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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12月，《四川苗族志》编纂委员会给我寄来了《四川苗族志》送审稿一本，征求我的意见
，并邀我在志书成后，为本志书作序，我非常高兴，欣然命笔，写下我的感受。
　　我长期从事民族研究，对民族工作和民族研究的进展极为关心。
因此，《四川苗族志》的问世，也引起我由衷的敬意。
但由于我到苗区的时间少，对四川苗区的情况知道不多，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说是为《四川苗族志》
作序，不如说是向编篆本志书的主编、副主编和本志书作者学习更为确切。
本志书的主编、副主编、作者虽不是专业的民族研究者，但他们都是新中国建国以来，在党和国家领
导下，长期从事四川苗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实际工作者，对党的民族政策在苗族地区的
具体实施和贯彻，具有深切的体会和实践的经验，且他们均为苗族，精通本民族语言文字，熟悉自身
风俗习惯，对苗区的情况有深刻的了解，因而对写好《四川苗族志》具有一般学者无法取代的优势。
通过他们多年的努力，现在终于完成了这一蔚为壮观的专著，这是件极可称道的事。
《四川苗族志》的问世，不仅填补了四川没有苗族志的空白，而且为全面研究苗族的历史和现实，提
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苗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的一员，川渝分治前，四川苗族主要分布在川南、川东南和川西
南的广大地域。
分治后，目前四川全省苗族人口14.8 万多人，位居四川少数民族人口第四位。
但是由于历史文献、包括历史所修的官私著述及各种地方志在内，对四川苗族的记载，始终十分简略
，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民族志，即使在这十分简略的记载中，又多为军事战争之事。
致使我们今天研究四川苗族的历史状况感到十分困难，这是数千年来民族压迫制度造成的结果。
本志书根据民族平等原则，将其中的有关苗族的事迹加以梳理勾陈，旁征薄引，终于形成洋洋大观的
《四川苗族志》专著，确是一个历史性的创举与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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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正如本志书在“凡例”中所说的那样，在编写中力求突出时代特色、地方特色、苗族特色。
它在各个方面都有别于旧志，读后确是给人以新感受、新启示。
人们不但可以从书中看到四川苗族地区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变迁和兴衰治乱之更迭，而更为重要的是，
在党和国家为实现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这一伟大目标中，五十多年来，在四川苗区
做了何等重大的努力，从政治上、经济上直至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工作，取得了历
代王朝所不能取得的成就。
在这一成就中，四川各族人民关系得到根本好转，各民族友爱团结日益增强，民族平等权利得以实现
，并日益充实完善。
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
书中本着详今略古，实事求是的原则，通过众多事实，确实使人们处处能看到五十多年来在党和国家
领导下的新时期的新方针、新政治、新气息、新气象。
尽管四川苗族地区几千年来所形成的滞后状况，不可能在建国后五十余年的短暂时间内完全改变，但
人们可以从五十多年欣欣向荣发展中，看到四川苗族地区的光辉未来和美好希望，这是本志书的精华
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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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民国二十一年（1932），美国学者葛维汉从珙县王武寨邀请3位苗族歌手及习俗传承艺人到成都
，记录他们演唱的古歌、讲述的故事，写成《川苗的故事和歌谣》、《川苗神话》、《川苗的宗教习
俗》，分别在《华西边疆研究杂志》上发表。
《川苗的故事和歌谣》后由美国国家博物馆斯密森内福基金会联合在华盛顿特区出版。
　　▲民国二十二年（1933），古蔺县蔓岭福音堂向当地苗族教徒分发坡拉苗文印刷的《马可福音》
、《新约全书》、《赞美诗》等宗教书籍，坡拉苗文开始传人古蔺。
　　▲民国二十三年（1934）七月，红三军在贵州沿河县铅厂坝召开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
表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苗族问题的决议》，四川、贵州、湖南境内之苗族，宣布执行“八条”纲
领。
　　▲民国二十四年（1935）一月，遵义会议结束，中央红军从贵州习水县土城猿厚渡过赤水，进入
古蔺、叙永等四川苗族、彝族居住地区，开始了闻名世界的四渡赤水。
　　▲同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央红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从贵州土城猿厚渡过赤水河，在古蔺太平、石
屏、鱼岔、龙山、株溪、铁厂、丫叉、养马嘶、马蹄、海螺堡、水潦以及叙永县分水等苗族地区转战
。
二月四日，分别从普占、后山、海坝进入云南扎西（威信）。
　　▲同年一月二十九日，红军中央纵队渡过赤水河，经麻柳滩、落用、印合山、石峡口、鱼岔、龙
山、银庄、回龙场、白撒、海螺堡。
二月三日，绕雪山关、阿利堡，下午4时到达水潦石厢子。
二月九日到达云南扎西，沿途均为苗族、彝族居住地区。
　　▲同年一月二十九日，红军左路纵队自猿厚渡河，翻莲花山、龙爪店子坝、香楠坝、桂花场，绕
大寨、合乐、三岔。
二月二日下午，九军团通过叙永、两河、黄泥、分水向扎西转移；一军团一师绕叙永城经古宋县金鹅
、大坝、兴文县先锋、簸峡、建武、珙县石碑、曹营、洛亥进入扎西，沿途均为苗族居住地区。
　　▲同年二月，红军长征经叙永枧槽乡，苗族妇女侯再芝用家中年货款待红军，并为红军带路和保
护伤员。
　　▲同年二月三至五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在古蔺县彝族、苗族聚居的水潦乡石厢子召开会议
，讨论中央红军的行动方针与苏区的问题，确定由洛甫（张闻天）接替博古（秦邦宪）在党内负总责
，由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
　　▲同年二月四日，红军在古蔺水潦石厢子召开群众大会，将当地两大土豪、恶霸彭正楷、周世成
的粮食、衣物分发给汉、彝、苗各族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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