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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苗学学会2012年年会暨学术研讨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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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10月23日湖南省苗学学会2012年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在湘西花垣县召开。省民委主任徐克

勤率省民族研究所、《民族论坛》杂志社领导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湘西州有关领导和花

垣县委、人大、政府、政协、人武部的主要领导参加了会议的开幕式。应邀出席会议的还有中央

民族大学民俗文化研究中心、贵州省苗学会、湖南省侗学研究会的有关领导和嘉宾以及来自省内

湘西州、怀化、邵阳、长沙片组、吉首大学、怀化学院、湘潭大学等的苗学会会员、民族工作

者、苗学研究专家学者近100人。会议收到学术论文77篇。会议围绕“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

贫攻坚、苗族历史文化研究”开展学术交流，共有20位专家学者在会上作了发言。现将学术交流

的情况综述如下： 

一、关于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 

  国家率先启动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试点，对于本区域内的苗族和苗族地区发展带来

了历史性的机遇。学者们将关注点较多地集中到农业产业发展和扶贫攻坚上，通过个案的分析，

提出发展思路和政策性建议。湘西州学者刘建明在《武陵山苗族和苗族地区区域发展和扶贫攻坚

途经和模式研究——以香港嘉里集团郭氏基金会湘西州保靖扶贫的实践为例》中，介绍了郭氏基

金会坚持“以人为本，以人改变人”理念，采取“办点作样，复制推开”方法，开展了以“健康

扶贫、教育扶贫、产业扶贫、生态扶贫”为主要内容的“四轮驱动”式扶贫。4年多时间，实施

工项目180多个，投入资金数千万元，使农民卫生习惯得以改变，农村基础教育得以发展，基础

设施得以改善，基本产业得以兴起，农民收入得以提高，有力地推进了和谐新农村建设，有效地

创新了社会扶贫模式。怀化学者吴钦敏通过对麻阳“股田制”改革的调查，分析归纳了其灵活多

样的入股形式、保障股农的入股收益、切实有效的激励政策和多方配合的服务指导等特点，认为

股田制改革实现了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探索了民族地区农业产业化的新路，创新了少数民族脱

贫致富和加快发展的模式，并提出了四项政策性建议：一是加大宣传推介的力度，因地制宜地扩

大股田制改革的覆盖面，发挥扶贫示范的引领作用；二是加大招商引企的力度，吸引战略投资者

和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参与武陵山片区的发展和扶贫攻坚；三是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为股田

制改革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促进农业股份公司不断发展壮大；四是加大指导服务的力度，整合

多方资源形成合力，为农业股份公司发展提供优质服务的指导。中南大学教授杨成胜在《武陵山

苗族地区农业多功能经营发展研究——以城步丹口镇竹岔山村为例》的论文中，根据竹岔山村农

业多功能经营发展的资源条件，认为该村应在发展农业多功能经营方面杨长避短，发展生态农

业、旅游农业、能源农业等多种功能经营模式，并针对其存在的诸如缺乏从事能源农业和生态农

业的人才、社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过度使用化肥和农药、金银花产业存在发展困境、缺乏

多功能农业经营发展的资金等问题，提出了实施农业多功能经营人才培养措施、超前修建社区公

共基础设施、转变化学农业生产方式、采取多种措施提高种植业增收能力、建立发展农业多功能

的资金支持体系等建议。 

二、关于苗族传统文化与旅游业的发展 

  《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技贫攻坚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发展民族文化旅游，形成有效带动就

业和增收的支柱产业。苗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传统文化资源非常丰富。利用苗族丰富多彩的文

化资源发展旅游业，是专家学者研究探讨的重要领域。麻阳政协文史委主任张盛斌提出《以文化

旅游为先导，推动武陵山片区区域经济发展》，建议确定大武陵文化旅游发展目标、发展主题，

以“神秘武陵”、“生态武陵”为旅游宣传形象，积极发展观光型旅游、休闲度假型旅游、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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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旅游等，并确定大武陵旅游空间布局，加强区域内合作交流，夯实大武陵文化旅游圈开发基

础，共同谋求旅游建设的政策支持。吉首大学副教授石群勇认为凤凰山江地区是国家级文化生态

保护实验区“武陵山区（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苗族文化生态保护核心区。核

心区内苗族民众参与苗族文化活动积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较为浓厚，传承人传习活动频

繁，初步形成了具有突出地方性、鲜明民族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体制和机制。并将“山江

模式”概括为以苗族博物馆为龙头、民间作坊为主干、苗族节庆为载体、学校教育为基础、民俗

文化旅游为辅助的活态传承机制，政府组织主导保护、苗族民众自觉保护、社会各界积极参与保

护，责任明确、运转协调的保护机制。这一模式最终形成经济、社会、文化和谐发展的文化生态

示范区，成为民族地区乃至全国乡村经济社会文化可持续发展的范例。湘西学者麻国柱提出《构

建吉卫非物质文化旅游扶贫实验区设想》，充分利用吉卫独特的地理环境、悠久的历史文化、众

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的地方特色农副产品和其他旅游资源，按史料记载修复新老卫城，进

行功能划归，分别开展食住行和苗族文化展示，通过经常组织“赶集”、“二月二”、“四月

八”、“赶秋”等各种活动，实现苗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弘扬。邵阳学者张正清在分析研究巫

水流域苗族地区旅游资源的优势和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巫水流域苗族地区旅游文化建设的设

