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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就历史和文化部言 ， ì.元陵县在整个中 00 ，都称得上是悠久古老的。在汉高

祖五年的时候 ， ì.元段就重县了，此前它还是楚望和秦医的黔中郡的治所。 清朝

开始在注段开设辰州府，展外;作为3元陵的另IJ名，一直延续击民国结束。西菌水

运时代，汪陵是中原地区进入大西甫的咽喉孔道。从经济上讲，它是连接中原

和西南经济发展的黄金通道，贯穿境内的汪水被誉为是我国的水上丝辑之路，

从军事上讲，它是封建时期历代辑廷在草防蛮的前码，被视为"上拒) 11黔，下

蔽湖潮"的军事重镇，从政治上讲，汪!要的稳定，童撞事关海南乃至中国的稳足，

故有"辰安剧楚安，楚安民IJ天下安"一说。由此足克沃段在我E吉代历史上这

位的重要性。五强溪水电站修建后，截进贡玩水，消撞了西高天然屏障，加上进

入西南地IR公路和铁路的飞速发展 ， ì.无陵才在最近几十年风华暗淡。

其实翻开历史，我们不准发现，大凡中E最吉老妇神话及传说，都和i元鼓

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举例而言，西方官|j世人物是上帝哥和华，我if1东方的官Ij

世英雄是盘古。商盘古的原型人物实际上就是沃霞人崇拜的盘囊。童音E是高辛

王时代的五溪部落首领，因协助言辛王提卸7 ::l t方犬戎部落的人侵而得到尊贵

的赏赐，娶来了高辛王的公主为妻。盘费和辛文落户在汪陵，繁衍后代。所以

现在我国西南 代的苗、瑶、伺、舍、彝、士家各族，都习'1贯将盘鄂布辛女尊

为他们共同的始祖。 很多古籍、家谱，主B称这些民族是盘在之后，是从汪障迁

徙出去的，称i元陵是盘翠的故嚣。三里时代的徐整在编写〈三五百纪〉的时候，

以直强为京型人均创造出了开天辟地的盘吉。其实盘辄就是盘击，盘古就是盘

梨，这是没有争论的。至于后来有的学者如|需一多等又考近出伏差与盘鄂、盘



古亦是!哥←个人，也是仁者见仁，智者克智的事。所议多年散去在为汪i璋的一

本〈盘古自〉杂志创刊号题词时写道"盘古开天地，中华遗迹多;汪陵乃其涯，

西主频传播。节日都欢夜，苗谣唱赞歌;欲穷上世史，尽在五溪河。"

除7盘古，夸父也与i元璋关系密齿。夸父作为申国上吉神话传说中的传

奇人物，在全国干最多地方都有关于他的故事在民间流传，古籍中对他的行踪

记载也各有不同。 但是关于他留在世间的遗迹，却只有〈朝野签载〉说的最

为详细辰介i东有三山，鼻i足至上，各数十丈。吉老传己，邓夸父与自竞走，

至此煮饭，此三L1J者，夸父支鼎之石也。"这三山俗称撑架山，也叫夸父山。

夸父山南|菇汪水，西北离个方向分别与张家界、桃源县梧重撞壤，出多林木，

影如马头，有匹十八个马头下桃源、 说。所以〈山海经·中次六经〉记载说

"夸父之山，其::lt有林焉，名E桃林，是广员三百里，其中多马。"

