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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狡研究领域的一件盗事(慰序)

周先旺

自2000年以来。州民宗委和州民族研究学会认真贯彻落实

《恩施自治州2000～2010年民族文化研究工作大纲》，连续出版

四套“恩施州民族研究丛书”，推出了一大批民族研究基础性成

果，为建设民族文化大州作了卓有成效的基础性工作，在州内外

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文化贡献。

建设民族文化大州，是我州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战

略。它是根据我们面临的快速发展的经济时代。经济对文化的需

求、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时代特征而提出来的。

就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而言，已经没有孤立的经济形态和孤立的文

化形态，二者逐步相互渗透而趋于一体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建

设民族文化大州，就是要把民族文化作为新世纪新的经济增长点

来培植，即充分利用我州独特的又具有很强生命力的民族文化资

源，挖掘、开发、创新、整合，形成我州独具特色和魅力的文化

产品、产品文化。形成一种新的特色产业。进而不断提高民族文

化对我州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和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力。

恩施州是一个民族自治地方。位于祖国腹地。地处我国中西

结合部和中原汉族地区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延伸地带。既是古

代巴文化和土家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又是中原汉族文化和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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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文化的融汇地。多民族的文化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绚

丽多彩的画卷。尽管恩施州的地域文化深受汉文化之影响，但少

数民族文化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并在充分吸收汉文化营养的基

础上表现出极强的生命力，对恩施州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

生活产生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恩施州的民族文化资源，是各族人

民在长期的历史演化过程中逐步创造、积淀的宝贵财富，具有鲜

明的地方特色和浓郁的民族特色，无论与汉族地区相比，还是与

周边的武陵地区相比，都很具代表性。这是我们建设民族文化大

州的资源优势。从开发的角度讲，我们还仅仅是一个民族文化资

源大州。还不是一个民族文化名州。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要求我们

必须充分利用恩施州的民族文化资源，形成一种文化发展优势。

利用民族文化资源，首先就面临一个保护与传承的问题。由于历

史的原因。民族民间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没有得到充分的继承和创

新，加之现代文明的冲击，有些品种面临着消沉和濒于消失的危

险境地。如果不下决心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继续抢救，民族民间

文化艺术珍品就有可能消失于我们不经意的转眼之间。恩施州民

宗委的有识之士，站在一种文化的高度，以极大的魄力率先领军

占领了这块文化高地。体现出他们的远见卓识、文化追求和民族

责任心。

近七年来。州民宗委和州民族研究学会始终不渝地贯彻落实

<恩施州2000—2010年民族文化研究工作大纲》，筛选课题，组

织攻关．连续组织出版“恩施州民族研究丛书”。开创了全州民

族研究的新格局，这是全州民族工作与时俱进的生动体现。迄今

为止，州民宗委和州民族研究学会已经组织出版了四套“恩施州

民族研究丛书”，以平均不到两年组织出版一套丛书的速度将全

州民族研究工作纳入了可持续发展的轨道。这为我们全州的民族

民间文化抢救工作树立．：『一座丰碑。它的意义在于：联系与团结

了有志于民族文化事业的民族文化人聚集在建设民族文化大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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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帜下；有效地抢救了我州民族文化的许多重要品种。为我州的

发展尤其是建设民族文化大州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为深入开

展文化抢救保护工作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在组织出版“恩施州民族研究丛书”的过程中，州民宗委和

州民族研究学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逐步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工作

方法和文化理念。他们提出的“网络人才、组织课题、支持研究”

的工作方法，成为恩施州民族研究工作可供借鉴的模式。他们提

出“传承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是传承的生命”的文化理念，科学

地处理好创新发展优秀的民族文化与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关

系。

通过出版四套“恩施州民族研究丛书”。州民宗委和州民族

研究学会积聚了一大批民族研究的基础性成果，为推进今后的民

族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四套“恩施州民族研究丛书”中，

大部分属于州内文4匕．x-作者的基础性研究成果，并以民族民间艺

术类、民族遗迹类和民族史志类为主要内容。组织出版“恩施州

民族研究丛书”，不仅使恩施州的文化工作者长期的田野调查与

理性研究成果得以贡献给社会，还为传承后世并创新发展打下了

基础，促进我州民族民间文化艺术整理工作进入了新的历史时

期。这不仅进一步丰富了我州的民族文化宝库，而且为专家、学

者的专题研究提供了大量基础性研究成果，为推进全州的民族研

究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注：周先旺系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长。

