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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长 向世林

湘西自治州，位于湖南省西部的武陵山区，是云贵高

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相交的第一道屏障，为辐射湘鄂川

黔边区的商贸中心。历史悠久，资源丰富，山川钟秀，人

才辈出，神奇的民族文化财富丰厚多采。勤劳勇敢的土

家、苗、汉各族人民，．无论在古代、近代，或现代、当代，

为维护祖国统一，创建中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作出

了重大贡献。尤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湘鄂西、湘鄂川

黔武装斗争时期，无数先烈前仆后继，浴血奋斗，谱写了

气壮山河的英雄赞歌，至今仍碑于众口。这片沸腾的沃

土，深情地呼唤着客观反映她的新方志的面世。

方志，是记载一地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的朴实、

严谨、科学的资料性著述j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

绵延两千年，方志经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能发展至今，

其主要原因就是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在资治、存史、教

化诸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州境从明代至民国初

期，修纂了府志、厅志、县志、卫志和风土志等数十部，

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



2 总 序

国者以志为鉴。’’史论兴亡，、志表兴衰，史志为镜，可以

明兴亡废替，晓盛衰得失。今天，我们纂修社会主义新方

志，详今略古，贯通古今，尽可能达到思想性、科学性、

可读性的统一，其意义更为深远，它可为我们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提供系统的有科学依据的基本情况，可用以向

各族人民进行国情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

民族团结和革命传统教育，可积累和保存地方文献，可增

进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对湘西州的认识和了解。’正因

为如此，我州近几届政府均加强了对这项工作的领导。州

直各修志部门按照统一部署，抽调人员，组织班子，制订

篇目，收集资料，精心编纂，认真评审，并得到社会各界

和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支持。广大修志工作者以

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宏观记述和微观记述相结合，共

性资料和个案资料相结合，大量的．社会调查和深层次的

资料挖掘相结合，立足于州情的高度，总揽全局的广角，

利用各门现代学科基本原理来观照一切所须记述的事

物，求真存实，戮力同心，孜孜以求，不甘寂寞，耐得艰

苦、辛苦、清苦，历寒经暑，伏案劳作，经纬成章。欣值

州志丛书杀青付梓之际，谨让我代表州委、州政府和州志

编委会对此表示诚挚的祝贺与衷心的感谢。并坚信州志

丛书的出版发行，不仅能服务当代，而且能惠及后世。

江泽民同志指出：“坚持做了调查研究这篇文章，是

我们的谋事之基，成事之道。"州志的编纂，就是在做调

查研究这篇文章，而这种调查研究是群众性的，历史性

的，自下而上的和多角度多层次的。洋洋千万言的州志丛



总 序 3

书，是亘古未有的调查研究的结晶。这有利于我们进一步

了解州情，有利于进一步了解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更有利

于我们从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因地制宜，推动改革开放，

加快民族经济建设的步伐，加速治穷脱贫的进程。“鸿鹄

高飞，一举千里。"希望全州各族干部群众和所有关心湘

西发展的各界同仁，认真地读一读州志，研究州情，更好

地服务湘西，建设湘西，同心同德地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建设事业推向一个新的台阶。 ，．

是为总序。

●

1993年11月5日



序

杨明发

文化是人积极展开的生命活动及其方式和成果的类化物。一

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化志，就是对一定历史时期内自治州

境域土家、苗、汉各族人民与自然、社会、自身关系状况和活动

方式及成果的展示。“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明了文化

传承演变，藉以正镜旁鉴，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意义

重大深远。

湘西自治州文化源远流长，璀璨夺目，浓厚民族特色的各种

物质和精神产品，丰富了祖国文化宝库，为祖国文化增添异彩；青

铜文化耀人眼目，荆楚溪洞歌乐鼓舞、神话传说、原始古风遗韵

可寻；元明傩戏、傩舞活跃民间，戏剧曲艺应运而生，文人文学

渐次兴起；进入民国，文化教育风靡一时，革命歌曲、板报书画

耳目一新。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文化机构自成体系，

文化设施日新月异，文化网络逐渐完善，文化队伍发展壮大，坟
化活动日益活跃，文化创作渐趋繁荣，文化交流不断扩大⋯⋯使

自治州文化兼收并蓄，五彩纷呈，传播全国，漂洋过海，硕果累

累，前所未有。

编纂文化志在我州为第一次。1989年，根据州府指示精神，州

文化局策划部署，举贤任能，开展修志工作。此项工程宏伟，任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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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艰巨光荣。工作人员，辛勤五载，证今考古，殚精竭虑，收集

数百万字之史料，数易其稿，编撰出32万多字的志书，终于大功

告成。此乃千秋大业，服务现实，值得庆贺，更愿与同仁一道，借

以为鉴，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经济政策，为繁荣自治州

民族文化而努力。

(作者系现任州文化局局长)

1994年12月12日



凡 例

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志丛书·文化志》，以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存真求实，全面、系统地记述湘西州境文化

事业的历史与现状，上溯至事物在本州发端及有据可查者，下限

至1988年，详今略古。

二、设有述、记、志、图、表、录等体，以志体为主，事以

类从，横排纵述。凡具有地方特色的事物，力求详述。

三、全书冠以概述，殿以大事年表，分为音乐舞蹈、戏剧曲

艺杂技、文学、美术书法摄影、群众文化、电影、图书、文物考

古、机构团体9章，共43节32万字。

四、不设人物传，．依照“以事系人”原则随文记述或以表录

方法表述有关各类人士。

五、所记地名皆为当时名称，如吉首原称所里，属乾城县，花

垣县原称永绥，大庸原称永定等，不另作注。
．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以后皆称“新

中国”。 ’’

七、采用现代语体文记事，忠于史实，力求简明平实。

八、资料来源于旧志史料、档案馆藏、有关单位提供及口碑

资料，为避繁琐，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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