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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土家族风情》

前言

　　由梁先学与庹年玖主编、一批土家族专家学者共同耕云播雨的《湖南土家族风情》一书与读者见
面了。作为民族工作的部门负责人，我对此感到由衷的欣慰！　　《湖南土家族风情》一书从人类民
族学与文化学的角度，对土家族的风土人情、礼仪习俗、风光胜迹等方面进行了较系统、全面的介绍
。细细品读，你会觉得此书不仅文字流畅优美，文化习俗淳朴独特，知识性和趣味性较强，而且书中
例证、叙述与评说等均充满着古典的秀美与浪漫，处处洋溢着瑰丽迷人的异族情趣。本书把土家人祖
辈们的生产、生活中的传承与演变有机地融入土家族文化的总体中，其目的是想把土家族文化这块未
经雕琢的璞玉向世人推介和展示，让更多的人熟读土家族、知晓土家族，进而在我国这个多民族大家
庭里，为促进民族大团结、构建和谐社会作出贡献。　　熟悉土家族的人都知道，土家族自称“毕兹
卡”，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据史料记载，殷商时期土家先祖之一的巴人主要生活在汉水中游
一带。西周初年，周王分封天下，巴人所在之地被封给周王室宗姬，史称巴子国或巴国。春秋战国时
期，巴国举国南迁至长江干流，先后在清江、川峡之间至川东立国。公元前316年，巴国被秦国灭掉，
成为秦之巴郡。一部分巴人留在故地，更多的巴人或自动或被迫地开始向四方大规模流移、迁徙。当
时，巴国东接秦国，西邻蜀国，西南方是夜郎国，北方是楚国，而正南方所面对的今湘西北武陵山区
，原始荒蛮、地广人稀，散居着今苗瑶系统的部分少数民族（即武陵、五溪“诸蛮”），尚无稳定统
一的政权国家，且经济文化水平也“接近于原始状态，不如巴人”。因此，较之东方、西方和北方，
广袤的南方山区更容易实现较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所以巴国灭国后，一部分巴人陆续从南方进入湖南
湘西北武陵山区。　　这些从巴国迁徙过来的巴人便成为了当时武陵及五溪“诸蛮”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他们在湘西北大地上繁衍生息，与当地其他民族成员互相融合并逐渐成为武陵“诸蛮”的主体。
及至五代，武陵地区“诸蛮”由于长期居住在同一地区，拥有共同的历史渊源，在频繁密切的交往中
，又在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了诸多共同特征，遂形成了相对稳
定的民族共同体。史籍对这个以武陵山区巴人后裔为主体，与当地其他民族的部分成员融合而成的民
族时有提及，如宋代史书中所称“土人”、“土丁”、“土兵”，即专指土家族与土家兵。清雍正“
改土归流”后，随着汉人的大量迁入，土家族聚居区出现了“土民”、“客民”之分，“土民”沿用
汉语自称为“土冢人”。然而，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土家族的民族成
分一直得不到承认。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民族政策感召下，土家族人民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1950
年，湘西自治州永顺县土家族女教师田心桃作为苗族代表被推荐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观礼期间，她
直接向中央领导介绍了土家族的风俗、语言，转赠了土家工艺品“西兰卡普”，表达了土家人要求进
行民族认定的愿望，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其后几年，党和国家根据确定民族成分的有关条件和
标准，先后指派多批专家组成调查组，对土家族成分问题进行调查识别。1957年1月3日，中共中央统
战部发文，正式确定土家族为单一的少数民族。从此，这个在历史长河中被湮没了千百年的民族获得
了新生。　　湖南土家族主要聚居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所辖永顺、龙山、保靖、古丈、泸溪等县
，张家界市所辖桑植、慈利、永定、武陵源等县区；常德市石门县以及怀化市沅陵等县，共有263.95
万人口，占全省少数民族总人口44％，占全国土家族总人口32.9％，是湖南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在
土家族形成和发展的漫长历史进程中，生活在湘西北大地上的湖南土家族与川东、鄂西的土家族一道
，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民族历史文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风情习俗和民族文
化传统。通过《湖南土家族风情》一书，我们不仅可以了解湖南土家族的历史渊源、生活环境、风俗
习惯、宗教信仰、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科教体育、哲学思想和审美观念，还可以看到这个民族在长
期历史发展中所呈现出来的民族精神、文明程度及其历史地位与作用。　　湖南土家族聚居的湘西北
武陵山腹地山高林密，峰峦叠嶂，这种异于平原和江河的特殊地理环境造就了独特的土家山地文化。
土家族人民勤劳互助的民族美德、诚实守信的族群秉性、粗放实用的生活方式和平等秩序的伦理取向
等人文特征，均是这种山地文化的体现。由于生活环境的相对封闭以及人对其栖息环境的高度依赖，
土家先民很早就有了十分先进的生态观，他们热爱自然，顺应自然，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崇尚天
人合一，物我相亲，讲究因地制宜，随遇而安。山中樵老、林间猎手、溪谷浣妇、牛背牧童无一不是
这一观念的创造者和实践者。在土家人的生活中，俯首即拾的山食野菜、依山而建的土家转角楼、色
彩艳丽的西兰卡普、结草为服的茅古斯舞、粗犷豪放的薅草锣鼓——从生活到艺术，从一粥一饭到画
舞歌吟，无不就地取材，随性顺势而为，呈现出山地民族的鲜明特色。土家人热爱生活，敬畏神灵，
善待生命，遵循天地造化的法则和万物生灭的规律。这些素朴的观念浸润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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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土家族风情》