?王棱历史古老，文化也就必然地烂。组数内陆诸多河渍，象?王陵境内汪

水及其支滚雪水这样文化积淀深厚的?可琉还真不多觅。 汪棱因吉为辰州，其

境内的汪水河段历来被以辰河相称。那是 条翻藉着龙鳞金光的文化之泻，

河岸有夸父的遗迹，盘古的居室，黔中郡的城浩、秦人的藏书古?胃、大唐时

期的佛学讲寺、王妇明的心学书院。汪!要是传统龙舟故乡，自古延续下来的

龙舟文化博大精深。水上摆歌、号子，至今犹在山) 11之词E旋余暗。辰?可高腔、

~S戏、健戏等地方戏种，如缕缕薪火，相传在山村乡野。在汪水i司游荡在~q罢，

吸眈这丰富山歌、戏~J精华在名贯干软的人，其实也不在少数。试芳、居东如

果不是放逐汪水，就不会有〈九歌〉、〈天问〉向世;刘禹锡不是在常德做司

马闲职，如何有时间涝江市上进入汪陵玉溪 代，采风民间歌谣，改造出〈竹

枝词〉这种诗歌手本裁;注从文不是少年时候到汪陵做了几年的军职，天天王元

;司在汪水河边，又怎能有他后来影响深远的辰河系列作品。汪陵乡村至今山

歌不断，语言梧安装，风情各异，乡i吉、蝴蚂阔、史客子，虽是不同方言，聚

在←起却也不失汪i在人特有的豪突和热懂。

3元陵地当西南孔道，现在吉积 5852 平方公里，境内溪?可纵横，群L1J绵延，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向被称为山国和水嚣，其物产多而珍贵。地下黄金的储藏和品质，在湘省

撞为首盒，在全里排在第十九提交椅，一县之内有两家黄金上市公司，实属

少见。 3元;要的朱砂也非常7得，有八九吉年的进贡历史了，以至现在最量上

乘的朱砂都沿袭"辰砂"的名字。汪陵溪河呈的石头也是宝，宋代就开始被

朝廷委派专员进行采集，用来制作皇室硅台，南j元陵江石辑作现台冒充端夜

出售牟利的在当时也不乏其人。尤为宝贵的是汪覆山溪中;~穴众多，有一种

穴鱼，其品种之珍贵，营养之丰富，是现在大江大河中的水族不可比拟的，

有着不可估量的市场开发前景。汪陵地表的茶叶、摘木，从唐辑开始，就是

京主ß的特供物品。北京故宫之内，至今有楠木殿柱是采自汪陵的。汪陵喝滩

茶叶，香飘千年，如今生机焕发，汪壁也因此戴上全墨十大生态产荼县的桂去。

?王费我去过几次，对5元陵的7解雪不是假仅来自于古书的记载。凡古书

上记载了?元踵的东西，无论员史、文化、物产、民俗、景程等等，我都在汪

陵进有过实地探着，或者与汪嚣的 些"土专家"进行过交流，所以对沃睦

算不上捂生。这次汪陵县组织力量，对全垦的历史文化进行系统的梳理，编

写出了 套十本的〈沃陵历史文化丛书)，还打算在此基础上开展对汪鼓历史

文化的专题研究，研究成果也将陆续公开出版发行。汪睦方面请我为这套丛

书以及将来接着出版的研究成果写点什么，作为总j享琛在书前。我觉得汪陵

的领导是有远大眼壳的，他和敬畏历史，重视文化雪懂得文化凝聚人心，迸

发力量，有助于和谐社会和助推经济发展。因此我很快乐的撞受他信的任务，

怀着对汪陵的一种特殊感1悟，写下这篇文章，笛单地把我对汪陵历史文化的

了解和认识告诉广大的读者那友。

是为序。

海南省社科院召开究员 4于完各

2014 年 6 后 23 日



序

j元陵是个美丽棒奇充满魅力的地方，是我母亲的家乡，自小我就

有着对汪霞的情缘。来沃陵工作之前，经常听同事和朋友们谈起汪踵，

铠1n对汪睦的历史、文化、风情，以及汪陵的LlJ水风光，都是如数家珍，

兴奋激动，让我对汪撞在亲切、自豪的同时充满了好奇和向往!

