、施秉、余庆、凤

岗，．思南、印江等县接壤，总面积2173平方公里。在这块土地上，山峦

重叠，气候温和，物产丰富，生活着包括汉族在内的十三个兄弟民族，

其中，少数民族有仡佬族、侗族，苗族、土家族、蒙古族、布衣族，回

族，彝族、壮族、瑶族，羌族、满族。少数民族人口为1 56542人，占全

县总人口的5 1．5％。

仡佬族是最先在石阡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的民族，它的历史可上溯

至二千多年以前。秦汉以后，苗族，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陆续在石阡定

居使石阡成为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他们共同创造了石阡的历史。

元代之前，石阡无建置，无文字记载，属原始部落群居。

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97年)，置石阡军民长官司，石阡始得名。

整个元代，明代直至清代前期，石阡均属土司辖治，长达五百多年。在

土司统治下的各族人民，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他们不仅要向土司交纳

苛税，每遇土司家办红白喜事，还得服劳役和送礼。稍有违抗，就将受

到土司的酷刑惩罚，今公鹅乡原属洋溪公鹅长官司副长官辖，其署址和

牢狱尚存，这是历史的证明。由于不堪忍受土司的压迫和剥削，’各族人

民的反抗斗争从来就没停止过。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苗族领袖龙维

宝，王占田率众起义，克石阡府杀知府胡信，具有代表性。

清代中后期，改土归流，是历史上政治制度的一个进步。但是，这

并未使各族人民受压迫和剥削的程度有所减轻，因而各族人民的反抗斗

争仍此伏彼起，震憾着封建王朝的统治。发生在咸丰，同治年间的红号

白号，黄号农民大起义，坚持斗争数十年，在石阡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

一页。 、

‘由于政治斗争的风起云涌，推动了生产的发展，社会的进步。 明代

以前石阡基本上是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且农作物品种单一。加上交通

闭塞，手工业和商业也极端落后。战争和其它因素，使移民不断入阡，

-____，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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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了先进的耕作技术并改变了农作物的单一结构，稻、麦、红薯、．玉

米陆续在石阡得到发展。同时榨油、养蚕、’丝织等手工业生产以及商业

．贸易开始在石阡得到逐步的发展。

由十三个民族创造的石阡文化，是灿烂多彩，独具风格的，它成为

整个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组成部份。

石阡仡佬族的傩堂戏，有四百多年历史，一直受到各民族的喜爱。

傩戏既有艺术欣赏价值，又充分反映了历史上石阡的世态风情。1987年

傩戏面具在首都北京展出，这门古老艺术深受中外专家学者赞赏，誉为

“民族瑰宝”。
’

除了傩戏，木偶戏也是石阡的特色。解放后，人民政府还成立了木

偶剧团，曾到全省各地巡回演出，深受各族人民的欢迎。

石阡产茶，每逢春节都要玩茶灯。石阡茶灯的大场面，独特的艺术

‘样式为全省鲜见，也因此至今仍受到各族人民的喜闻乐见。

具有悠久历史的石阡文化还表现在文学创作，戏剧，曲艺，传说，一

故事，诗歌，谚语等诸方面，这是石阡各族人民的共同财富。

．勤劳奋进的石忏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

为振兴石阡经济，创造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作出了贡献。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彻底消除了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1979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全面落实党的民族政策，进行民族

识别，开展恢复民族成份工作，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和赞扬。同时，党

和人民政府不断关心少数民旃聚居地区的经济，文化，教育和卫生等工

作。I 98’4年，石阡县民委成立起，在县政府的领导下，每年都要拨出大

笔经费帮助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购车，修路，建房，建校，使各族人民

深感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幸福和温暖。

石阡，现在较之解放前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也不讳言，仍然是

一片贫困的土地。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

正确领导下，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将会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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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部分

大 事 记

楚怀王时期(公元前328—299年)

庄脐起义，率百濮族大迁徙经黔入滇，一部分在群舸江，乌江流域定居。石阡先民为濮

人，即仡佬族。

东汉初年(25—49年)

马援伐五溪蛮，迫使苗族西迁，沿清水江深入贵州腹地，石阡始居住苗族。

西晋末年(316年)

