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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山西江苗族文化的初步探究报告 

 

黔东南州振华民中    高一（1）班   李彬等 

 

 

课题背景 

一、课题背景知识： 

民族文化，作为人类发展的产物，劳动创造的结晶，值得我们去探究与认识。中华民族在五

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就曾发展许多民族文化，部分被传承或保存了下来，部分却由于历史发展的种

种原因而永恒地化为了史书所记载的过去，被人们所淡忘。苗族，作为中华56个兄弟民族之一，

它有着和汉族始祖炎黄二帝一般古老的历史，同样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在漫长的迁徙到定居

生活过程中，乃至现在的现代生活，苗族的先民和子孙们都未曾中断过自己民族的文化发展。浩

如烟海的历史长河，淹没了没有史书记载的苗族古历史，但是，那如诗如画的层层梯田，栉次鳞

比的苗家吊脚木楼，神秘的苗家口头传说，以及苗家姑娘身着的苗绣银饰，古朴的苗家风情，无

一不是在展示着苗族先民的智慧和力量，无一不是在展示着自己民族绚丽辉煌的文化。 

就全国而言，苗族分散居住状况十分突出，只在贵州东南部苗岭山脉中相对集中一些。苗岭

主峰雷公山的坐落地雷山县作为黔东南州的中心地带和苗族居住的最核心部分，苗族人口占全县

总人口的比例高达85%。连绵的大山，封闭的环境，使雷山保存和保留了许多别的地区已经失去

和正在失去的苗族风情与习俗和原汁原味的苗族文化传统。返璞归真的最高档次圣地雷山，曾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全球乡土文化保护圈，境内有被国务院批准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国家文化部授予“中国民间艺术之乡”的“民俗露天博物馆” ——朗德上寨，有被誉为

“千户苗寨”的中国最大苗族村寨——西江。 

迷人的民族风情和绚丽的民族文化，构成了一道雷山所特有的迷人风景线，旖旎秀丽的河流

和浓郁别致的民族风情与文化，使雷山成为了探究人文景观与民族文化和风情的最佳圣地。 

 

 

图~1   苗都西江 

“千户苗寨”——西江，为雷公山脚下的一个苗族村寨，作为雷山县较为典型的苗族村寨，

素有“苗都”之美称，全寨苗族人口能占比例高达99%，有着上千年的发展史，培育着独具风

格，绚丽悠久的民族文化之花。 

         西江位于雷山县东北、距离城37公里，距州府凯里81公里，为贵州历史文化名镇之一，有“千户

苗寨”之称，是全国最大的苗族村寨。西江寨辖四个行政村，1200多户人家，1000多幢苗家吊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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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依山而建，鳞次栉比，层层叠叠连成一片，蔚为壮观，被建筑专家赞为“民族建筑的瑰宝”。

西江民风古村，热情好客。且能歌善舞，常以歌传情世代相传，被外界誉为“歌舞的海洋”和

“芦笙的故乡”。1982年起被省政府列为贵州东线民族风情旅游景点。 

                       图~2   烟雾中的西江 

二、问题的提出： 

西江是黔东南州为数不多的苗族居住最集中的村寨之一。独特的苗族习俗、苗族建筑、苗

族工艺、苗族歌舞和典型的苗族服饰，形成了最浓郁的民族风情，与繁茂的森林植被，优美的自

然风光交相辉映，组成了西江民族风情与山水风光自然景观天然融汇，增添了其苗族文化的魅

力，致使西江被美誉为“歌舞的海洋”“芦笙的故乡”“苗都”“千户苗寨”“民族建筑的瑰

宝”等称，成为了贵州东线民族风情重要的旅游景点。那么，西江有哪些民族文化？这些文化的

现状又是如何呢？这些文化是如何经得住外来文化的影响而独具一方风格？随着历史的发展，这

些文化又将何去何从呢？ 

这些问题引起了我们八位同学的兴趣，于是我们决定组成一个课题小组，对西江的苗族文化

进行专题探究。具体探究内容为西江苗族的服饰、歌舞、建筑、节日、娱乐五大类。 

三、探究该课题的目的及意义： 

  目的：通过对雷山西江苗族文化的探究，获取相关已逝去或即将逝去的苗族文化资料。 

  意义：该课题涉及的学科多，通过对该课题的探究，了解课堂上学不到的历史文化知识，地

理文化知识，民族文化知识，增强组员同学对未知领域的探究激情及民族热爱之情，加深组员同

学对苗族文化的了解，加深各民族间了解，增进中华各民族的融合，促进中华各民族的团结。同

时，向更多的人宣传这些民族文化，让更多的人了解神秘古朴的苗族文化了解苗族。 

 

 

 