相传、千古不易的独特习俗：立春之日送春牛，四月初八嫁毛虫，五月端午采艾蒿，七月十五祭祖神
，春插之季开秧门，冬猎时节敬梅山，除夕之夜抢头水，开春娱神唱傩戏，庆祝丰收跳摆手⋯⋯这些
古老民俗体现了土家人的生存智慧，是山地农耕生活在土家族传统文化中的直接反映和真实写照。　
　土家族虽然长期生活在崇山峻岭之中，且被历代统治者推行的“蛮不出境，汉不入峒”民族羁縻政
策所禁锢，但历史上的湖南土家族并非完全处于一种封闭状态。湘西北地区恰处汉土交界，西汉以降
，为了加强统治，巩固政权，封建王朝常在此屯兵移民，戍边拓荒，从而使湘西北土家聚居区由一个
相对封闭的地区变为湖南开放较早、接受先进文化尤其是中原汉文化较快的少数民族地区之一。纵观
湖南土家族发展历史，无论是和平时期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往来，还是战争时期王朝驻兵的攻守进退，
土家聚居区内土、客、军、苗之间的交往一直都保持着相当频繁与活跃的态势，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碰
撞与交融不断加深和加剧，从而使土家族文化形态在保持了本民族基因与特色的同时，还吸收了包括
汉族在内的各民族文化的浸润与濡染，体现出多元文化的交融性和复合性。从南宋绍兴年间泸溪创建
土家族地区第一座书院——东洲书院开始，湖南土家族聚居区习汉文、修儒学之风一直颇盛，明朝朱
元璋更是下令土家地区“诸土司皆立县学”，从而涌现了包括陈光泰、彭勇行、田金楠、彭施铎、田
星六在内的一批较有成就的土家族文人学士。他们的著述和创作贴近生活，关注现实，清新质朴，明
朗开阔，呈现出一种异于中原的独特的文学生态和文化景观。　　在中国历史上，土家族还是一个以
勇猛善战闻名的民族。《华阳国志·巴志》载，牧野之战中，“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
”。腥风血雨的沙场上，土家先民执戈而舞，所向披靡，这个定格在史册中的姿势凌厉而浪漫，它就
像一个基因符码，从此流淌在土家人的血液中，使这个尚武的民族拥有了一部壮丽辉煌的民族英雄史
：东汉时期武陵渠帅相单程为反抗朝廷横征暴敛揭竿而起；五代马楚末年土家首领彭士愁大战溪州获
得民族自治权力；明代土司首领彭明辅、彭翼南海疆抗倭，立下东南第一战功；辛亥革命时期土家先
贤杜心五、李达武投身共和，勇纾国难；新民主主义时期，廖汉生等一大批土家汉子跟随贺龙挥师北
伐，首义南昌，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覃子斌将军出征缅甸，断臂冲锋，为国捐
躯⋯⋯在中华民族浴血奋战，铿锵前行的道路上，铁骨铮铮的湖南土家人用血肉和身躯铸就了一座座
永垂青史的不朽丰碑。他们身上骁勇善战、刚强侠义的气质秉性和争当人杰、英勇无畏的民族血性正
是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湖湘精神的精髓和灵魂。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湘西土家人，自幼就有一
种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我深深体会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土家族人民才能翻身解
放，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真正实现民族的发展与进步；只有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土家地区的经
济社会发展才能不断迈上新台阶，登上新高峰。我一向认为，出版一本书，不单是写文章做学问，更
是在用笔、用心、用智慧为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奉献力量。近年来，随着民族经济的蓬勃发展，以民
族风情习俗为主体的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迅猛。在这种形势下，大力弘扬民族文化，努力发掘、整
理和开发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积极探讨从精神文化领域激发人们聪明才智和创造活力的新途径，从而
更好地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文化建设和经济发展服务，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编辑《湖南土家
族风情》一书，也就是希望能为有志之士寻求文化与经济的最佳结合点提供借鉴，通过促进民族传统
文化资源与现代经济市场的对接，建立有效的民族文化产业，创造良好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造福
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从这个角度而言，《湖南土家族风情》一书的出版发行，不仅为我们了解和研
究湖南土家族历史文化及湖湘历史文化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同时也体现了一种民族使命和时代担当
。　　文化既是民族的重要特征，是民族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所
共有的精神财富。让我们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高举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的大
旗，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振奋精神，激扬智慧，沿着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
道路开拓进取，为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繁荣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更大的贡献
！