谢怒为群舸太守。仡佬族谢氏家族由此兴盛。

唐武德三年(620年)

群州改为充州，石阡属充州辖地。

唐天宝三年(744年)

充州改羁縻州，侗族开始在石阡定居。

元至元+四年(1277年)

思州土著首领田谨贤降元，授安抚使，领一县二十二长官司，今石阡境内有三个长官司，

其中石阡军民长官司，葛彰、葛商长官司属思州管辖，洋溪公鹅长官司属镇远州管辖．

明永乐+一年(1413年)

石阡始设府，府署在今汤山镇。石阡府辖一县三长官司。县为龙泉县(今凤岗县)，长

官司为石阡军民长官司，葛彰，葛商长官司，苗民长官司。

明正统+四年(1449年)

苗族农民领袖龙维宝，王占田率草塘苗族义军攻克石阡府城，杀知府胡信。

明嘉靖二+一年(1542年)

铜仁苗族义军攻陷石阡府城，活捉推官邓本中。

明万历辛卵年(1592年)

城关镇侗族安德荫京试举人，官巴州入祀乡贤。

明崇桢辛亥年(1637年)

高魁乡长坡侗族冯鉴京试举人，官四川綦江县知县。

近现代部分

清嘉庆丁丑年(1818年)·

城关镇侗族徐培深，张海澜京试进士。徐培深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迁户部主事升补江南

遵监察御史。张海澜进士改内阁中书官四川华阳县知县迁成都夔州等府知府升川东道。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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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道光丁酉年(1838年)

甘溪乡仡佬族蔡文Hf{更名腭京试拔贡，官安徽舒城英山太湖风台等县知县。 ，

清道光庚成年(1850年)

中坝区黄毛仡佬族李文森京试进士，累官安徽兵备道署按察使。

清咸丰辛亥年(1851年)

花桥乡侗族杨大镛思科举人，官仁怀县教谕。

清咸丰五年(1854年)

龙洞乡仡佬族农民毛正年率三千余众在龙洞毛家寨举行起义，起义军以红巾为标志，称

“红号军”。毛正年闩称“大仙”。

清咸丰七年(1857年)

侗族领袖划义顺领导“白号”义军在荆竹同起义。

清成丰九年(185947) ，

侗族农民领袖唐学东，仡佬族肖桂胜领导“黄号”义军在河坝印把山起义。

清同治元年至四年(1862-----1865年)． ，

红，向、黄号义军先后攻陷石阡府城，知府严谨等毙命。

清同治癸酉年(1874年)

甘溪乡仡佬族蔡嵩裙、锷五予京试拔贡。

清光绪戊子年(1888年)

城关镇侗族安沛澜：京试武举。

清宣统已酉年(1909年)

尧民乡侗族王万杰(原石阡辖)，石固乡仡佬族费培材，城关镇苗族龙心慧等京试拔贡。

费培材官四川知县，龙心慧四川州判。

清宣统壬子年(1912年)

花桥区瑶族雷国音，侗族罗光前，罗光灿，梁廉隅京试举人。

民国二+三年至二+五年(1934一1936年)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先后两次途经石阡。仡佬族彭莲芳，彭德

荣，侗族杨再华等一千余人参加红军。

1951年8月9日

县人民政府训令，严禁歧视少数民族和对少数民族进行侮辱性称呼。

1956年7月24日

中共石阡县委行文，特许少数民族地区可免税煮酒，并对少数民族自然领袖安排适宜工

作。

1960年2月23日

从五德、中坝、花桥、白沙等区选派民族代表共5人赴北京，四川，云南，贵阳等地参

观。

1982年9月

县政府组织工作队赴青阳、高王等公社对少数民族进行摸底调查，至-1983年2月结束。

1983年2月

县政府成立民族识别工作领导小组。设置办公室?进行民族识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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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3月

县政府成立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1984年4月18日 ‘

地区民委、财政局、铜族字(1984)3号拨给我县教育、卫生经费5万元。。

1984年9月

民族申报试点工作，在龙洞、万安、北塔等乡同时进行，历时二月。
‘

1984年9月

县民委给边沿贫穷的苗族地区高王乡购制一辆柴油运输车，用以帮助解决该乡各族人民

生产、生活资料的运输困难。

1984年12月

县委审奄民族申报工作，并转报省委、地委审批。
’