?无陵 5852 平方公里跟图茧积居湖南各县之首，地理金置"上扼云

贵，下蔽湖湘素有"湖西门户"和"茜南要塞"之称。?元陵历史悠久，

早在 IB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渔结农耕，繁衍生患。自汉高捏 5 年置县，

距今已有 2200 多年的建垦m史。

汪陵文化j享重。境内有苗族、土家族、恫族、自族等 24 个少数民族。

故事传说和文物古迹遗存众多，盘古居室、夸父撑架岩、楚、秦景争中郡、

秦人藏书潭、唐龙兴i井寺、 5月凤崖寺、清宗教街，辰州三塔以及民国

时期〈抗战E摄〉社，建匮之初的浦西剿匪司令部等，都集中在汪暖。

汪陵资源丰富，物产众多。辰砂、辰楠、辰杉为民代贡品。茶叶栽培

历史悠久，从唐代开始，汪陵茶叶被历朝视为珍品，列为土贡o J.王霞

山) 11 秀美，生态优良。 75山雄畴，五水在境，自古就有林医、水嚣的

美称。著名的凤注和王强溪水E站都在县境之!有。风光秀哥哥的1m.7.K画廊，

成为 "~T潇湘八景"之 。信母溪富家自然保护区、五强溪国家湿士生

公)Z8，为证覆生态主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近代民族英搓林则徐用"

县好山崖喜住，五溪秋水为君清"的诗句，高度赞誉主孟陵山水之美0

元陵地蕴万宝，矿藏丰富。境内的最州矿业黄金产量在湖南排名第 , 



其矿陈金辑关生， t吐养 i冒名。?王陵民俗套萃，风J懂拉特。据开展外i 符、

赶尸、放蛊这些真真假假，传说久远的东西不说，被列入国家非物贡

文化遗产名录的传统龙舟、山歌、最扑健等各种习毡，都具有浓郁的

地方文化特色，体现着古老的文化传承。

2012 年 7 月，我有幸来~IJ)元璋工作。工作之间，穿行于这片神奇

的土地，切身感受到汪陵的"大山大水，大气大美体悟到这片历史、

文化沃土的摩重延绵。工作之余，时常翻阅汪踵的县志和有关士生情书籍。

阅读中发现，由于体裁所瑕，不同时期的县志，多为综合性著述，对

当下读者关心的东西，在记载上欠缺可读性，不容易激发读者的兴趣，

存史有余，普及不足，对宣传汪陵以及挂进沃陵文化建设，璀以发挥

出它的功效。南其他士生情书籍，大多是一些地域文化爱好者的私人著述，

他们资料来源各异，兴趣重点各不相同，导致这些书籍说法不 ，甚

至互为矛盾。这与汪陵的悠久历史和摩重文化不梧符，也无益于文化

兴县。没有经济实力就没有竞争力度，没有文化繁荣就没有未来罩、景。

所以在努力推动汪陵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也在思考如何繁荣汪陵文化，

推进汪陵的文化兴县士作。

经过一段时间认真思考，并与有关部门和人员多次海通，达成了

个共识，认为组织好汪陵民史文化的发握和整理，是推进文化兴县、

提升汪覆群众文化认同和地方文化品位、层次的重要抓手之一。 2013

年初，我倡议并经县委常委会决定，由县政协张世雄主席牵头，组织

力量编写一套能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较为全噩系统的汪段历史文化丛书。

同时成立汪霞历史文化研究领导小组，具体领导与协濡全县的历史文

化研究和发握整理工作，争取每年出版几本研究成果，提升?无陵在溜

进E文化中的价值地位。在世雄主席的领导下，丢历史文化丛书编辑部

用了一年多时间，完成了可元覆员史文化丛书"的编辑工作。丛书共

十辑，分黯是〈景:可汤汤〉、〈历史吕眸〉、〈楚韵流风〉、〈民俗风情〉、



〈美丽乡镇〉、〈名，在古迹〉、〈美食方物〉、〈诗文掬珠〉、 {~I'同歌谣〉、〈风

华印象〉。

这套丛书尊重历史，吴有一定的史学含量、文化品位，得到了湖

南雀社会科学皖著名历史民俗学家何光岳、湖南用大文学院教授蔡镇

楚、怀化学院教授潭伟平、吴波、怀化市艺术馆副研究员李怀环等丛

书特聘顾问的肯定和认可雪融资料'性、权威性、可读性于 体，反映

了汪陵悠久历史和j享重文化，震示出?王陵丰富拉特的各种资漂优势，

不仅在借助历史文化品辑之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真有积极高重

要的意义，百旦在撞开群众文化素景，启迪民众智慧方面，也大有禅益。

我梧f言，这套丛书的出摄，也将有力的展示汪陵文化的软实力，在宣

传汪陵、 f专播i元陵、扩大汪陵对外文化交流，建设富琼、文明、和谐、

美FlI'.I新汪陵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序为吕
定

中共汪陵县委书记 究乱。』

2014 年 5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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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俗
古
老
承
l日

