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渝东南民族地区自然环境和建置沿革 

渝东南民族地区自古以来就有土家族、苗族、回族、侗族、彝族、壮族、布

依族、蒙古族、满族等世居民族生活在此。长期以来，这些民族通过辛勤劳动，

用聪明才智，创造了本地区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后，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腥风血雨的革命战争年代里，这里的各族人民又创造了

辉煌灿烂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红色文化，

遗存在境内各地尚待开发利用的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便是有力的佐证。古往今来，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各民族先民不断地从四面八方迁入渝东南境内，再经

过不断地分化与融合，最终形成了现今境内“大杂居和小聚居”的民族分布格局。

新中国成立以来，沐浴着党的民族政策阳光雨露，在进入新世纪全民共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进程中，渝东南民族地区宛如一个和睦的大家庭，境内 50 多个民族和

睦相处，共同开发着这片广袤而又神奇的土地，共同创造着境内社会的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了解、研究渝东南民族地区的自然环境和建置沿革，不仅是加快这

一民族地区和武陵山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充分挖掘和利用这一民族地区

红色文化资源、加强和改进重庆乃至全国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推动社会主

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之需要。  

第一节   渝东南民族地区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所依赖的自然界，它包括高山、丘陵、平原、湖泊、海

洋等各种自然地理空间及各种自然资源的系统与循环。自然环境为人类的生存、

发展提供适宜的空间和各种资源，是人类繁衍、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自然环境

直接或间接、或大或小、或强或弱地影响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它“决定着人类各



种生产活动的内容和形式，进而成为生活于某一自然环境内的民族的经济文化类

型和风俗民情深化发展的前提”②。  

一、渝东南民族地区自然环境 

每一个民族都是在其特有的自然环境里生存和发展的，渝东南民族地区的各

民族也不例外。因此， 只有结合渝东南民族地 区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 去研究境

内各民族人民创造的新 民主主义的红色文化， 才有助于我们得到符合 实际的研

究结论。  

渝东南民族地区位于重庆市东南部的武陵山区，东连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南与贵州省铜仁地区相邻；西靠贵州省

遵义地区和重庆南川区及巴南区，北濒长江，与丰都、忠县、万州等渝东北各区、

县相邻。该地区自然环境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第一，位于大西南偏东的浅内陆的

地理位置，是安全可靠的战略后方；第二，山地多，平地少，地势较高，地面破

碎，岩溶地面发育；第 三，亚热带高原山地型 气候，垂直差异悬殊； 第四，山

地生态环境复杂，生物种类繁多 ③。具体来讲，渝东南民族地区的自然环境状况

如下。  

渝东南民族地区群山起伏，江河纵横，溶洞密布，林木繁茂。武陵山与大娄

山在这里交汇。这里山高谷深，绝壁对峙；峰峦叠嶂，古木参天；奇峰挺拔，秀

丽多姿；山环水抱，飞瀑高悬。这里山山对峙，奇峰相连；山外有山，山中套山；

气势磅礴，蔚为壮观。从北往南，有方斗山、七跃山、雷公山、武陵山、八面山，

逶迤奔腾，苍苍莽莽，浮云腾雾。在崇山峻岭之中，长江、乌江、酉水、郁江、

龙河、阿蓬江、龙潭河、梅江，时而缓缓流过，时而奔腾咆哮。  

从地貌类型看，渝东南民族地区的地形比较复杂，除部分平坝及河谷地带较

为平坦外，境内多是丘陵山地喀斯特地区，素有“地无三尺平”之称。乌江因落差

巨大，故形成了天险水道。乌江流域重庆段，以中、低山和丘陵为主，海拔 800～

1000 米之间，广泛分布于酉阳、黔江、彭水、武隆、石柱等区、县境内。海拔

1000 米以下的低山，主要分布在沿江两岸。台地多叠置在宽阔平缓的低、中山

的顶部。平坝大多分布在槽谷底部和沿江一线。  

                                                        