1985年2月 ．

全县民族成份识别恢复工作审批结束。恢复12个少数民族成份，建立民族文书档案451

卷。
●

T985年6月

地区行署派地区民委副主任田鸿鹄、邹立顺等同志赴我县各区，乡检查验收。

1986年3月

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副教授翁家烈，省民族学院页史系党委书记李知仁到石阡对仡佬、

侗、苗、满、蒙古等少数民族进行考察。

1986年4月

’县民委组织的“抢花炮”队参加铜仁地区民族体育运动选拔赛。 ：

1986年5月

． 县民委组织具有石阡少数民族特色的“毛龙，，灯，首次赴省参加“四月八”民族体育运

动会表演。

1986年6月7日

地卫生局，财政局、铜卫计宁

端困难户看病补助专款0．9万元。

1986年7月4日

(1986)7号，下拨贫穷少数民族地区，边远高寒山区极

贵州省人民政府(86)黔府]m1_50号文什，1987年地区民委地族字

石阡少数民族实有J56，542人。’
·

1986年8月29日

(87)18号文件，认定

省财政厅黔财预字(1986)62号文件，享受民族地区财政体制待遇(石阡县机动金每年

40．1万元)。

1986年9月6日 ·

． 地区民委铜族字(1986)31号，拨给我县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果树款10万元。

1986年10月30日

铜仁地区民委、财政局铜族字(1986)36号文件， 拨给我县少数民族无房建房费4．5万

元。 ，

1986年12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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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民族歌舞团来石阡进行慰问演出，受到全县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

1987年5月14日．

铜仁地区民委铜族字(1987)9号拨给我县少数民族无房建房专款4万元。

1987年6月13日

铜仁地区民委、财政局，铜族字(1987)17号、18号文件，拨绐我县民族丝织厂补助费

4万元。石阡中学印刷厂补助费1万元。

1987年6月18日

铜仁地区民委铜地族字(1987)19号，拨绐我县民族服装广贷款贴息0．6万元。

1987年9月

县政协，民委、卫生局、科委联合组织医疗队，赴边沿高寒的苗族地区高王乡给各民族

群众看病治病。

1987年10,el 。

县民委为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在县直机关组织“民族政策，民族知识’’抢答赛。

1987年11月

县民委在白沙乡化塘村傩堂师刘明忠家收集已保存四百多年的傩堂戏面具，第一次参加

在北京举办的“贵州省傩戏展览"，中外专家学者，誉傩戏面具为巾国民族瑰宝。

1987年11月

县政府派代表团分赴印江土家族苗族向治县，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务川和道真仡佬族自

治县的成立庆祝。

是年地区民委用3万元贴息贷款扶持县民族服装厂，生产民族工艺鞋和民族服装，深受

少数民族的欢迎。．

是年，县民委为龙井、均田、宝龙、高魁、人群五乡各购电影放映机1台。

是年，县民委用贴息贷1万元，扶持县民族丝织厂生产排须、吊须和少数民族特需的绣

花线。连同1985年、87年共获扶持款15万元。该厂所生产的排须、吊须、绣花线等，获国家

轻工部、国家民委优质产品称号，并颁发了奖状和奖杯。产品在国际国内十分畅销。

是年，县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闭幕，仡佬族代表方再柏当选县长；蒙古族代表余道学当

选人大常委主任；二届政协会闭幕，仡佬族代表曾君坚当选政协主席。六次党代会闭幕，侗

族代表董孝坤，仡佬族代表唐永芳同时当选县委副二恬记。

1988年2月

县民委组织编写的民族文化“三套集成”之一“谚语集成"完稿，分上下集lo万余字。

1988年4月

民族团结先进单位， 石阡县民丝厂出席中央国务院， 国家民委召开的民族团结表彰大

会。

1988年5月

紫云县民族杂技团来我县进行慰问演出，受到我县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

1988年5月28日

铜仁地区民委、财政局，铜族字(1988)21号文件，拨绐我县少数民族无房建房专款4．1

万元。

1988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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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仁地区民委、财政局，铜地族字(1988)26号，拨绐我县补助修石阡温泉大桥专款10