2006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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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缡纂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

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方针，客观真实地记述全县各民族的历

史与现状。
’

二、本志设民族源流、民族政治、民族关系、民族经济、民

族文化、民族习俗、民族语言、民族文物、民族工作、民族人物

等十章，另设概述和附录。

三、本志叙事上限自有历史文献记载起。下限至2005年。

四、本志采用以事为经、以时为纬的纪事本末体。

五、本志采用章节排列，全志横排竖写，内容采用史志结合，

详异略同，运用述、记、志、传、图、表、录表述。关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史问题的记述，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

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

六、本志文中数据使用阿拉伯数字，历史遵从历史纪年加注

公元纪年．古地名加注今地名。

七、本志民族人物传记主要选录对建始县政治、经济、文化

等方面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

八、本志的统计资料。解放前的以文献档案记载为准，解放

后的以县统计局的数据为准，统计局没有的由相关业务单位提供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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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维

编纂志书，旨在鉴前世之兴衰，显当今之盛况，考古今之得

失，唯有懂得昨天和今天，才能把握明天和未来。

建始这块以土家族、苗族为主多民族聚居的神奇土地，自

1866年(清同治五年)有史记栽以来，这里的土家、苗族与汉族

兄弟姐妹，同自然界作斗争、同邪恶势力作斗争，谱写了一曲曲

不屈不挠、追求美好生活、奋发向上的乐章。并在长期的生产劳

动中创造出了丰富灿烂的民族文化，从而逐渐砺炼成坚韧不拔、

勤劳勇敢的民族精神。这种生产、生活的经历，这种可贵的精神，

是人类社会繁衍生存的真谛，也是现今我们建设和谐社会0振兴

中华民族不可缺少的支柱。

《建始县民族志》以翔实的资料、纵横几百年，洋洋40万字，

融记实性、科学性、哲理性和思想性于一体，再现了森淼亘古的

惨烈、土司时期的悲壮，新中国时期的逐步繁荣和社会主义时代

的昌盛。展现了在这块土地上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的情形

和为此创造出的独特民族文化。

《建始县民族志》的编纂成书，搜集记录了在建始这块土地

上各民族人民生存繁衍的历史资料，为进一步研究土家族、苗族

等各民族的生产方式、生活习俗、民族文化，为弘扬民族精神，

彰显民族气节、加强民族团结、增强民族的自尊、自信将起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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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作用。

<建始县民族志》的编纂成书，对于今天，更具有其深远的

现实意义；今天的中国，百业兴旺、繁荣昌盛，十一五时期展现

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宏伟蓝图。如何绘织好这一蓝图。需要发扬

光大、艰苦奋斗，路漫漫、苦求索的这种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建设繁荣富强的建始作出新的贡献。

值此，<建始县民族志>编辑出版之际，是为序。

注：王金维系建始县人民政府县长

王金维

2006年12月28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概述

建始地处湖北省西南边陲，史称“川楚咽喉”。地跨北纬

30b 06’至30 o 54’，东经109 o 32’至110 o 12’。东连巴东，以

野三河为界；西接恩施，以太阳河为界；南邻鹤峰，以长河、

茶寮河为界；北至大岩岭界石垭与重庆市巫山县毗邻；西北至

三县桩，与重庆市奉节、巫山两县接壤。全县总面积2660平

方公里，南北长89公里，东西宽64．5公里。县境地形复杂，

整个地势呈东北至西南走向，南北长，东西短，南北两端高，

中间陷落为小盆地。清江以南属武陵山余脉，清江以北属巫山

山脉。境内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雨量充足，雨热同季。受地

貌、‘地势等非地带性因素影响，又具有气候环境复杂、垂直气

候差异明显的立体小气候特征。

境内土质肥沃，资源丰富，在恩施州素有“金建始”之美称。

粮食作物种类繁多，主产玉米、马铃薯、水稻、麦类、红薯等。

经济作物主要有白肋烟、油菜、魔芋、苎麻、桑蚕、花生等。县

境植被丰富，主要树种有62科，属于我国南方日本落叶松科研基

地，其中经济林主要有油桐、茶叶、五倍子、柑桔、核桃、漆树

等。珍贵的野生动物主要有金钱豹、麂、猕猴、香獐、穿山甲等，

均已受到有效保护。境内矿产资源丰富，主要有无烟煤、赤铁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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磺矿、磷、铜、铝、硒、硅等，尤以煤、铁、磺储藏量最大。全