探究计划和步骤 

一、     探究方法： 

文献探究法、网络获取信息探究法、实地考察探究法等多种科学研究方法综合应用。 

二、 任务分工： 

查阅文献资料：全体组员 

网络资料获取：全体组员 

实地考察及走访：全体组员 

摄影：杨胜贵、李彬 

多媒体演示制作：张自斌 

撰写报告：李彬 

三、     研究计划： 

（1）、查阅文献资料，加强理论知识的学习。 

（2）、通过网络，获取有用信息。 

3）、外出走访和实地考察。①走访西江镇人民政府，获取西江镇苗族文化的初步资料及最具代表性

村寨。②走访最具代表性苗寨的有关村民，对西江苗族文化进行针对性调查。 

（4）、对资料进行归纳、分析，撰写报告及成果论文，设计成果展示。 

四、     活动步骤： 

 阶 段   时 间

（周） 

   主 要 任 务      阶 段 目 标 

   一      2 文献资料查阅 获得可以借鉴的文献资料 



 

 

 

 

探究过程 

一、资料查阅： 

我们探究的第一步是查阅文献资料及网络资料、从2004年11月8日开始至2004年12月20结束。

由于本课题组所探究的苗族文化将涉及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多方面的综合探究，涉及面较

广，针对此情况，在探究过程中，我们课题组将具体针对对西江苗族服饰、歌舞、工艺、建筑、

节日风情、娱乐六大方面进行探究。因此探究的第一步将围绕以上所列的六大内容，对苗族及西

江苗族历史与文化进行资料查阅。 

（一）             苗族古历史与文化发展概况： 

苗族，几为全国56个兄弟民族之一，和其他民族一样，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古朴的文化；

不同的是苗族古历史没有专门的史书记载，因而苗族古历史与文化的概况只能停留在民间口传及

后人的探究的层次上。关于苗族的族源问题，历来说法不一，有“南来说”、“北来说”、“西

来说”、“五溪土著说”、“贵州土著说”、“九黎三苗说”等。根据汉文史料和民间传说及前

人的研究成果和人种学、语言学、历史学、民俗学的有关资料，史学界常采用“九黎三苗说”，

认为苗族的祖先和远古生活在我国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下游一带的以蚩尤为首领的“九黎”部落联

盟有密切联系。 

根据苗史研究的权威著作《苗族简史》所认为的，则《苗族简史》也是认可“九黎三苗

说”。据《苗族简史》（贵州民族出版社）记载：苗族的发展史可上溯到1300多年前的唐代，而

作为苗族的族属渊源，则可追溯到远古的5000多年以前。《苗族简史》称，苗族的祖先和远古生

活在我国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下游一带的以蚩尤为首领的“九黎”部落联盟有密切联系。公元前30
世纪前后，“九黎”在与黄帝和炎帝部落联军的涿鹿大战中战败后，被迫从北向南，退居长江中

下游，形成新的“三苗”部落联盟。公元前21世纪由于遭到尧、舜、禹的不断进攻，又自东向

西，迁徙到长江中游，一部分长途跋涉到西北，后又陆续南下，到达今天的川、滇、黔边区，另

一部分进入鄱阳湖，洞庭湖以南的今江西、湖南的崇山峻岭之中。成为史称“南蛮”的部落。公

元前9世纪末至8世纪初，周宣王再度以武力“南并蛮、越”，南蛮部落的苗族先民被迫再度西

迂，进入人烟稀少的武陵山区，为“武陵蛮”。“武陵蛮”在东汉至西晋的400多年时间里。由

于遭到封建王朝不间断的进剿，部分苗族先民又继续向西深入贵州，但苗族先民何时踏上贵州这

片土地，却无确切的参考年代。 

苗族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据上所述，远古时代，苗族先民活动的地域，大致在今

黄河中游与长江中下游之间的济水、淮河流域一带。这些区域曾是远古人类劳动、生息、繁衍之

地，是我国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历史上曾有“大汶文化”“大溪文化”“河姆渡文化”“良渚

文化”等文化遗址。根据这些文化遗址与苗族始祖蚩尤九黎集团的密切关系，以及考古所证实

的，这些新石器文化遗址很可能有的就是苗族先民的文化遗址。据此我们可知，在很早以前的远

古时代，苗族始祖们就曾发展过许多文明与文化。 

    历史上著名的诗人、楚国大夫屈原，一直就是人们所崇敬的对象。据历史学家考证，屈原

生活在楚国，楚国又是苗族建立的（《中国通史简编》主编范文澜，在该书第一册中肯定的说

到：“苗族建立的楚国”），我们可知苗族在发展中就曾有过辉煌的文化，出现过许多如屈原等

这样伟大的文人墨客。由此可知，苗族在历史发展中，曾为创造自己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做出

过巨大的努力和贡献，创造过许多辉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苗族在历史中未曾中断过自己的民族文化发展，苗族文化因此而底蕴丰厚，内涵丰富，绚丽