万元。

1988年7月1日

铜仁地区民委在石阡召开民族志书编修会议，会议要求各县加快民族志的编写工作，并

对石阡民族志进行了评议。 ．

1988年7月30日

铜仁地区民委铜地族字(1988)38号，绐石阡民族服装厂贴息0．6万元(含坪地场乡人

畜引水补助在内)。是日，铜仁地区民委铜地族字(1988)39号，发展我县乡镇企业贷款贴

息3．364万元，发展民族地区工业。

1988年7月
‘

铜仁地区教育局，民委，财政局，铜教发(1988)89号，下达我县少数民族地区，中小

学危房改造维修款和投资项，日计划经费52万元。

1988年8月

县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更名为县民族事务委员会，分设宗教科。并派一员负责宗教工

作的干部赴中央民族学院学习。

1998年始

县民委每年以民族经费l万元，支持商乇乡办教育，绐各族学龄儿童免费入学，入学率

从65％上升为97．5％。

1988年9月

县民委组织编写的石阡民族古籍文化“楹联选集，，成稿，全书共25万字，已付印出版。

1989年2月17日

地区民委副主任罗家兰，石阡县委书记孙致忠，县长方再柏，副县长张先焕，政协主席

曾君坚，人武部政委陈顺维，宣传部副部长彭云华，文化局副局长张义甫，文管所长夏熙华

等领导同志一行30余人，赴白沙区均田乡元星村与仡佬族人民共同欢度“上元”佳节，观看

了仡佬族人民的节目演出，省电视台为此录像。



第一章 民 族弟一旱 穴 厥

第一节 仡佬族

一 族 源

楚怀王时，庄矫起义，率百濮族大迁徙入滇，一部分在群；河江，乌江流域定居，成为当
‘ 地的土著先民。 一

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置群舸郡，治所在故且兰。今石阡属群舸郡，最先在石

阡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的是濮人。本庄的濮予沟，白沙，濮溪洞。城关，苍濮塘。五德，濮