县大小河流104条，水能储藏量24．2万千瓦，可供开发17万千瓦。

建始县古属巴子国地，三国吴景帝孙休永安三年(公元260

年)置县，隶属荆州；西晋太康五年(285年)省后复置，属建

平郡，仍隶属荆州；北周建德三年(574年)改置业州，治所设

于今三里乡槐坦棉花坝；隋大业初年(605年)，废州设县，属清

江郡，义宁二年即大业十四年(618年)，复置业州；唐贞观八年

(634年)，再废州立县，隶属施州；宋代，属夔州路总管府；元

代，仍属夔州路；大夏(1361—1371年)，明玉珍及子明升以四

川为主，建立农民政权，建始随属；明洪武四年(1371年)屉湖

广都司施州卫；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拨卫入楚，县属夔州

府；清初，县属夔州府；乾隆元年(1736年)，县属施南府，直

至宣统三年(1911年)未变；民国元年(1912年)，废府存县，

直属湖北省；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贺龙领导工农红军在官

店建立革命根据地政权，成立县苏维埃政府，辖6区32个乡苏维

埃政府，出现两种不同性质的政权并存；同年秋，工农红军转移，

官店口等革命根据地重新沦为国民党统治；民国二十五年(1936

年)；属湖北省第七行政督察区，直至1949年11月4 13；新中国

成立后，1949年11月5日至1983年11月31日，属湖北省恩施

专署辖；1983年12月1日至1993年4月3日，属鄂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辖，1993年4月4日至今，属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辖。

建始县是一个汉族为主的多民族地区。截至2000年第五次

全国人El普查，全县共有17个民族，其中少数民族16个。全县

总人口51．04万人(包括外来人口，不包括常年外出人口)，比第

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增加1．41万人，增长2．85％。全县总人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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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32．51万人，占总人口的63．7％；各少数民族人口为18．53万

人，占总人口的36．3％，其中人口较多的有土家族、苗族、回族

等。详细情况见《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建始县各民族人口统计

表》。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建始县各民族人口统计表 ?

单位：人

民族 人口 民族 人口

汉族 325174 畲族 41

土家族 174005 朝鲜族 17

苗族 8705 彝族 20

回族 1726 壮族 1l

满族 408 维吾尔族 20

蒙古族 313 藏族 9

白族 29 哈尼族 2

侗族 68 黎族 7

瑶族 9
‘

建始县各民族分布呈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格局。汉

族在全县各乡镇皆有分布，主要集中分布于业州镇、官店镇、高

坪镇、花坪乡、长梁乡、三里乡等地。土家族在县境内形成一些

相对集中的聚居区，主要分布于官店镇、景阳镇、花坪乡、业州

镇、长梁乡等地，其余的散居各乡镇。苗族也形成了一些相对集

中的聚居区，主要集中在高坪、业州、长粱、三里四个乡镇，其

余的零星分布于其他乡镇。回族在各乡镇皆有分布，散居特点非

常明显，尤以景阳、三里、业州、长梁四个乡镇为主。其他民族

则零星地散布于全县各乡镇。

建始县各民族的历史源流各具特点j既有世代居住于此的土

著居民，也有不同时期迁徙至此的外来居民。县境之内的土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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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部分系古代巴人的后裔，跟其他县市的土家族渊源十分密

切，尤其是田氏土家族跟鹤峰境内的容美田氏一脉相承，一小部

分土家族是从其他土家族聚居地迁徙而来，其渊源可以追溯到五

代时的江西彭氏，如业州镇境内的彭氏土家族是从湘西迁徙至此

的，系彭碱之后裔，还有一部分土家族是外来民族(包括汉族和

其他少数民族)融合于当地土家族之后逐渐形成的。苗族则是不

同历史时期从湘西、黔东北地区逐渐迁徙而来的。从迁徙的时间

看。既有明代或更早之前迁徙至此的，也有清代或更晚之后迁徙

至此的，尤其集中于明清时期；从迁徙的路线看，既有从湘西、黔

东北地区直接迁徙而来的，也有从其他地区辗转迁徙而来的，其

中川东地区(今渝东地区)是重要的迁徙地之一，还有部分苗族

是经过回流之后复迁至此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则是不同历史

时期从各地迁徙而来的，其中汉族迁徙至此的时间最早，延续的

时间最长。从秦汉时期以后，周边地区的汉族就逐渐迁徙至此，并

形成了三次大的迁徙高潮。解放前迁入的其他少数民族，一部分

是清代以来随几次大的人口迁徙来到建始县境内，人口一般较少，

一部分是由于躲避战乱陆续迁入建始县境内的，还有一部分是因

经商而长期生活并定居建始县境内的。解放后迁入的其他少数民

族，则是由于工作分配和调动、经商、参军、婚配等各种原因相继

迁入的。 ．

四

建始以土家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经历了羁縻制度、

土司制度、流官制度，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秦统一六国之后，在巴人地区设立郡县，分而治之。汉代，

