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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军 言言

中罢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党的民族政

策得到进一步落实，使遭受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民族压迫和民族歧

视较深的贵判土家人，镜复了自己的民主要成份。

我国现有土家族人口 570万，居我国少数民族的第七位，主

要分布在港鄂 )11 黔边武陵山地罩。贵州省有土家族102.8万人，

是构成潮鄂}ll 黔边土家族聚居区的重要部分。

1991年 4 另， 44贵 ffl 省土家学研究会"在锅仁市召开了成立

犬会暨首届学术诗论会，这是一次研究土家族的学者和民族工悻

者的盛会，表明有了研究土家族的专门学术团体，从某个意义上

讲，是民族识到工作的继续和深化，它必将挂动才土家族全宙深

入的研究，有利于弘扬民族精神，加速土家族地区的物卖文明和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贵判土家族的研究迈出了可喜的第一

步。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土家族也同其他兄弟民族一样，为丰

富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她烂文化教出过费已由贡献，在贵判历

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早在春秋战自时期，贵州的东北部·

地区就属于巴子圄南部，土家先民一一-古代巴人挂在这块土地上

繁街生息。到了唐代，建立了以土家族强宗犬娃为首的思到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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噩序言

政权。完晓时期，有"商户岑黄，愚播宙扬押的民谚，言其当时

患州国民、播判杨民实力的强大和影嚼的显幸存。进入晓代，患

剂、思南南宣肆司被废，以其辖地建立了患南、锅仁、石 j平、马

罗、镇远、新化、黎平、思州等八府，加上四周十五卫建立了贵

到行省，为贵州省的建立奠定了夫部分地域基磁。土家族人民具

有完荣的革命传统和反暴捷恶的革命斗争精神。早在商用时嚣，

就曾参加了讨伐商纣王的战斗。所谓"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段

λ纱就远述了巴人作战的勇敢。宋代，有以金头和渴任则天为苦

的农民起义，清成同年间，又有以土家族为主体，规模浩大的吉

号军、红号军、黄号军起义。民国年间，又有"神兵运动P 。第

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攘，贺龙率领红军进入贵到东北部土家族地

区，建立了贵州省第一个革命枝据地一- "黠东特区"。

土家族有自己拉特的习俗，崇拜自虎，供敬土王，信奉耕

玛。婚妇、丧葬、节目、禁忌等方亩，也有许多有到于其他兄弟

民族的风俗写横。土家族有自己关于人类是琼、军始拧桂、原封

求立、自然崇拜等各类神灵的传说故事。有摆手歌舞、茅古斯、

菇草锣鼓等民肉歌谣、音乐舞路、或剧体育、工艺美术等等土家

族的传统民族文化。

f 土家族是一千古老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否有着

丰富均历史资料。但是，由于种种~盟，土家族与其他克弟民族

比较，无论是历史的研究，还是资料的调查整理，起步都晚了半

个世纪。这就要求我们要有强宠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专fl紧对土家

族历史资料进仔拴教、挖辑、整理和研究，将研究和谓查;需步进

行，组织人员，一方百开展民族调查，拴教民;可遗存的宝贵资

料。另一方面，开展深入纽致的研究，组织各种类型的学术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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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会，一个专题一个专题地研讨。

学会决定吉且更《土家族研究}> ，将学术研究成果汇编成册，

以黯于土家族的研究和发展，地为第一集。随着今后学术活动的

开展，将有学术骨值的论文汇编起来，一集一集地出下去。欢迎

对土家族有兴趣的同仁志士、学者专家，都来关心土家族，研究

土家族，广大土家人民是会挚谊地感谢体们的 i

摇再全

一九九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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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指导

黔东北土家族民族识别

国鸿鹊

〈一〉

斯大林指出: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

言、共自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

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马克患主义认为，民族将长期存在，黯级消亡了，国家消亡

了，到了共产主义的梧当一段时间内，民族也不会完全消亡。土

家族的存在，是历史京现实的客观事实，她是祖国大家庭中的一

个少数民族。历史上的封建王朝推行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的政策，

特别是改土归流以后， ;H土家族采取强行 U汉化"，不准说土家

语，不准穿土家族服佑。在统治者的高压政策下，土家族人民不

得不违心地睡瞒自己的族称。然而他们的民族意识、民族文位特

点则世代梧传。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对少数民族工律十分重视，向全国各

少数民族地区派出了中央民族访问图进行访问，宣传党的民族政

策。随后又组织全国性的民族识别和民族调查研究活动。应该

说，对少数民族的重挠和关心都是史无前倒的。但是，由于当时

历史的原因，天才贵州特另可是对铜仨地区少数民族研究甚少。历代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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噩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指导黔东北土家族民族识到

反动统治防级的残酷统治和血理镇压，使得有的人对党的丧族政

策还不够理解e 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 "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

