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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结合文献历史记载、土家族地区的各种传说、土家族宗族所留传的碑刻、家谱（金
丹簿）等材料，对贵州土家族的历史发展脉络、土家族族群聚落与建筑文化、土家族的
服饰与审美观、土家族的耕作与手工业文化、贵州土家族饮食文化、土家族的节日风情
习俗、土家族地区的语言特点以及贵州土家族历史文化的时代神韵等方面，站在贵州土
家族地区在中华大地上各民族交往融合的特殊地理视角，深入剖析了贵州土家族作为汉
族与西南、南方各民族交融的桥头堡，在接受汉文化和各个少数民族文化的基础上，以
适应整个社会变迁和历史变迁的特点，从而形成了贵州土家族文化自身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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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有土家族人口500多万人，主要集中在湘、鄂、渝、黔四省毗连地区。贵州有土家族
100多万人，居全省少数民族人口第四位，而其中约92%的土家族居住于贵州铜仁境内的
梵净山区，达142.91万人，为铜仁市总人口的33.44%(2011年年底统计数据)。另有约8%的
土家族居住在贵州省遵义市的道真、务川、凤岗、湄潭，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镇远
、岑巩、三穗等县以及贵阳市等地。
梵净山区的土家族主要以宗族聚居形式集中居住于梵净山区腹地铜仁市下辖的沿河、德
江、印江三县，占全区土家族总人口数的约71%；其余约29%的土家族散居于梵净山区周
边的思南、江
口、碧江，石阡、松桃、万
山、玉屏等区、县的部分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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