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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芷江民族志轨是芷江侗族自治县首部民族专业志书。它的

问世，是全县各族人民的一件大喜事，值得庆贺。

芷江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自古以来就是侗、汉、苗、土家

族世代生息繁衍的地方。加上近代迁入的回、瑶、壮、满、白、

彝、蒙古、布依、水、维吾尔、黎族，共15个民族，共同组成

芷江多民族的大家庭。

芷江备民族有着自己悠久的历史，有着自己灿烂的文化，有

着自己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有着自己的心理素质。他们长期

和睦相处，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成为血

肉相连、生死相依、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在漫长的封建社会

里，历代中央王朝都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使各族人民

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谋求生存和发展，他们患难与共，同舟共

济，并肩战斗，反压迫反歧视的斗争此起彼伏，取得了一次又一

次胜利。同时，他们披星戴月，披荆斩棘，为开发、建设芷江立

下了永不泯灭的功勋。
。

1949年10月1日，随着天安门广场礼炮鸣响，全国各族人

民获得解放，芷江各族人民也翻身当家作了主人，掀起了建设祖

国、建设家园的高潮。经过46个春秋的艰苦奋斗，芷江面貌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项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986

年9月22日，国务院批准撤销芷江县，设立芷江侗族自治县，

1987年9月25日，全县上下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庆祝大会。党的

民族政策光芒普照，全县各族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求实创

新，开拓进取，经济和社会发展事业成绩斐然，令人鼓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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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之际，芷江侗族自治县民族事务委员会主持编写《芷江

民族志》，为后人了解芷江各民族的历史、文化、经济，风物、

人情、民俗提供依据，这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编纂扦呕心沥

血、广搜资料、辛勤笔耕、四易编目、三改志稿，由此可见付出

了何等艰仁劳苦。

本志以L5列上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民族平等、民

族团结、民族进步为指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

点，如实客观地对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历史与现状

作了翔实而生动的记述。溶资料性、思想性，科学性、可读性于

一体。全书设10章，45节，涉及民族族源族称、社会政治、民

族经济、婚姻家庭、民族语言、文化艺术、民族习俗、民族工作

等内容。不仅为各级领导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而且对研究历史

学，社会学、民族学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同时，为各部门进

行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也提供了一

个极好的乡土教材。

《芷江民族志》的出版发行，对进一步激发芷江各族人民的

精诚团结，进一步提高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精神，促进芷江经济

和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故乐为之作序。

芷江侗族自治县县长张应权

1997年5月30日



凡例

凡例

1、本志系芷江首部民族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思想，遵循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

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进步的原

则，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准确、系

统地记述芷江侗族自治县侗、汉、苗、土家族的政治、经济、文

化的历史和现状，记述民族政策的落实和民族工作的进展情况，

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可读性、史料性的统一。

2、本志上限不限，尽可能追溯到事物的发端，下限止于

1995年，有些方面延至成书时止。

3、本志采用章、节、目结构。目用黑体字单独成行表示。

4、本志采用志，述、记、图、表、照，录诸体形式表示，

以语体文据实叙事，诗歌较多，以体现芷江侗乡是“歌的海洋”的

民族特点和地方特色。不便于进入正文的重要资料、文件等，编

入“附录”。

5、纪年著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采用旧年纪，每

节第一次出现的历史年号，夹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统一用公元纪年。

6、志中所用数据，以县统计局的为准，无统计数据者，则

采用有关部门的数据。侗族语言文字，同时采用国际音标。

7、地名称谓，按历史事件发生时的原名为主，如后有变

更，则夹注今名。

8、本志资料来源于县档案馆、县志办和史籍之中，大量来

源于口碑资料，以及部分实物资料。一般不加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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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述

(一)

芷江侗族自治县，位于湖南省西部。地处东经109。17
7

3l∥～109。547 49∥、北纬27。04
7 12∥～27。38

7

24∥之

间。东连怀化市，南接黔阳、会同和贵州天柱县，西与新晃侗族

自治县和贵州万山特区接壤，北与麻阳苗族自治县和贵州铜仁毗

邻。

县境东西宽61．5公里，南北长63公里。总面积为2098．89

平方公里，约占全省面积的1％。

辖4个镇、25个乡，301个行政村、7个居委会。据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全县有侗、汉、苗、土家、壮、朝鲜、布

