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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苗族是我国人口较多、分布较广的少数民族之一。
几千年来，他一直以其历史悠久，分布面广，文化丰富多采，反抗性强而著称于世。
    苗族在古代曾聚居于长江中下游及黄河流域的部分地区，后来西迁聚居于以沅江流域为中心的今湘
、黔、渝、鄂、桂五省市毗邻地带，而后再由此迁居各地。
现在，他们主要分布于以贵州为中心的中南和西南的各省市山区里。
        我国的历史文献中有关苗族及其先民的记载极多，但是几千年来，对苗族人口却没有一个全国性
的统计，即使是国民党时代，也不例外。
这种情况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有了改变。
1953年全国开始人口普查，苗族人口为251万人；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苗族人口为278万人
；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时，苗族人口为503万多人；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苗族人口
为739万多人；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苗族人口已达894万多人。
苗族人口较快地增长，除了自然增长外，党和政府贯彻民族政策，使新中国成立前因民族歧视不敢承
认自己是苗族的人，恢复了自己的民族成分，也是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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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族源和迁徙　　第一节　族源和族称　　一、族源　　苗族的族属渊源和远古时代的“
九黎”、“三苗”、“南蛮”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我国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下游一带，很古的时候就生活着很多原始人群，他们经过世世代代的生
息繁衍，通过艰苦的劳动，在距今五千多年前，逐渐形成了部落联盟。
这个部落联盟叫“九黎”，以蚩尤为其首领。
《国语·楚语》注中说：“九黎，蚩尤之徒也。
”《书·吕刑释文》、《吕氏春秋·荡兵》、《战国策·秦》高诱注，都说蚩尤是九黎之君。
他们借助优越的地理条件，不断地辛勤开拓，使生产力不断提高，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一跃而成为雄
踞祖国东方的强大部落。
与此同时，以黄帝为首的另一个部落联盟，也兴起于黄河上游的姬水，并向黄河下游发展，和九黎发
生冲突，最后在涿鹿（今河北省涿鹿县）将九黎打败。
　　九黎战败以后，其势大衰，但他们还占据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广阔地区。
到尧、舜、禹时期又形成了新的部落联盟，即史书上所说的“三苗”，又称为“有苗”或“苗民”。
三苗人多势大，又有着洞庭、鄱阳诸湖和汶山、衡山等地理方面的优势，实力雄厚，曾和尧、舜、禹
为首的部落联盟进行过长期的抗争。
　　商、周时期，三苗的主要部分仍在长江中游地区与其他各族一起，被称为“荆楚”，有时也被称
为“南蛮”。
后来，荆楚的社会经济日益发展，其中较先进的楚人，又被专称为“荆蛮”。
其后，荆蛮日渐强盛，发展成为春秋战国时“五霸”、“七雄”之一的楚国主体居民。
从商王朝起，就把“居国南乡”的“荆蛮”视为肘腋之患，而不断以武力相待：“挞彼殷武，奋发荆
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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