主要是汉族的反动统治者，曾经在我们各民族中闰制造种种隔

酶，欺负少数民族，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影哨，就在劳动人民中间

也不容易很快清除。纱虽然50年代初， ?去?可罢曾经有人提出?灰复

土家族问题，但未引起政府的重挠。 1957年 1 月 3 日中央统战部

以加急电告湖南省委，湖北、四川、贵州、i省委统战部并报中央

"关于‘土家族'为一少数民族成捞问题，我们同意湖南省委的

意觅，可以确定‘土家'为一少数民族。至于‘土家'泼的 23 林

和在湖南省‘土家族'地区如何实现区域自治问题，请湖南省委

考虑提出意见报告中央。居住在湖北、四JII 、贵扑i省边界地区的

‘土家'族中有什么问题，语湖北、四川、贵州省委统战部却以

了解和研究并将情况告诉我们。 n 这一握示精神来传达到黔东北

地区，加之后来的"反左"斗争，放复"土家族" 问题迟迟未得

到解决。

(二〉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自民族政策不断得到落实。

1980年，浦北的来岚、鹤峰相继成立土家族自治县，)11东南积极

开展土家族等少数民族的识别，荧黔东北辑仁地区土家族群众受

到极大的鼓舞，纷纷要求开展民族识躬，恢复"土家族"。为了

解决历史遗留的民族问题， 00家民委从福鄂JrI黔边境地远的实际

出发，正确制定了《湘鄂川黔四省边境地区部分群众恢复土家族

成份工f乍纪要)> ，提出了族复土家族民族成份的方针、政策和措

• 2. 



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指导黔东北土家族民族识到 噩

施，这才捏诙复土家族民族成份提到党和政府的议事吕程上来。

铜仨地区各级党委、政府把黑族识期作为一件大事来扭。中共铜

仨地委指出: "中央有精神，上级有指示，群众有要求，湘鄂JI/

有榜样，势在必行，我们一定要搞，而且要搞好，这是历史黯予

我们的-项光荣高艰巨的政治任务。" "恢复民族成份工作很重

要，是一项科学位、政策性很强的工作，搞好这项工作，对于使

进民族团结和‘四化'建设具有重要作用。鉴于我区恢复民族成

份工作量大，同意地区成立民族识到办公室负责这项工作，为了

如强领导委托孙援华同志分管这项工作〈孙援华同志任地委常

委、行署副专员) 0 "原地委书记张清吕同志强调指出= "快复

民族成份要注意科学性、政策性和严肃性，一要注意掌握历史和

现实的科学位据，二要正确全亩地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三要坚持

民族意识意愿，自愿申报。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这项工作曲领

导。"于是，从地区$lJ各县相继成立了民族识到办公室和领导小

组。全区共建立领导小组47个，领导小组成员266人，办企室52:

个， 2647;干部专职这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一般由县委副书记

或县长担任，领导小组成员自组织、宣传、统战、人事、民政、

共青团、妇联等有关部门组成，这就使快复民族成份工作严格置

于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有关部门的表极协助下进任。在民族识

别过程中，群众主动送来珍藏多年的族谱，讲了代代相传的族

源，献出了视为珍宝的有民族特色的衣服、首饰。印江县新民乡

国景垣古巴祖传的土司印章献了出来。息高县一位90多岁的老人把，

珍藏130多年的土家服结捐献给县人畏政府。江口甚省溪司扬

姓，在讨论放复土家族成份时大家商定，为了进→步弄清族源迁

袋，他们每户出 3 元钱作为旅费，推选该姓年长有威望的 3 入到.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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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指导黔东北土家族民族识别