依、蒙古、回、瑶、彝、满、藏、白、水15个民族。总人口

32．1873万人，其中少数民族18．3577万人，占总人口的57％。

1995年全县总人口为33．9175万人，少数民族19．5万多人。占

总人口的57．5％。

县治芷江镇，是湘西著名的历史古城，迭为县、州、府、道

治所。抗日战争时期，部队集结、机关、学校，商行迁入，难民

涌入，人口猛增至10余万人，曾有“小南京”之称。抗日战争胜

利时，受降会谈在此举行，蜚声中外。

芷江地势由北、西向东南倾斜，北部、西部和西南为中山、

中低山区，山峦重叠。东部和东南是高低起伏的高丘。中部山间

盆地，是芷江粮食生产的主要基地。

沅水自西向东蜿蜒流经全境，清水江流经县南，294条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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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流中脉全境。水能资源丰富，可开发利用水能1 1．87万千瓦。

境内气候温和，春夏秋冬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日照充足，

无霜期较长，适宜农业生产。

芷江物产丰富。有耕地40余万亩，主产稻谷，兼产麦类、

薯类、豆类、玉米、油菜等，是湖南省商品粮基地县之一，享有

“担不完的沅州”的美誉。林地193．6万余亩，有杉、松、樟、

梓、楠、竹多种用材林及油茶、油桐、板栗、柑桔等经济林。林

业特产白蜡，常年产量约占全国的十分之一、全省的二分之一。

珍贵野生动物有麝、青羊、刺猬，穿山甲、花面狸、白冠长尾

雉、金鸡、八哥、相思鸟、大鲵、青鱼、绿鱼、龟等等。地下有

煤、铁、金、铅、锰，磷、重晶石、陶泥、耐火土等，非金属矿

蕴藏量较大。

320国道、湘黔铁路自东向西平行穿过，县、乡、村公路四

通八达，交通便利。直拨电话已经开通。

芷江人杰地灵，文物古迹众多，旅游资源丰富。有建于乾隆

十三年的。天后宫”，官前门坊上数十幅青石浮雕，工艺精湛；城

北。文庙”，保存完好；南郊“杨溪云树”，植于西汉初年，已有两

千余岁；东郊“受降纪念坊”，是中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标

志。随着改革开放，中外游客络绎不绝，旅游事业日臻发展。

(二)

芷江历史悠久。远古时代，即有先民在这块土地上活动，“以

渔猎伐山为业”，处于部落时期。今考古工作者发现有磨制精细

的新石器时期的石斧、Zl碛至先秦时期，侗族先民在这块土地

上游猎农耕，生息繁衍。西汉在此始建无阳县，隶属武陵郡，称

这里的居民为“武陵蛮”或“五溪蛮”，泛指侗、苗等族。史籍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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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芷江曾是侗族的“故壤”之一。

随着社会的演进，汉文化的传入，中央封建王朝对西南边陲

的开发，芷江逐渐成为战略要地，有。绾毂四省，控驭五溪”重地

之称。从西汉初至唐末的1100余年中，芷江曾三次建县四次设

州，但封建王朝的势力尚未真正达及，即使是兵威大振的唐朝武

德时期，也只不过是。羁縻而已”。且羁縻之所及，仅限于、抚水下

游“一线羊肠”地带。正如《沅州府志》在追述州史时叹称：“况四

正四隅之地，为蛮僚出没之区，而州之道广袤之数，诚有如昔人

所谓一线羊肠者，于舆图何有焉!”

五代及宋初，芷江“溪洞”酋首势力日盛，常自称州刺使，以

对抗朝廷。熙宁初，南疆地域少数民族首领向永晤、舒光银等以

据地归附宋朝，唯懿州(今芷江)峒人酋长田元猛拒命达五年之

久。朝廷派左侍禁李资率部前来招谕，因李亵慢夷僚，熙宁六年

(1073)，为懿，洽州“蛮”所杀。翌年被荆湖北路察访章悻攻占，

废羁縻懿州，改置沅州。宋王朝的残暴统治，激起了芷江各族人

民的多次反抗。南宋乾道六年(1170)，杨添朝在卢阳(今芷江)

西起义，淳熙二年(1175)，溪洞副官吴自由联合杨友禄起兵，斗

争矛头所向，直指宋王朝在芷江所置州县官府，迫使宋王朝将西

南一带“诸路所开道路、创置堡砦并废”，对。五溪郡县弃而不

问”．

元明时期，中央王朝进一步加紧开发西南，沅州成了。势居

西南第一州”。在芷江设立。安抚司”，后改为总管府，且于芷江

屯兵，对芷江各族人民的压迫剥削更重，民难以聊生。元朝为巩

固其统治，实行“以农桑为急务”的政策，对农业的发展有促进作

用。但同时推行民族等级制，侗、苗更受歧视，民族矛盾和阶级

矛盾加深。元朝中后期，统治者横征暴敛，激起芷江各族人民起

来反抗。靖州吴天保率义军攻占沅州，侗民纷纷响应支持。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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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起义军攻占沅州，结束元朝在芷江的统治。