记陵是个古老神奇的地方。 这里很多民风习俗都源于久远的 | 楚

古代，植根于深厚的历史文化地理土壤。 早在 500 多年前的明代，

著名学者辞喧观看玩陵龙船赛后，发出了"五溪五月当五日，时

俗犹存旧楚风"的感叹。 距今 300 多年的清代记陵县教谕向兆麟，

在 《 商江竹枝词 》 写道"滩高水浅石，搓峨，曳纤蛮儿裸体多 。 牢

系船头齐上岸，咚咚才丁鼓祀伏波"的风俗景象，直到五强溪电站

截断千年玩水，淹没险难形成五溪湖后，才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

可见，比F主现有的众多民风习俗，都是经过几千年的文化积淀逐

步孕育形成的，其中大部分民风习俗，肇始于战国到秦汉这段时

期，有的和历史事件有关，有的和农事生产有关，有的和先民的

生活习气有关。 总之 ， 是比陵这块深厚的历史文化地理土壤，为

我们保留了众多古老而又璀澡的地域民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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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的人文基础

沉睦早在远古时就有人类居住，族属黄帝时期的兰苗之一，历来接称为南

蛮、黔中蛮、武陵蛮、五溪蛮、辰外i蛮等。战国中早期，玩睦成为旗人聚居的

疆域部分，号称灌入国(后演变为夜郎自)。被楚威王征瑕后，纳入楚黔中郡版图。

楚量黔中郡后，汉人开始与土著人杂居融合。秦灭楚后，又在今太常乡窑头(黔

中郡村)设置黠中郡郡域。秦亡汉兴后，汉高祖立自邦在公元前 202 年下令将黔

中郡改为武陵嚣，并设置玩霞县"永嘉之乱"后，西晋朝廷曾提定:偏远夷地，

不输贡赋，或徨役全免，故涟人者渐多c 县内部分谢、袁、萧及土家族的田、罩、

杨姓部于西晋时来县定居q 隋唐之际，沉睦曾置辰外|都督婿，髓军踌宦者顶踵

相接，苗、瑶、土家族等民族，一部分退避山林，一部分与外来汉人杂居。宋

代为妇眼少数民族，曾→度对域地采取羁廉政策。元至正七年( 1347 年)，白族(祖

籍云南)钟民主兄弟及子侄自江面避乱徒提睦，于西关模子口和东关余家桥定居。

明代对少数民族地这采取镇压为主，镇抚结合，于县西北棋坪设拱辰营，驻重

吴以防苗。清代，县内城区附近与汉族杂居的少数民族逐渐融合汉化，唯县西、

西南、西北的深溪、西溪、舒溪、扬、溪、荔溪、丑溪、耍婆、蓝、溪流域，仍有

大部分人保留乡话语言和强特的风倍习惯。嘉庆八年( 1803 年)，常德吕民马

新盛、凤凰回民郑大勋先后迁县定居。抗吕战争时期，一些兄弟民族同胞来县

避难定居c 新中国建立后，又有→些饲族、蒙古族等干部罢工作迁徙商来。由

于茄代封建王朝对"五谭"少数民族的歧视，县内众多的乡话人、土家族等居

民被登记为汉族。 1982 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县内只登记到有苗、土家、伺、

布掖等 15 个少数民族 3782 人。 1985 年，经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火场土家族

乡，清水坪茧族乡和棋坪苗族乡 O 至 1987 年，全县有汉族 53 .1 93 万人(含乡

话人 23 万)，苗族等 15 个少数民族共 61022 人。到 2∞0 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

查时，由于境内人口更改模复民族成分，玩陵县少数民族人口上升到全县总人

口的 56.29%。至Ú2∞6 年，通过行政在划调整，清水坪苗族乡、棋坪苗族乡与

二百乡合并为二百苗族乡，少数民族乡调整为二百苗族乡、火场土家族乡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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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陵从民国上糖至战国，有文字记载它是湘西及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