Page 3



《湖南土家族风情》

内容概要

《湖南土家族风情》内容简介：在土家人的生活中，俯首即拾的山食野菜、依山而建的土家转角楼、
色彩艳丽的西兰卡普、结草为服的茅古斯舞、粗犷豪放的薅草锣鼓——从生活到艺术，从一粥一饭到
画舞歌吟，无不就地取材，随性顺势而为，呈现出山地民族的鲜明特色。土家人热爱生活，敬畏神灵
，善待生命，遵循天地造化的法则和万物生灭的规律。这些素朴的观念浸润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世
代相传、千古不易的独特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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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1.日常体育2.特技体育◎下篇 武陵彦俊◎血性之氓【链接】名人事略1.相单程三破汉军2.彭士愁铜柱
盟约3.覃重王反明起义4.彭翼南、彭荩臣江浙抗倭5.向国栋岩屋结盟6.罗荣光血战疆场7.孙开华坐镇台
湾8.唐牺支宜昌起义9.罗剑仇护国讨袁10.妇女领袖向警予11.王尔琢谋划会师12.爱国人士李烛尘13.戎马
倥偬廖汉生14.郑洞国辽沈易帜15.史学界泰斗向达16.理论开拓者卓炯17.织锦大师叶玉翠18.土家歌手张
友桃19.土家歌王田茂忠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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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土家族风情》