四川秀出去清理同宗共握的根由，以及从秀由迁到江口的时间和

原因。沿河县沙子乡 70多岁的老人吕仨兴在全寨同姓讨论快复土

家族成份时说: "过去是大族压小族，我们的温先是要命不要

族，现在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我的既要命也要恢复土家族成

份。"这就是广大土家族群众民族意识和意愿的反映。

(三〉

民族识到工作政策住科学性很强，必须坚持历史租现实策提

为第一毡，民族意识意愿为第二佳。康地委常委、行署副专员孙

振华，副专员谭钢亲自与民族学者到各县进行民族识别调查，在

沿河县洪蜜乡，实地查看了蛮王洞，搜集到汉代土著人制作的公

母棒砖，以及近代的木石雕刻、剌绣服悔蒋民族乐器等土家族文

物。各县对土家族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再认识，开展查历史、查

族摞、查特在、查迁捷、查民族意识意愿的"五查"工作。在沿

河、德江、思南、印江、江口等县推行的是土司最íj度，世袭土司

宫有田、张、 i梅、冉、安、李‘草等娃，世袭年代有的长达五百

余年，直到清道光二十年才结束，追溯他们的族源，大多数属于

土家族。黔东北地区在历史上是蛮夷地，在沿窝撞内还有古庸

州、务~'i、i、‘思?町、汉复县等遗址，军门禁约碑有"禁止汉人入

夷，夷人入汉"前记载。土家族居住的地方，都有土王店、土

主店、三抚窟。土家族有一个独特的习笛一一过赶年，在沿需、

德江、印江、江口、锅仁等县从未间断过。土家族崇拜白虎神，

祭祀土王，信奉土老廊，传说、山歌、情歌在这些县普遍皆有。

土家族服锚，群众视为珍宝，在沿河县的容囡、塘坝、思渠等区

'. 4. --



黯马克军主义民族观指导黔东北土家族民族识到.

前许多妇女至今臼穿戴土家族服输。这些客观事物的存在，足以

说院土家族保留有自己的民族文化，不属于周围的汉人。

〈囡〉

以上情况说明，黯东北土家族这一历史上形成的人们共商

钵，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化，恒仍具有共同地域和经

济联系，共爵的文化特征始终保留下来，有民族自我意识，这就

决定了抱有别于其他民族。目前，黯东北土家族仅丢掉了固有的

语言， 1.13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只是在复杂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消

失。这一缺摇的特征并不妨碍他是一个单一民族。据此，铜仨地

区各级政唐认真学习了国务院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公安部、国家

民委 (81)民政字第601号文《关于侠复或更正民族成份的处理

原则的通知)) ，切实掌握恢复民族成份前政策原黯。其次，铜仁

行署协助沿河县，于1982年 9 月在宫舟乡进行恢复民族成份的试

点。这个乡的特点是z 有由、张、冉、杨等土著大姓的主官土畏

的后裔，具有代表性，它是一万多人的大乡，沿河最大的场镇之

一s 其交通方便，文化发达，群众社会交往频繁。试点分宣传政

策，统一认识，摸清情况，找出依据z 自愿申撮，拧、乡、区层

层审查E 总结上报，县人虱政府挝准。铜仁行署及时推广沿河宫

舟经验，全面开展恢复员族成份工作。各县严格捂握囚条原则z

一坚持本人自窟申报。 18岁以上的人亲昌申报，有文化的人要写

书面申请，不识字的要口头申请，不允许他人代为申请。据不完

全统计全地区共收到申请书140802份J 18岁以下由父母商定代为

$援。二群众评议。在申请结束后，以村或寨召开群众会，捏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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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指导黔东北土家族民族识别

策交给群众，川出群众对串语λ进行评议，经过群众评议，全地区

有3637人不符合政策规定而未被拉复为少数民族。三张榜公布各

单，听取各方富的意见。四层层审查担关，县人民政府武准。锦

仁地区共就准嵌复土家族90多万人。

正当恢复民族成份的时候，有人从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主现膳

断出发，不承认土家族的客观存在tc j主要求被复为土家族的凡十

万群众语蔑为是为了多得照壤，多生孩子，多被照顾凡分，等等，

严重伤害了广大群众的民族感情。李维汉同志说: "那些受汉族

影响较深的少数民族，同时也长期地ZZ受过民族压迫和歧挠。因

此也们固有的民族特征多巳消失，并有故意掩其民族面貌的， f旦

民族感情，即以不同程度保持着。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民族政

策的实施，影响了和唤醒了这些被遗忘的少数民族成份，他妇开

始抬起头来要求享受民族平等权利… -v因此需要在法律上给以保

障。"黔东立地区的民族识到，恢复土家族和其他民族的成份，

是进一步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实现各少数民族平等权利，是还历

史的本来E吕。为了还历史的本来面目，省委、省政府曾在安

颐、毕节、凯里分别召开民族识别工作会议，部署铜仨地区恢复

土家族民族成份工作。 1984年 6 月，费孝通先生在贵阳召开的民

族工作座谈会上说z UEJ惜50年代我没有到铜仁地区去，没有把

党的民族政策送到那里去。要是去，那里的问题早解决了。月

1984年 7 耳，省委为了正确解决锅仁地区被复土家族民族成份闰

题，委托省民委负责同志对沿河、德江、印江、梧桃、江口等六

个县进行考察。经过实地调查，考察组认为I "土家族这个民族

确实分布在锦仁地区大部分县，这是客观存在的，这部分群众虽

来本民族语言消失， {S还有些语言残存的痕迹，还保留得有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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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指导黔东北土家族民族识到圄