②  李良品， 彭 福荣 ，余 继平：《重 庆民 族文 化研 究》，重 庆 出版 社，2010 年版 第 8 页 。  

③  宋玉鹏：《天 府好 望角 》， 四 川人 民出 版社 ，1993 年版 第 27-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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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气候条件看，渝东南民族地区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类型，气候温热，

冬不寒冷，夏无酷暑。但因地势复杂，气候多变。该地区日照短缺，无霜期长，

全年日照 1200 小时左右，无霜期 200～300 天，平均温度 14～16C。这里降水

充沛，年均降雨量 1100～1350 毫米。这种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无

霜期长的气候特点，有助于农、林、牧、渔等业的发展。  

从土壤情况看，渝东南民族地区的土壤资源面积较大，土壤类型多样。红壤、

山地黄壤、山地黄棕壤占本地区土地面积的 45%；石灰岩土、紫色土、水稻土等

占本地区土地面积的 55%；耕地面积 309 万亩，其中，田 119 万亩，占 39%；土

190 万亩，占 61%。水域 95.19 万亩，占总面积的 3.8%，其中可用来养鱼的水域

面积达 20 万亩，水质好，饲料充足，具有发展渔业生产的良好的自然条件。  

从植被条件看，渝东南民族地区属亚热带偏湿性常绿阔叶林植被林区，光、

热、水条件比较优越，生态垂直差异大，树种资源丰富。用材林以马尾松、杉、

柏为主。在渝东南民族地区 1000 余树种资源中，许多是属于国家重点保护的珍

稀树种。水杉、秃杉、珙桐属于国家一类保护树种；银杏、鹅掌楸、香果树属于

国家二类保护树种。此外还有泡桐、香樟、楠木、香椿等优良树种。经济林有油

桐、杜仲、油茶、漆树、乌桕、棕榈、柑橘、核桃、李、柿、香蕉等。药用植物

丰富，家种药材及野生贵重药材有黄连、青蒿、天麻、当归、党参、川芎、厚朴、

杜仲、黄柏、金银花等，石柱则是全国黄连主要产地之一。  

从农作物生产看，粮食作物有 4 类 15 种。农作物栽培品种主要有玉米、水

稻、红苕、洋芋、小麦、小米、大豆、高粱等粮食作物；油菜、花生、芝麻、向

日葵、烟叶、麻类、甘蔗等经济作物；柑橘、茶叶、桂圆、枣、柿、梨、葡萄等水

果园艺植物；芥菜、魔芋、海椒、各种瓜类、食用菌等蔬菜植物以及莲藕、荸荠等

水生作物。  

从动物资源看，由于渝东南民族地区的自然条件差异明显，境内生态环境复

杂多样，这就为各种动物在境内栖息、活动、觅食、繁殖提供了适宜的自然条件。

渝东南民族地区动物资源种类繁多：①  饲养动物：重要有猪、牛、羊、马、兔、

鸡、鸭、鹅、蚕等 73 个品种；②  野生动物：据调查测算有 296 种，主要有兽类、

鸟类、爬行类、两栖类等，其中属国家一级保护的有金丝猴、华南虎；属二级保

护的有金猫、豹、毛冠鹿、穿山甲、鸳鸯、大鲵等十种；属三级保护的有大小灵



猫等四种；③  鱼类：淡水鱼类有 25 种，主要经济鱼类有草鱼、鲤、鳙、鲢、鲫、

鳊、三角鲂、白甲鱼、黄鳝等十种；④  害虫天敌类：有 215 种。④  

渝东南民族地区上述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对境内新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红色文化及其资源的生成、发展产生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渝东南

民族地区地处重庆市东南部的武陵山区，偏僻遥远、交通闭塞、山路崎岖、地形

复杂、农作物及动植物资源丰富等自然地理环境，适宜开展游击战争，为人民军

队在这里战斗、成长、壮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地表沟壑纵横，林木繁

茂，可藏千军万马；山高谷深，绝壁对峙，峰峦叠嶂，浮云腾雾，便于御敌设伏；

湘鄂川黔四省交界，地广物丰，宜于战略机动。因而，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这里成为国共双方政权、军队的必争之地，成为新民主主义红色文化的主要