封建王朝以巴人首领治理其地，实行羁縻政策。隋统一中国后，

继续加强对建始土家族地区的统治，进一步强化羁縻政策。唐朝

初年，鄂西南土家族首领先后归服于唐。唐朝令土家族首领治理



概述 ·5·

其地，在临近中原的腹地正式建立羁縻州县制度。宋代对鄂西南

土家族继续推行羁縻政策，但并未在建始境内设立羁縻州。元明

至清初，中央王朝在鄂西南实行土司制度，对土家族地区实行间

接统治，其范围主要集中于施州西南地区，并未在建始设立土司，

只有与鹤峰交界的部分地区隶属容美土司，大部分地区曾隶属湖

广都司施州卫和夔州府，属于卫所地区和汉族地区，因此建始县

受土司制度的影响较小，而受流官制度的影响较大。雍正十三年

(1735年)，鄂西南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废除了历时四百多年的土

司制度，委派大批流官直接统治鄂西南土家族地区，正式推行流

官制度，将该地区置于中央王朝的直接控制之下。尽管建始县并

未受到改土归流的强烈冲击，但仍和土司地区一样正式进入了流

官统治时期，隶属施南府管辖。

新中国成立后，鄂西南地区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逐步贯彻

落实了党的民族政策。1983年12月1日，成立了鄂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后于1993年4月4日改为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全

面实施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始县属自治州所辖八县市之一，

境内的土家族、苗族正式享受民族区域自治的待遇。

建始县的土家族、苗族等各族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爱

国传统，在长期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中作出了突出贡献。从

秦汉至明清时期，几乎每个朝代都发生了建始县土家族人民参加

的反封建斗争。譬如，刘裕继晋后，不断增加租税，以致“徭赋过

重，蛮不堪命”，遂群起反抗。刘宋大明年(457—464年)，“建

平(今建始)蛮”向光侯率众向江峡进攻。虽刘宋不断派兵攻伐，

仍无法阻止当地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肖齐永明初(483—493

年)，“建平蛮”向宗头与“黔阳蛮”田斗渠等联合反对齐的控制。

近代以来，建始县各族人民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浪潮，先

后参加了抗英斗争、晚清反帝反封建斗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等。又如，武昌首义成功之后，建始县土家族吕大森(同盟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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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等回到鄂西，继续组织策反，为彻底推翻清王朝奔走呼号。

五

建始县自古以来就是土家族的世居之地。加之族群流动十分

频繁，中央王朝历来重视对该地区的政治军事控制，政治斗争异

常激烈，民族关系错综复杂。 ．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建始就是巴人的重要居住地之一。据文

献记载。这一时期巴人就与中原汉族先民有密切的政治、经济、

文化交往和联系，同周边的楚、蜀诸族以时战时和的方式保持了

广泛的联系。

秦统一六国后，建始正式纳入了中原王朝的政治版图，巴人

与中原汉族的联系逐渐加强。土著的巴人首领导取得了治理其地

的政治权利，他们一方面和中原王朝保持“朝供”关系，另一方

面加强对本地各族人民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初步形成了阶级

对立矛盾。

唐宋时期，建始县境内的土家族首领为了巩固和中央王朝的

关系。常以土特产向中央王朝进贡，同时也从中央王朝得到优厚

的回报。他们在相互利用的同时，也存在矛盾和斗争，甚至诉诸

武力。由于这一时期大量汉族军队、农民不断进入建始县境内，

有力地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使该地土家族受汉文化的

影响较之其他地区更加深刻。同时，由于经济技术交往的加强，

促进了该地土家族的社会经济的发展。

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在鄂西南大部分地区建立了土司制

度，包括建始部分地方在内的容美土司对建始的民族关系产生了

一定影响。这部分地方跟其他土司地区一样，包括汉族在内的土

民在政治上受到田氏土司的残暴统治，在经济上受到他们的残酷

剥削，形成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对立关系，这是土司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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