菜塘等以濮字命名的村寨全县境内有10余处。，

魏晋时，濮人称为僚人，唐代，又称葛僚或仡僚(iao)。本庄的葛商屯，葛林沟；自沙

的葛旧、葛坪、葛案、葛容，葛耸；中坝的葛票等全县以葛宁命名的村寨30多处。

宋以后，开始称仡佬，有木仡佬、水仡佬、花仡佬、打铁仡佬、打牙仡佬、猪屎仡佬等

称呼。在地名上普及全县。如龙塘区兴隆乡仡岩岭，晏明乡仡池沟，龙井乡仡木盆。花桥区

石固乡仡览、仡狼岭。五德区五德乡仡巴塘，青阳乡仡壁，枫香乡仡沟，地印乡仡来。中坝

区坪山乡仡聘，甘溪乡仡际、仡洞林。龙川区万安乡仡岭，北塔乡仡子曹等全县以仡字命名

的村寨达50多处。随着民族称谓的变更，地名也跟着变改，如本庄区的葛闪渡又更名为仡闪

渡了。对石阡仡佬族史书亦有记载。《史地音义》载： “濮在楚西南”； “僚在群；I呵矽。石

阡《县，府志》载。 “苗民司日仡佬”， “石阡北乡有仡佬"。民间也广为流传着“仡佬，

仡佬，开荒辟草"的民谣。

石阡县仡佬族以谢姓，赵姓为多。两晋末年，谢怒至群舸太守为一方之长。隋唐之际，

谢姓更显赫，有东谢、西谢、南谢之称，盛极一时。后至唐朝开元时，谢元齐死，推西赵本

谢姓为酋长，于是赵姓家族兴旺。现石阡境内仡佬族谢姓168户，870人，赵姓Y01户，4670人

其他姓氏有。陈、成、曾，覃、黄、郭、廖，邵、韩、彭、孙、王、邓、朱， 毛，方等47

姓，计69821人。
。

三 生活特征

1． 衣

封建社会，县仡佬族女子喜穿短裙，绾发于额。老年男子穿土布长衫，布扣。布扣由脖

上斜钉右腋下。壮年，青年男子多穿无衣领短衫，不钉扣子，穿上后向右抄，系腰带。女子

袭青衣，喜用二、三串珠悬于额。或用卜庭珠连串挂于胸，穿大袖衣服，领口，袖口及衣服

边滑都绣有花纹。或用花布条镶以花边。喜戴绣花围腰，头上插以各种银，铜质装饰品。

民国期间，男子改为穿对襟短衫，布扣，7至9颗，多至ll颗，少数无领俗称破肚衣。

女子喜穿绣花勾尖尖鞋，下装裤脚处也绣花或镶花边，或喜用花布或绣花帕子盖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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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这类穿着已不多见，但仍有保存。

2． 食

封建社会，仡佬族人民由于多居住高山或半高山的旯旮角角里，水稻种植面积小，多以

包谷为主食，兼食荞麦、红苕、洋芋，小米和高梁。解放后，人民政府在高山地区兴修水

利，推广水稻良种和其他生产高等技术，逐年获丰，仡佬族人民始以大米为主食，有时掺以

杂粮，但每逢节日祭祀，或红白喜事，都要煮一碗包谷颗颗端上席面，表示对祖先“开荒辟

草"的纪念。以高粱，小米、麦子、红苕、包谷，柿子等酿制米酒，俗称“老火米酒"，四

季皆有。有时还将上述产品，做成粑粑和面条之类，以调济生活。喜吃辣味和糯食，到谷物

成熟时，事先弄一点来吃薪，先绐狗吃，名为“吃薪节”。

3． 住

解放前，仡佬族人民受压迫歧视，多居住在高山或半高山的石旯旮地方。，仡塔溪，仡巴

塘、仡来村、仡沟村、仡佬寨等地的仡佬族，隹的是树身作权架，枝条作领条角，铺上大块

竹片用茅藤缠好而后盖以茅草，四周用高粱杆作壁的房屋，称“千脚棚"。另外一些地方，

住的多是土墙或石头砌成的房屋，因土墙和用茅草盖的房顶，年长月久常逢雨漏而垮塌，又

称“塌塌房"。清代中叶，烧瓦技师由外地入阡，茅屋顶逐渐由青瓦取代，但楼上住人，楼

下作猪牛圈的“干栏式”楼房仍普遍。解放后，仡佬族人民逐步住上了大瓦房，砖房和砖木

结构的房屋。

4． 婚 嫁

解放前，仡佬族盛行早婚。指腹为婚，几岁的男孩与20来岁的大姑娘结婚的现象屡见。

迎娶时，由亲房哥哥背出娘家大门，直到看不见房子方上轿。三天后，新娘回门(回娘家)，

不准上楼，不准扫地。

解放后，旧的婚姻制度逐步解体。五十年代，政府大力宣传婚姻法，指腹婚，童婚的现

象基本杜绝。

七十年代后，同姓不婚，亲戚辈份不合不婚的惯例也逐步改变。

5． 丧 葬

仡佬族有人逝，礼俗繁复，有的至今仍袭用。人死后，死者多换上本民族服饰，并在头

上打个“英雄结’’；表示生投死不投，又称“还娘头"，即还其祖先本来面目。停放时，先

脚朝香火，转18伊。再脚朝大门停放，这是仡佬族倒埋特俗的演变。

晚上，·丧家要请人唱孝歌，俗称闹夜歌。歌前，先立楼请师，接亡安位，烧香化纸，然

后由五至六人为主，多则数十人轮唱，F5i容很随便，一般喜听的有“三国，，、“说唐”，．

“征东”，“征西”、“平南"，“扫北”，“欠口”，“乱阳记"，“杨家将"，“柳阴

记"等故事，也可即兴编唱，天不启明不收场，次夜继续，直至唱到出柩前夜，撤楼送歌，

送亡回殿为止。

出柩前夜，要击鼓而歌，围尸跳跃，称．“打绕棺”。其仪式由阴阳先生举行，先将灵柩

停放中堂，棺上摆设东、南、西、北、中五岳和十殿阎君牌位，下设香案净茶礼品，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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