想，以资源为基础，以苗族文化为内核，以市场为导向，以建设“全国知名旅游目的地”为目

标，对接大湘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大桂林旅游圈，实行同质整合，推进差异发展，全面彰显苗族

地区的文化特质、生态特色、民俗特点。搭建多层次、全方位、复合式的文化感受、生态体验、

休闲娱乐的现代旅游构架。 

三、关于苗族历史文化的保护 

  与其他少数民族一样，面对现代生产生活方式和强势文化的冲击，苗族传统文化存在着传承、

保护和发展的问题。学者苗青在《论湘西苗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论文中，提出湘西苗族传

统文化的五大宝库是：笙、鼓、歌、乐、舞。文章在分析了这些传统文化的现状后，认为从现有

基础和需要来看其发展方向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芦笙的恢复、传播与逐步普及；二是跳鼓与踩

鼓的相互配合与提高；三是传统苗歌的搜集、归类、记录与翻译；四是“巴代雄”文化的抢救与

整理。怀化通道学者潘启斌在大会交流发言中介绍了通道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情况和当前面临

的问题，提出应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以“政府主导、社

会参与、明确职责、讲求实效”为原则，要努力提高保护意识、切实加强申报工作、认真组织开

展活动、逐年加大投入。贵州台江学者张少华对于苗族语言消失及其民族文化保护建议：苗族语

言文字问题应引起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为加强苗族语言的保护和传承，应在中、小学中

继续开展苗汉双语教学；树立民族责任心和责任感，加强农村苗族群众的思想教育和宣传，提高

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民族自尊心，把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为已任；地方党委、政府应重视

和关心、支持苗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工作，利用各种民族节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弘扬苗族文

化；在有苗族群众居住的地区，在电视、广播节目中穿播苗语播音调动说苗语的积极性。 

四、关于蚩尤文化、盘瓠文化与苗族历史 

  蚩尤、盘瓠都是历史和神话人物，与苗族的历史和文化都有着深厚的渊源。对蚩尤文化的研

究，已从最初的正确评价其历史定位、确立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向探究文化内涵的现实意义、

服务于苗族和苗族地区各项事业发展上来。湘西花垣学者石维刚在《蚩尤文化在当代社会的运用

探究——以湘西苗族聚居区为考察视域》中提出蚩尤文化资源的运用可以提振民族精神。历史苗

族不断迁徙，但其创造的文化却未曾中断，源远流长，并不断地激励着苗族自强不息、顽强拼

搏。这一文化和精神对于今天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加快发展苗族地区各项事业具有

现实意义。文中还提出蚩尤文化资源和利用可以加速旅游业的发展。怀化学院讲师王淑贞在大会

交流发言中以《麻阳盘瓠文化的内涵探析》为题，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盘瓠这一现象的文化内涵。

一是虔诚神奇的民间信仰，包括原始的图腾崇拜、松散的组织形式和奇特的仪式活动；二是古朴

独特的民俗事象，包括巫风浓郁的生产习俗、苗族特质的生活习俗、苗汉杂糅的节事习俗、原始

古朴的信仰习俗；三是丰富多样的文化学内容，有狩猎农耕交替的物质文化、血缘婚制为代表的

制度文化、神奇怪异为特征的精神文化、团结协作为标志的行为文化；四是极具魅力的美学特

质，如美的行为、美的品质、美的精神；五是久远厚重的历史积淀。 

五、关于苗族传统医药 

  苗族医药是苗族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一直承载着为苗族区域人民

的养生保健、预防、治疗疾病等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吉首大学教授吴荣臻在交流发言中提出了三

个观点：1、关于祖源问题，认为苗父是苗医始祖。苗父是九黎三苗时期蚩尤的部将，主管苗医

苗药；2、关于定义问题，认为凡是按照苗医学理论指导行医的，特别通过投师真传的都可以承

认其为“苗医”；3、关于特点问题，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哲学理论上的特点。如“一分为

三”的哲学观点，“神药两解”的巫医理念，“该死”与“该活”的辩论观点，“鬼神一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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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二是诊断学的特点。中医的“望闻问切”，在苗医中已普遍使用，除此之外，苗医还运用

起病的时间与患者生辰时日对应掐算，推理吉凶；同时，还有触摸与血诊，“照水碗”等诊断方

法。三是药物学上的特点。有以药性直接命名的，有以药物气味命名的，有以药物功能命名的

等。湘西花垣学者石志权提出了两个苗医药发展与开发利用的建议：其一建立专病专科，发挥特

色专科特长，改变传统治疗百病做法，发展以“专病专科”为主的苗医院；其二鼓励民族医种植

苗药，建立药园，利用民族医的秘方、验方以及科研机构的成果，招商引资开设药厂，把苗医药

转型成医、药为一体的产业，实现传承与发展的双赢。 

  此外，本次年会还有部分学者从其他不同的方面对苗族历史文化进行了研讨。如吉首大学教授

陆群《民间仪式中的国家在场——以大龙洞村苗族接龙仪式为例》、怀化学院副教授李静和中南

民族大学在读硕士生张池分别对麻阳花灯的历史演变和文化传承进行了研究、苗学专家龙文玉

《苗族服饰的文化解读》、贵州荔波学者王永波《浅谈传统武术在苗族群体传承中的问题和对

策》、邵阳城步学者杨凯焱《城步杨家将与太极文化起源》、湘西保靖学者颜家生《端午•屈原•
苗巫文化习俗探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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