文化中心。据考证，玩陵地域古代称为百楼之地，春秋时属黔中地。先秦时期

的玩睦是楼人聚居的主要疆域，其核心区域就在窑头(今黔中郡村)一带。《元

和郡县志》云，秦黔中郡治在今辰少11注陵县西二十号L 近年来，考古发现该域

遗址在今太常乡黯中郡村，整个遗址占地面积达 11 万平方米。《国策》及《史

记》载秦省巫郡并入黔中郡和《太平寰宇记》引颤烈《湘外lì己》述秦分黯中以

南之沙乡为长沙郡的史实，证明黔中都郡域范围曾经、涉及期鄂渝)11黔等地，一

度大致包捂今兰峡峡江两岸、清江流域、注水流域、潭水流域、湖江中下游地区、

湘东北地区以及重庆乌江流域。秦置黯中郡，主要是从军事、政治上加强对巫、

黔中及江南地区的控制。把郡治设置?元陵，是因玩陵地处玩水中瓣，上攒可达

贵州群捋，下游可径人拇庭，玩、西二水又是当时重要的黄金水道C 黔中器设

置在此，对经营整个西南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战略意义。楚国灭亡后，武陵地区

成为楚国遗民的避难之地。汉取黔中郡后设置武陵郡，旋改量为义陵器并设郡

治于椒浦c 至东汉建武六年(公元 30 年)，义陵郡治被武麓蛮夷攻占后被迫迂

于索县， )1顷帝阳嘉二年(公元 133 年)再移临沃(今常德市)。

黔中郡地域广阔，窑头作为中心地带，得益于?元、自水构成的这条古老的黄

金水道。《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茸出使大夏时，见王5竹杖、蜀布。著名人

类学家、民括学家林河认为，远销西域的蜀布、拘酱、工E竹技等物，应该是富饶

的)11东盆地的物产。由于四川|天险，很难逆水商行，出入大多依靠技道。但四川

的甘青道、褒斜道、金牛道、滇蠕道等几条接道部艰险异常，特别是无法换肩的

"左肩道'二有些地方还要靠绳攀索搜才能穿越绝璧深望。本地人因不得已爵为之，

长途商贾这样做肯定是既不方便也不合算。而且，在夏商以前提本没有穆这种钱

道的技能，人们除了掖靠船装、马驮以外，不可能有其他的交通工具。嚣此，林

河指出，因水、，玩水曾为吉南方丝绸之路的水陆通髓，是一条吉老的黄金水道O

古老的《西水船歌》有"四十八站上云南，四十八站到长安明代薛渲有插叙

玩睦为"万里梯航通六i召，五溪烟水下三裙"的著名诗句，贵州镇远县舞翼桥(提

圣桥)上有"扫尽五漠娼 ， i.又使浮搓撑斗出;劈开重夷路，缰人骑象过桥来"的

吉对联，滇缅民歌也有《山间铃响马帮来》等证实提茵二水曾经畅通九街。直到"二

战"时期.有"西南大动脉"之称的通往缅印的国际通道，线路就是走四川重庆

沿西水、玩水，经费滇再进入锺甸、印度这条古老的黔中路。据考古文物研究证实，

里耶的出土中不仅有真实的秦文化，而且还有玉石硅码，这表晓只有金、玉、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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璃、胡棋等贵重物品才用得上它:保靖:U土战同至两汉时其月来自西洋的镇金铜饰，

也在证这里曾经有古老的费ý-l路通往域夕卡、

汉初，玩i莹县地有吴陆使同。-王同时期属于吴罔的版i苓J.陪朝开皇九年( 589 

年)在活陵迂置辰峙，此后一直到j民同结束，辰州、i 、1;1: 1造这两个名1年相互使用.

而玩陵也一亘是历朝各代的郡、州、府、路、道、署的治所

?元段历史悠久、文化厚重，为底蕴厚实的民{在形成莞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c

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有那些事件、人物、 tt_活习惯，沉淀演变为玩陵今

天多姿多移的民销文1七呢?