章节摘录

　　五、婚俗　　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土家人靠着木叶传情，山歌相恋，执手相牵着走进婚姻，
演绎了无数动人的爱情故事。曾几何时，由于封建礼教桎梏，又让几多婚姻索然寡味⋯⋯　　◇哭嫁
◇　　自那天爹把媒人放在大门口的团圆伞拿进火堂，她就知道爹已放话同意这门亲事，知道她的心
肝肝就要讨庚帖、合八字，来吹吹打打的用轿子抬她、娶她。说实在的，她还真怕爹对那媒伞不理不
睬，那么她就得经受一场磨难，就得有些不知所措了。好多年前，姐姐就是不满包办婚姻不愿嫁给那
个缺了一只胳膊的有钱人而跳崖身亡的。　　近些年来，什么都好了，钱有米有，吃穿不愁，一屋人
像对仙女一样把她供奉起来，柴不用砍、水不用挑、田不用种，硬是把她养得白白净净、水水嫩嫩的
好看。爹还千方百计地把她送到艺校自费读书，毕业后就到了乡阳戏团，到阳戏团就演乖俏俏的女主
角，乖俏俏的女主角就认识了帅俊俊的男主角，男主角就成了心尖尖的肝上肉。那心肝肝也真够傻的
，竞连演戏时也真枪实弹地把她啃得痒痒痛痛的，红红的印痕，几天不消。那心肝肝又真够乖的，竞
一踏进门一口一个“爹”地跪在爹的面前不肯起来，乐得爹捋着胡子又笑又扶。　　要出嫁了，就意
味着要走出女儿群，卸去女儿装，要离开兄弟爹娘，去伺候心肝肝，伺候心肝肝那边的婆家了，那么
就该这个时候开始哭嫁了。　　她知道，哭嫁是土家族女儿自古就有的，是一种亦歌亦哭、亦哭亦歌
的情感方式，有词有调有泪，是出嫁时泪随声下的哭歌。生离也、死别也，要远离亲人和家乡也，哪
能不心痛得哭？虽然，如今的哭嫁不再是控诉包办婚姻的代名词，但却依然是衡量一个女子贤德的标
准。出嫁时哭不出，人们会认为这个女子心狠，巴不得（等不及）离开爹娘。因此，这里的女子出嫁
时都要哭的，会哭的妹子就是乖妹子，不会哭的妹子就是傻妹子。即便不会哭，干嚎也得嚎几声，虽
然调子是固定的单一的，但哭词却是丰富的多彩的，是需要自己边哭边想临场发挥的。因此，哭嫁又
成了衡量一个女子文才的标准。　　所以，她也得乖乖地哭嫁，乖乖地完成不知是哪一辈祖宗布置下
来的作业：　　婶啊，你吃人家一点嘛／肉渣渣啦／尽帮人家是／讲好话啦／你吃人家一点嘛／锅巴
饭啦／你把人家是／吹上天啦／人家给你嘛／炒的是南瓜的片啦／你讲他腊肉切得是／像手板啦／人
家给你嘛／炒的是豇豇豆的酸啦／你讲他肠子炒得是／脆又绵啦／你的女儿嘛／出去了啦／你烂肠烂
肚是／烂脚板啦。　　这被哭骂的婶婶就是那媒人，是做了好事反倒挨骂的媒人。不过，你骂就是，
这是规矩，没有谁说你骂得不是，也没有哪个说媒的因此生气，因此难受，反倒乐滋滋的，任凭你边
哭边骂，等你哭够了骂够了，那媒人也就落泪了，开腔了：　　燕崽崽大了要出高楼／狗崽崽大了要
往外走／壮了的红苕要出土／大了的女儿要抛绣球／婶给你做的是千年的好啦／你不记口里嘛要记心
头。　　那哭嫁的女儿就不好意思起来，是啊，婶婶做的媒哪一点不好呢！当初还是自己和心肝肝求
婶婶去说媒的呢，怎么也学起古人哭了一段骂媒人呢？　　往年，人家都哭男方的爹娘是十字街上的
秤，一把秤是两样的星（心），怀内称的是儿和女，怀外称媳妇是外来人。可是，每次一到婆家，婆
家欢喜得又是抹凳又是递茶，又是炒好吃的又是讲好听的，还端了洗脸洗脚水让心肝肝给自己洗。那
心肝肝也真是的，不要他洗他偏要洗，一边洗一边痴痴地望着自己笑，那眼里埋着的感情像天坑一般
，深不见底，让她又感动又心悸。哪里还有这么温暖的家、这么温存的心肝肝呢？干嘛要哭人家一朵
绣球几十个芯（心），看起来好看摸不到筋（经）？　　她对着镜子挤挤眉，刮刮鼻子，独自羞羞地
笑了起来。　　那哭什么呢？这么多年来，爹娘把自己千辛万苦地拉扯成人，刚好能替爹娘分点忧替
点累，却又要离开他们到别人家里去了，不但没给爹娘留下什么，还带去了一大屋的嫁奁，问心不安
啦！于是，悲悲戚戚，哀哀愁愁，一如所有出嫁时的女子，真真切切地哭起了爹娘：　　娘啊／你是
替人挑担嘛／白费的劲／替人背草嘛／干燥（操）的腥（心）／画眉它抱错那阳雀的蛋／竹子它缠错
老鸹的藤／鸡抱鸭蛋是替人抱／老鼠养儿它是替猫争／你是瞎子点灯替人的点啦／你着了空头的力嘛
／操了空头的心／女儿记得到娘的恩嘛／报不了娘的情啦／娘／女儿记得到娘的情嘛／报不了娘的恩
。　　像锥子锥过似的，这字字是泪的哭嫁刺痛了所有人的心，母亲、姑姑、嫂子、姐姐、妹妹及寨
上的所有女子们都团团围拢，陪着她一起流泪，一起哭嫁。她哭自己不是好儿男，跟娘坐的只几年；
娘哭崽是身上掉下的肉，崽痛手指娘痛那个肝；她哭千万斤担子你挑苦了，到了那里嘛你直直腰；她
哭从前是一家蒸苕两家香，一家打粑两家饱，如今是一把菜籽撒过坳，晓得打包不打包；众姐姐你莫
哭嘛莫心焦，姐的好处嘛记得牢；你前脚嘛棍棍儿打露水，我后脚嘛打伞随后到。　　有了这汹涌的
歌哭，小村就一下子涨了齐天大水，沟沟壑壑，坑坑洼洼，全都冲出一条条感情的小溪，四处奔窜，
哭了三天五天后，哭了十天半月后，那心肝肝就循了歌哭而来，涉了小溪而来，浩浩荡荡地前来迎亲
。　　那就上头吧——把辫子挽成粑粑髻盘上去。　　那就开脸吧——把脸上的汗毛扯得干干净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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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脸上的眉毛文成娥眉新月细弯弯。　　这才是媳妇样，这才能出闺门，这才是彻彻底底告别女儿群
去走另外一种人生。　　心肝肝的小车披红挂彩，阳戏班子的鼓乐吹打不停，一边是欢喜得哭，一边
是欢喜得笑，在这欢天喜地的阳戏调里，红红火火的嫁奁搬上了车，漂漂亮亮的新娘扶上了车，亲亲
呆呆的新郎钻进了车，热热闹闹的哭嫁带上了车。一个民族的习俗与智慧，一个民族的艺术与歌谣，
也全都古老新韵地涌上了车，涌上了路，涌上了山外是山天外是天的大世界。（彭学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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