诞生地。  

二、渝东南民族地区及境内革命老区的界定 

重庆市渝东南地区跨东经 10656～10919，北纬 289～3033，含涪陵、

武隆、彭水、酉阳 4 个乌江（重庆段）沿江区（县）以及黔江、秀山、石柱 3 个

乌江辐射区（县）。2002 年，渝东南民族地区的人口约 446 万，其中土家、苗等

少数民族人口约 220 万，占重庆市少数民族人口的 93%；土家族人口约占全国土

家族人口的 20%，苗族人口约占全国苗族人口的 6%，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区之

一。渝东南地区是重庆市一个集“老（革命老区）、少（少数民族聚居区）、边（重

庆的东南边界区）、山（武陵、大娄山区）、穷（除涪陵外，其他 6 个区、县均为

国家级贫困县）、库（其中涪陵、石柱为三峡库区，而其他 5 区、县也享受三峡库

区政策）”为一体的区域。⑤渝东南地区既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又是老革命根据地，

重庆市的革命老区主要分布在渝东南民族地区的 6 个区、县。  

1. 渝东南民族地区的界定 

因重庆简称渝，故重庆市的东南部地区又称渝东南地区。渝东南地区地处渝

鄂湘黔四省市交界的武陵山区，境内分布着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彭水苗族土家族

自治县、黔江区、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及涪陵区、武

                                                        

④  李良品 ，彭 福 荣，余 继平：《 重庆 民族 文化 研究 》，重 庆 出版 社 ，2010 年版 第 10-11 页。 

⑤  赵小鲁，席建超：《重庆市渝东南地区旅游发展规划》，中国旅游出版社，2006 年版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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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县共 7 个区县，它们是重庆市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使得重庆市成为全国唯一的

有少数民族聚居地的直辖市。以土家族、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人口聚居在上述石

柱、彭水、黔江、酉阳、秀山 5 个区县及涪陵区、武隆县，这 7 个区县连成一片，

地处重庆市东南隅，故又称渝东南民族地区。渝东南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包

括土家、苗、回、满、蒙古等少数民族。其中以土家族分布最为广泛，其民族特

色颇具代表性。  

从狭义或从严格意义上讲，渝东南民族地区只包括黔江、石柱、彭水、酉阳、

秀山、武隆“一区五县”。但由于历史上，特别是在渝东南民族地区近现代社会政治、

经济、文化发展进程中，涪陵一度扮演着重要角色，曾几度管辖其他几个区县，

使得涪陵与其他几个区、县有着一种密不可分的联系；涪陵虽不属于少数民族自

治区域，但其境内有土家、苗、回、满、蒙古等少数民族；再者，涪陵又是土地

革命战争时期渝东南境内的革命根据地（即革命老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渝东

南民族地区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在今天开发与利用渝东南民族地区红色文化

资源过程中，涪陵与渝东南其他几个区县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故本项目亦将涪

陵列入研究范围之中。因而，本书所论及的渝东南民族地区是指包括涪陵区在内

的渝东南民族地区 7 个集中连片的区、县。  

2. 渝东南境内革命老区的界定 

革命老区 是指中 国共产 党领导人 民群众 所创立 的土地革 命战争 时期的 革命

根据地和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根据地。由于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全国抗战的大后

方，因而当时重庆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只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的革命老根据地。也就是说，重庆的革命老区仅出现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根据

1979 年 12 月 9 日国务院国发〔1979〕250 号文件批转民政部、财政部、财税部

《关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的划分标准》中之规定，土地革命战争时

期根据地的划定标准是：曾经有党的组织，有革命武装，发动了群众，进行了打

土豪、分田地、分粮食、分牲畜等运动。主要是建立了工农政权，并进行了武装

斗争，且坚持半年以上时间的。包括（1）建立过苏维埃政权，分管过土地的地区；

（2）只建立过苏维埃政权，尚未分配过土地的地区。根据上述中央和国务院关于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的划定标准，中共重庆市委、市人民政府报请国家相关