玩陵民族群体与辩Il原是民信?在或的直接提踪。历史仁，员陵一直是南蛮、

黔中蛮、武陵蛮、五溪蛮、辰州蛮的繁盛之地。目前.县域仍为多民族聚谓地

和杂居地，有汉、苗、土家、白族等 25 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 38 万多人，占

全县总人口的 57%。其中，苗族(大部分为乡话人) 23 万人，占少数民族人口

的 61% ;土家族(部分为乡话人 )11 万人，占少数民族人口的 29% ;古族1.9

万人，占少数民族人口的 5% ;其他 21 个少数吴族约占少数民族人口的 5%。

据考古和史料记载，在商局时期，这里就有人类密集的居住。最早出现在

文献上的居民，是商末参加伐纣战争和之后向周王朝进贡朱砂的楼人，因此，

朱砂又称为"辰砂"。先秦至西汉时，先后又有茵瑶人、楚人、巴人、吴越人进

入这块土地。《离史·夷相传下》称岳武鼓者有雄漠、榻溪、辰溪、商溪、武壤，

谓之五溪蛮。"开皇九年( 589 年)，睛文帝以"玩睦郡多杂蛮左……其与夏人

杂居者则与诸华无到，其僻处出区者则语言不通，嗜好居处全异于是，废玩

睦郡"置辰扑l以处蛮"。如宋代朱辖的《溪蛮丛笑》称五溪蛮……环囚封而

居者，今有五，日苗、曰瑶、 E猿、曰娟、日位怪，风声气习，大略梧{PL" 从

该书共记述的 79 条觅闻来看，其中论及位佬的有 17 条，记述瑶族的有 13 条，

记述苗族的有一条，其余条吕为{乞佬、苗、瑶所共有。由此，宋辑时期的五溪

之地族群类别可见一斑。民国《沉陵县志》也引 i日志云正西一山，从苗地丫

角出来。左为高望山飞莲花池、崖溪、拱辰营，与苗功旗、冲旗接攘c 功、冲

二囊，苗中最猿藉者也。(辖地)居民设八都十里，习战斗、藏器械以防苗。茵

亦壤服，俨然西南一保障c" 所谓八都十里就是指明清时期的第八部，当时设置

十里，地域为现今的二百乡、明溪口镇辖地及原属玩睦的今古丈甚草塘、河蓬

等地。功、冲二旗指苗族聚居区的功旗和冲旗。功旗在今古丈县岩头寨一苦，

冲旗在今吉丈县草塘、河蓬、坪坝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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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是沉陵 民 间最漂亮的节日 摄影/杨斌

如今，沉陵县的民族特色仍然十分鲜明 。 一是保留独特的民族语言。 县内

麻溪铺、筒冀湾 、 荔溪、盘古、太常、 二西、沉陵、凉水井、深溪口等乡镇仍

有 20 多万使用乡话语言的乡话人，还有深谋、明溪流域的部分居民通行一种棍

杂汉话、死客、乡话和土话的"糊蚂闹"语言。 二是保留独特的民族习俗。 原

生态民族习俗有赛龙船、跳香、敬摊神、哭嫁、斗鸟、山歌、茅古斯舞、赶年、

过吃新节等。三是保留独特的民族服饰。 乡话人喜穿青蓝布挑花服饰，包花布

头帕，系围裙，捆腰带，戴银饰 ; 土家人喜穿满胸左襟衣，缠长腰带，包青丝

帕青布帕等 ; 白族人喜穿白色满襟衣，衣边绣花，外罩绣花围裙，系绣花飘带，

戴银饰。

现今，聚居沉陵的少数民族仍然不少。 如沉陵县的二百、太常、盘古、荔

溪、筒算湾、麻溪铺等乡镇绝大部分是乡话人，沉陵镇、凉水井镇、深溪口乡

的部分村组也有乡话人聚居。 这些乡话人有的归类为苗族，有的划归为土家族，

还有一部分仍然属于汉族。 部分乡话人聚居地还成立了二西苗族乡 。 如沉陵的

土家族居民除散居的外，县北还有一个火场土家族民族乡 。 此外，沉陵镇的麻

子溪村有一个土城界自然村，相传湖南填四川时， 一户李姓"土人"未迁，客

户名其地为"土人界后演变为土城界村名。 官庄镇的官庄居委会有一个牛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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