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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苗族文化史》试图对苗族的传统文化，从文学艺术、教育科技、思想观念和道德伦理，到生活
习俗、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等，作全面系统记述和历史的探讨。
全书未作统一的综合性历史分期，而是将不同的内容，分别归为“文学·艺体”、“思想·科教”、
“风俗·宗教”3篇。
该书可供研究苗族文化的学者和专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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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叙述苗民“革屯”武装起义的背景：从“清朝政府施屯政”，到民国年间“新政不改
旧纲常”，“屯政更加猛似虎，百姓如坐针毡上”。
于是苗民组织“诉愿团”，要求“废屯升科”。
但毫无结果。
“省县衙门相勾结，地方势力也帮腔；平民百姓无路走，只有起来搞武装”。
　　第二部分，叙述“革屯”武装起义的导火线和在永绥县隆团（今译龙潭）首先爆发。
由于1934、1935年连年受灾，“人民生活千般苦，饿殍荒郊无人怜；恶霸地主心肠狠，催租逼债更凶
残”。
隆团团总石达轩“为虎作伥害良民”。
石春六等去官衙告状，反被囚禁，最后被害死。
“噩讯传及各苗寨，隆团群众怒火燃”。
蚂蝗塘苗人石维桢等，结盟发誓报仇冤。
于是石维桢等率领苗民攻打团防局，杀死石达轩，打开隆团屯仓分发屯谷。
武装起义爆发，并迅速延及铅厂、猫儿、弭诺（今译民乐）等地。
　　第三部分，先叙述梁明元起事于长潭，杀死乡长常健，石维桢、梁明元、石兴顺等首领会合，成
立“革屯抗日军”，并用伏击战歼灭从保靖调来镇压的朱德轩屯军，“革屯”起义迅速发展到有屯其
他各县。
“麻阳有个龙文才（即龙杰），凤凰有个龙云飞；革屯运动烽火起，召集旧部紧跟随”。
“乾城、麻阳被攻破，凤凰县城被包围。
”湖南省主席何健和南京蒋介石政府匆忙调兵遣将，准备镇压。
　　第四部分，叙述蒋介石借机排除异己，免去何健省主席职务，派张治中主湘，承认“废屯升科”
，“百年屯政被废除”，“革屯军”接受改编，东下抗日。
“八年抗战洒热血，苗家儿女立功勋；纵使沙场牺牲了，留得丹心照汗青”。
苗民“革屯”运动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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