   二      2 网络资料查阅 获得可以借鉴的网络资料 

   三      2 资料整理 使资料明确、系统化 

   四      1 实地走访考察 获取事实资料 

   五      2 资料整理 提取有价值的资料和信息 

   六      3 撰写探究报告 总结课题，撰写报告 



多姿，有极强的吸引力。但纵观苗族历史，苗族的社会经济发展史是异常坎坷、缓慢，漫长的斗

争、反抗和迁徙中，难以进行正常的生产活动和产品积累，使苗族社会长期存在着原始社会的经

济残余，这就使得原始社会发达阶段所孕育的原始文化，在发达文明社会人们的心目中具有奇异

的光辉。另外，苗族居住的分布多在交通不便利，闭塞的山区，很难与外界进行广泛沟通联系，

生活在各个封闭圈内的苗族人民，也难于进行民族内部与外部的广泛联系，展开民族内部与外部

的广泛交流，致使苗族文化在历史中发展较为缓慢，乡土、原始味较浓。 

（二）雷山西江苗族历史与文化发展概况： 

浩如烟海的历史长河，淹没了许多没有史书记载的苗族先民的历史，但苗族人民不会忘记自

己的过去。没有史书记载历史的苗族，用世代相传的口碑传说传颂着自己祖先的事迹和足迹。西

江苗族也不另外，在西江，有许多丰富的口碑传说，依据西江苗族这些世代相传的口碑传说，我

们可以对西江苗族历史作一个大概的了解。 

根据苗族学者张晓在《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一书中所提到的：西江苗族的历史非常悠

久，可以追溯到5000多年前的蚩尤部落。据当年蚩尤有三个儿子，西江苗族就是蚩尤第三个儿子

的后裔。蚩尤的这个儿子的后代（飞哈）曾一度与刘邦并肩作战，和睦相处。后来，飞哈战死马

下，其子虎飞虽英勇迎敌也不能取胜，便如集膝下四儿子— —引虎飞、莫虎飞、雕虎飞、和虎飞

商议，决定留下幺儿子和虎飞在父亲身边助战，其他几位兄长率部西迁。他们爬山涉水，最后定

居西江。虽这种说法中，“传说”的成分多一些，但毕竟说明了西江苗族的历史是相当悠久的。和

其他兄弟民族一样，雷山西江苗族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历史中，也曾有过辉煌绚丽、曲折坎坷

的发展。 

西江，地处苗岭主峰雷公山腹地，群峰连绵。连绵的大山成为了西江苗族人民与世隔绝的天

然屏障，使西江得以保存许多较为完整、古朴的苗族风俗与文化。颇具特色的西江苗族文化，主

要有节日风情、服饰、歌舞、工艺、娱乐五大方面。在很长时间里由于地理、历史等种种原因，

这些文化一直没完全被世人所揭。在封闭的环境，漫长的历史中西江苗族文化曾一度缓慢地与自

然和谐发展着，这些文化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较小，保留较为古朴的风格。在近几十年里，特别是

西江被省政府列为贵州东线民族风情景点以来，西江苗族文化有了质的发展与弘扬。在现代文化

高速发展的时代中，西江苗族文化依其所特有的风格特点，缓慢的发展着，并引领苗族文化成为

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一支奇葩。 

 

 

                             图~3   绿荫中群峰怀抱的西江 

二、实地走访及考察： 

（一）走访西江镇人民政府： 

2005年2月16日上午，我们对西江镇人民政府进行了走访。在镇政府的热情配合与帮助下，我

们得知，西江千户苗寨所属的四个行政村中，民风、民俗最具代表性的是羊排村，平素是苗学

者、专家、国内外旅游人士了解西江苗族文化的首选村寨。走访中，镇政府为我们接下的走访考

察开了介绍信，为我们的走访考察奠定了坚实条件。 

（二）             走访羊排村党支部： 

2005年2月16日上午，我们对羊排村党支部进行了走访，在支部书记的热心帮助下，我们了解

并找到了相关村民，为我们随后进行的对西江苗族文化的针对性走访考察，奠定了坚实、充足的

基础。 

 

                       建 筑 工 艺 

（一）走访苗家吊脚楼设计与建造匠： 

2005年2月16日中午，我们对十八岁就开始从事吊脚楼设计与建造，现年70多岁的侯昌引老人

进行了针对性走访。走访得知：“苗家吊脚楼”是因苗家所居住的房屋多是依山而筑，建在山坡

斜面上，后部与坡坎相连，前部用木柱架空，像是吊着一排柱子而得名“苗家吊脚楼”。传说吊

脚楼是来自天上，是一位叫“往迪高”的青年从天上偷学来的。吊脚楼一般分为三层，顶楼一般

用于贮粮和堆放杂物；底层楼下圈养猪和家禽：中层中间大厅供奉祖宗牌位，兼作接待宾客之

用，西边房间安排卧室与取暖间。大厅退堂与凹廊处有长椅栏杆（苗语“阶息”），既可远眺，

又可休息闲谈，是全家人的活动中心。西江苗家吊脚楼的建造，除了需要一位有经验的设计匠，



不再需要别的师傅，人人都是师傅；吊脚楼的建造从不需要图纸，图纸就在设计匠的心中，不需

画出。在西江苗寨，谁家要造房了，整个家族或寨子都来帮忙，人人动手，三五天就能把房架立

起来。然后，再视其房主财力和物力情况，用一年到几年的时间，将屋顶用瓦盖好，将柱与柱之

间的房间，一间间把用木板装起来。 

 

  图~4   苗寨里的吊脚楼                            图~5  吊脚楼 

(二) 考察西江苗家吊脚木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