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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湖南少数民族史》是第一部通史体湖南少数民族历史，该书在广泛吸收已有湖南少数民族历史研究成
果及有关中国民族史撰写经验的基础上，有所发明，有所创新。
该书作为一部湖南少数民族史研究集大成之作，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对学习和研究湖南少
数民族历史、了解和认识湖南少数民族、弘扬湖南少数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促进湖南少数民族地区的
开发都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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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游俊，男，土家族，1958年生于湖南省保靖县迁陵镇。
下乡当过知青，进厂当过工人，1978年考入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之后一直在湖南省吉首大学任
教，现为中国民族学学会常务理事，湖南省历史学会副会长。
已出版学术著作两本，主编和参编教材五本，在《民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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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汉代武陵郡包括的地域范围很大。
西汉时武陵郡管辖的地方为十三个县。
东汉时武陵郡略有缩小，除把佷山县（今湖北长阳县）划为南郡以外，基本上就是西汉武陵郡的旧地
。
据《后汉书·郡国四》载，东汉武陵郡辖县十二：临沅（今常德）、汉寿（今常德东北汉寿县）、孱
陵（今湖北的公安和湖南的华容、澧县）、零阳（今慈利、石门、临澧县地）、充（今桑植）、沅陵
（今沅陵、泸溪、吉首、麻阳县地）、辰阳（今淑浦、辰溪、怀化、芷江、新晃、麻阳、凤凰、花垣
等县地）、迁陵（今保靖县地）、酉阳（今永顺、龙山、古丈县地）、镡成（今洪江、黔阳、靖县、
会同、绥宁、通道等县地）、沅南（今桃源）、作唐（今安乡）。
　　武陵郡各县虽治所多在沅水、澧水和五溪流域，但其辖就包括了四川的东南部、贵州的东部和湖
北的西南角。
如酉阳县，县治所在永顺的东南，其辖地达到了川东和黔东北，据《旧唐书·地理三》载：“彭水（
今四川彭水）汉酉阳县，属武陵郡”，“秀川（今贵州的沿河），汉酉阳县，属武陵郡”。
镡城，其治所在今靖县，辖地到了贵州清江流域，可见，武陵郡是一个北接鄂西，南达湘南的巫、渠
二水，东接洞庭，西包乌江中流的广大地区。
　　“五溪蛮”的活动中心地域是在五溪流域。
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沅水》三十七中做过解释：“武陵有五溪，谓雄溪、溪、潕溪、酉溪、辰溪
是其一焉，夹岸是蛮左所居，故谓此蛮五溪蛮也。
”梁沈约的《宋书夷蛮传》载：“居武陵者有五溪，谓雄溪、溪、辰溪、酉溪、潕溪，谓之五溪蛮。
”《文献通考>说五溪是“辰溪、酉溪、巫溪、武溪、沅溪”。
虽说法不尽相同，但五溪指的是今湖南沅陵以西沅水中上游的五条分支是一致的，从分布的地域看，
“五溪”之地比“武陵”之地要略小一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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