民族特点，民族意识明显地存在。……铜仁地区的有关县，提据

群众要求，按照匮家民委240号文件精神，积极开展恢复民族成

份的工作，是正确的，所取得的成绩是很大悔。他们在工作中查

证了大量的历史资抖，调宣研究了大量的民族文化特征及其风倍

习惯，收集了大量的文物、服悔、刺绣，为恢复民族成份提供了

可靠依据。" 1985年 3月，省人大常委的同志租省颜委常委龙贤

理同志到锅仁地区各县了解部分群众恢复土家族成份的情况。龙

老亲自写报告送省委、省政府和有关领导，他指出 z μ握各县介

绍的需况手fI者到的史料，我认为他们的恢复民族成份工挣敢得认

真扎实，从历史到现实的依据部充分，符合文件规定的要求。

…·上百万人妥求族主乏民族成份，是民族意识、意思的强烈反

映，远远不是少数人能够发动和抑制、每办得了的。……把这一

政策性科学性很强的政治工作窟怪地认为是要吁在腰'、搞‘投

机'，既注背了客现实际，也伤害了民族感i宵。"省委及时全亩

地听取了考察组对铜仁地区怯复民族成份考察'情况的汇报，科学

地实苦求是地作出了正确的决策，正式同意铜仁地区关于恢复员

族成份的摄告。 1987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沿?可土家族自治县

和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相继成立。这是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胜

利。分属在沿河、 E!l江、德江、思南、江口、锅仁、松桃等县、

市90多万土家群众，感谢党的员族政策，使也们得以还历史的本

来西~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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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贵州土家族的识别问题

余宏模

贵州有没有土家族?国家民委 (82) 民政字第240号文件基

否符合贵州l的实际?人们对此不是没有怀疑租非议的。通过考

察，我认为z 应肯定地说，贵州的黔东立地区，是有土家族的。

首先，文献有记载。远且不氓，明清时期称黔东北境内的土

家族为"土蛮"、"冉家蛮"、"土人野、"土兵押。如z 韵'

《寰宇通志、》锦仁府风倍条载; '''f乞捂住勇市清J ibTI 人 fE 狡无

常lJ 苗入月2狠轻生，出入常银刀弩p 土人梢知辛L议。" 1乍主的描

绘充满了大武族观点， í旦可证萌朝铜仁月二f境内在f~、锅、苗、土

民族存在，租互不梧同的员族特'性。((寰宇远志》忠扑i府风俗条

载z "土人各据溪谷为寨，久者为土著，自称润宫寨民，假货要

约则射木为契，不事文字"J "土人有病不用医药，啥事鸡卡卦

瓦以占吉凶。"另外，山1f/条还载: "天应山在府域西百里，相

传昔有土人祷雨于此呼雪，市雷声应，故名。" "苗溪在府域西

J气.十里，有巨石障流，土人架本引水以 j擅自苗。" ((寰宇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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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贵州土家族的识到闰题'

思南府条载z "土人昔为夷僚，渐被国辑德化，效中华之俗，务

本力霜。"明辑永乐年间设置的铜仁府、思:1+1府辖地郎今铜仁地

区，文献所称的"土人"，应是今黔东北境内土家族先畏，他有

黠于信佬、伺人、苗人的不同称谓。晓嘉靖《贵州通志》卷三风

俗条，记载ill河浩溪长宫， (今浩河县) ，居住在"冉家蛮纱。

他们的生活习倍是z 必性凶恶，不惮深渊猛兽，采砂煎水键，出

入持刀弩，好渔猎，得兽祭鬼雨后食之。提事犀牛，男女有另IJ 0 

死丧用牛，击鼓哀唱，祭毕安于山j雨雨散。冉家蛮之名亦古有

之。"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西南群蛮》记: "有冉家者，每

氏之裔，散处于沿河、福溪?务liI之间，尚武商善猎，得兽必先

祭币咬之。"沿河格溪长宫司副长宫就姓冉，应是冉家蛮无疑。

萌朝万历年i可郭子章的《黔纪)) ，把黔东一带少数民族分

类: "贵阳以东者苗为伏，商锦苗九鼓为f旱。日{乞佬、日杨黄、

臼八番子、日土人、日伺人、自离家蛮、日扬保，皆野东夷嚣边

也。" 娇弱:的"土人"、 "再家窜"， ãlJ黔东北境内的土家族。·

可见，明朝人对当时黔东北居住的少数民族"苗人"、 "土

人"、 "洞人"、 "fl:僚η 的这分是明显的。新谓的"土人押、

"冉家蛮巧，不是运称，不是苗族、梧族、住佬族，而是土家

族。

到了清朝，人们对"苗"、 "蛮"的模念是个泛称。 ({i青史

搞土司传》称: "无君长不相统属之语茧，各长其部割据一方之

语蛮。万所以，不能挺有 u苗纱的称i霄，都认定是今之苗族。文

亩荒记载中的"红茵沙、 "山蓓"，是今铜仁地区的茧族。同样，

所称的"蛮"，不能都认立是土家族。但文献记载中的"土

蛮纱，则是今之土家族。如魏源《圣武记·乾隆湖贵在E菌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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