明代初期，朝廷以抚民一tl,，采取奖励垦荒，修渠筑塘，移民

屯田及减轻徭赋等措施，民得以养息。此时，侗汉文化进一步交

流融合，促进了县境生产技术的发展，农作物优良品种增多，白

蜡生产初具规模。养蚕缫丝、纺纱织布等手工业和集镇交易渐

兴。同时，兴学办书院，科举考试给少数民族一定名额，促进了

境内文化发展。明中期以后，对地方强化统治，嘉靖二十七年

(1548)，在沅州设立四川湖广云贵五省总督。万历二十八年

(1600)，又设立偏沅巡抚，芷江成为封建王朝镇压西南地区调兵

遣将的军事要地。芷江侗、苗倍受蹂躏，有的迁徒他乡，有的隐

讳民族成份，避居边远山区。

清初，境内各族饱受兵事洗劫之苦，人口逃散，田园荒芜。

清政府为“收拾民心”，“行蠲免、薄税敛”，鼓励垦荒。康熙初，

境内民垦和招募游民垦荒共1200顷；兴修水利，仅土桥上河堰

灌田千余亩；粮食生产成为境内支柱产业；粟、麦、养、豆、玉

米和麻，棉、烟，茶、油茶、油桐广为种植；牛、羊、猪、鸡、

鸭普遍养殖；李、梨、桃、桔、柚等农户喜为栽培洎种自纺自

织自染棉、麻，葛布基本满足自用。手工业兴起，生铁除制农具

外，尚有外销。谷米、木材、桐油除自食自用外，由行商坐贾收

购，运销洪江、常德，汉口等地。随之推动了造船、水运业的发

展。但地方官吏和地主豪绅对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加紧兼并，贫

富悬殊，阶级矛盾日以尖锐。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为了赔款，赋

税多如牛毛，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官逼民反”，境内反清斗

争不断。嘉庆二年(1797)，五郎溪乡民起事反清；道光十九年

(1839)，贵州铜仁徐廷杰起义军威迫沅州官府；咸丰十一年

(1861)，太平天国石达开部在芷江榆树湾(今属怀化市)、公坪一

带与清兵激战，击毙县丞、重创都司；同治元年(1862)，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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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柱县侗族农民起义军首领姜应芳率部转战沅州三月余；同治二

年，张芝兰在帽子坡聚众起义；同治三年至九年，张秀眉率侗、

苗起义军多次在芷江打击官军；光绪二十五年(1899)，板山杨

堂堂聚集数千侗、苗、汉民起义。这些起义虽遭清军镇压，但动

摇了清代王朝在芷江的的统治。

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清朝封建帝制，建立中华民国。但芷江

各族人民仍在帝国主义、买办官僚主义和封建主义。三座大山”

压迫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为寻求解放，前仆后继，开展了

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

1926年8月，中共党组织派共产党员唐伯赓、周鸣春、李

祖翼等党员先后来芷江开展革命活动，建立中共芷江支部(后改

为特别支部)，领导成立工人、商人，妇女、学生等联合会和十

余个农民协会，以及县农民协会，一场反帝、反军阀、反土豪劣

绅的革命浪潮蓬勃兴起。

1927年4月20日晚，县农会成立，举行。提灯会”游行。驻

芷军阀犹国才举起了屠刀，血腥镇压游行革命群众，杀害了特支

书记唐伯赓、店员工会负责人刘隆、学生联合会负责人李泽鸿和

支持革命的县长钱维骐、警备队长向桂生。1928年春，在北乡

重建中共金厂坪支部，因叛徒出卖，而再次遭到破坏。

1935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六军团长征途经芷江，

次年1月3日离芷入晃县，5日回师芷江便水，与尾随国民党军

展开了著名的。便水战斗”，毙伤敌军近千名，群众给予备粮，

柴、菜，支援红军作战。

抗日战争时期，芷江各族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作出了卓越

贡献。1936～1940年，芷江各族与邻近县数万民工修建、扩建

芷江机场，成为对日作战的空军基地。苏、美空军相继驻此，国

民党部分军政、军工企业陆续迁入，芷江为之承担食宿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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