部门，目前确定重庆市的城口县（地处渝东北）、涪陵区、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黔

江区、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7 个区、县为重庆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老区。可见，除了地处渝东北的城

口县是重庆市的革命老区外，重庆市其他的革命老区均分布于渝东南民族地区这

6 个区、县。需要强调的是，上述 7 个区、县均属重庆市直辖前的川东地区。据

2007 年统计，这 7 个区、县的总面积为 23189.57 平方公里，占全市面积的 28.14%，

人口 450.83 万，占全市总人口的 13.9%。⑥重庆市的革命老区包括土地革命战争

时期的湘鄂川黔革命根 据地、川陕革命根据地 、黔东革命根据地的部 分和其他

游击根据地。其分类情况为：  

一类老区：秀山县、城口县、石柱县、彭水县、黔江区。  

二类老区：酉阳县。  

三类老区：涪陵区。  

在革命战争年代，老区人民养育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提供了

坚持长期斗争的所需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为壮大革命力量，取得最后胜利，

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极大贡献。革命老区是新中国的摇篮，今天的新中国是

无数革命先烈前仆后继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大厦的牢固基石。

老区人民大都生活在山高路远的偏僻村落，由于基础设施落后，交通不便，信息

不灵，仍处于相对贫困的生活状态之中。  

渝东南民族地区的 7 个区、县地处四川盆地东南部大娄山与武陵山两大山系

交汇的盆缘山地，与渝鄂湘黔四省市结合相连，是重庆唯一集中连片、也是全国

为数不多的以土家族和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这里群山起伏，江河纵横，

山路崎岖，地形复杂，适宜开展游击战争。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各个历史阶段，

这里的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展了轰轰

烈烈的革命斗争。这里发生过许多重大革命历史事件，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革

命英雄人物和英勇事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赵世炎、李蔚如、钟善

辅、李鸣珂、万涛、刘仁、杨克明等革命先辈在这里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殊死搏

斗，这里也留下了革命先烈赵世炎同志在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故居、原北京

市委书记刘仁同志故居、原红三军政委万涛同志故居和李蔚如等同志领导的农民

运动涪陵区弋阳桥农民讲习所旧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李鸣珂、贺龙、任弼时、

萧克、王震、关向应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率领四川二路红军及红二、六军

团在这里开辟苏区、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在这里播下了革命火种，留下了

                                                        

⑥《重 庆年 鉴》2008 年 卷， 重 庆人 民出 版社 ，2008 年 8 月 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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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辉的革命足迹，遗留下李鸣珂等同志领导的四川二路红军开辟忠县、丰都、涪

陵苏区的战斗遗址、武隆县四川二路红军司令部旧址、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贺

龙等同志率领的红三军司令部旧址、酉阳南腰界红二、六军团会师遗址。抗日战

争时期，重庆是中共南方局所在地，这里便成为“红岩精神”的发源地，许多共产

党员和仁人志士在那血与火的年代里，在抗日烽火和民族解放事业中，赴汤蹈火，

写下了壮丽的革命诗篇。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曾上演了刘邓大军解放秀山、打响

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 战役等一幕幕英勇悲壮 而感人的历史剧，留下 了川东、

川黔边地下党的革命斗争遗址，以及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刘邓大军入川处洪茶

渡口旧址、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战斗遗址、凤鸣书院二野司令部旧址等众多的

革命历史遗址和许多动人的革命故事和传说，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红色文化资源。

这些红色文化资源生动 再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渝东南地区各族人 民丰富 多

彩的光荣革命历史。长 期以来，由于渝东南民 族地区地理位置相对偏 僻，可进

入性较差，不仅使境内 优美的自然风光比较完 好地保存下来，而且使 境内许多

特色鲜明的民俗风情、 历史文化传统及大量的 红色文化资源得到比较 完整地保

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