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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信息研究

论湘西苗族婚俗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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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湘西苗族婚俗文化内容新奇,特色鲜明,是难以复制的宝贵的文化资源,在做好保护的前提下,进行有效

的旅游开发,既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也有利于特色文化的传承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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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标志,也是旅游和旅游业

的灵魂。湘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化底蕴深厚,是发展

以旅游业为龙头的文化产业不可多得的传统优势,
具有不可替代性。本文着重探讨湘西苗族婚俗文

化资源的旅游开发。

一、湘西苗族婚俗文化的内容与

特色

(一)湘西苗族婚俗文化的内容

湘西苗族婚俗文化大抵可分为恋爱文化、婚礼

文化和家庭文化。本文着重探讨具有旅游开发价

值的恋爱文化和婚礼文化。

1.恋爱文化

苗族恋爱文化突出表现为恋爱歌会、“赶边边

场”和“掷草标”等婚恋习俗。
恋爱歌会。苗族是一个历史悠久、崇尚自由、

能歌善舞的民族。在婚恋习俗上,苗族的男女青年

婚前都有一种以对歌为主要形式、以择偶为主要目

的的自由社交活动,湘西苗族称之为“跳月”或“会
姑娘”。据《荆南苗俗记》载:三月三“未婚者悉盛装

往野外,环山距坐,男女各成列,更番歌。截竹以

筒,吹以和,音动山谷,迭相唱和,极往复循环之妙,
大抵道异日彼此不相弃意也。”又据《中华风物志·
湖南志》载:“湘西苗族,每逢佳节良宵,有跳月之

风,童男处女,纷至森林山巅,唱歌跳舞,此唱彼和,
虽不相识,可相约订婚”。在湘西苗族地区,至今仍

完整地保存着对歌寻求恋人的形式。如在湘西的

花垣与黔东的松桃苗族自治县交界的虎渡口,每年

的正月初一至十五,两省边境的苗族青年男女都自

发地举行“玩年歌会”,用歌声倾诉爱慕之情,寻觅

理想的伴侣。流行于吉首丹青、泸溪一带的“清明

歌会”也深受地方苗族青年男女的喜爱。
赶边边场。湘西苗族古有“跳月”之风,今有

“赶边边场”之俗。在圩场或集会附近公开进行恋

爱活动的形式,被称为“赶边边场”。湘西苗族一般

每五天就赶一次圩场,如有矮寨场、河溪场、马颈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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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社塘坡场、吉信场等等。赶场时,姑娘们梳妆打

扮,特别讲究;男青年衣着整洁,格外精神。他们三

个一群,五个一堆。选择墟场附近的山道田坎、路
旁、石拱桥上、大树下等公共场地,先集体对歌,尔
后可单独幽会。“赶边边场”成为湘西苗族青年男

女喜结良缘的主要方式。[1](P328-331)

掷草标。湘西苗族青年男女谈恋爱,有一种掷

草标游戏。所谓“掷草标”,它是指苗族男女群体游

玩择偶时,女方会用草枝扎成一束草标,对着她喜

欢的对象抛掷,抛出的草标落在哪位小伙身上,那
么这小伙就得和抛掷草标的姑娘对歌,歌若对得

好,那么双方则可以单独幽会谈爱。掷草标游戏场

面生动,富有情趣,引人入胜。

2.婚礼文化

湘西苗族婚礼隆重而热烈,讲究礼节,处处体

现着湘西苗族婚俗所蕴涵的民族文化内涵。其礼

节甚多,极具特色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拦门对歌。男方新郎为了把女方新娘热热闹

闹地接过家门,必须派出一支阵容强大的接亲队伍

去女方家。当接亲队伍到女方家门前时,女方却摆

桌挡住接亲队伍。表面看来是女方对客人怠慢,不
礼貌,实则不然,而是要展开一场对歌大赛。接亲

对歌人如果被女方用歌问住,答不上来,则会被罚

喝一碗苗家米酒,不从就会被一群姑娘追逐围住,
抓住你非喝不可。每次拦门酒总有一些歌者被弄

得满头是汗,一身酒香,逗得一旁看热闹的人们捧

腹大笑,欢乐无比。拦门对歌既增添了婚礼的喜庆

气氛,又展示了苗族人民的歌艺才华,这种喜庆形

式一直保留至今。
闹新房。“闹新房”是指新郎族中的青年兄弟

们在婚礼的当天晚上到新房来闹洗脚水,跟新娘之

间进行一场才智比赛。兄弟们相伴而来,高兴地涌

进新房,开口便向新娘讨洗脚水,新娘则机灵反驳,
男女双方你一句我一句,你来我往,直到一方无话

可说,才定输赢。如果男方输,就应退出新房,让位

给后来者继续闹新房;如果女方输了,调皮的新娘

会故意将滚烫的热水端来叫赢者洗脚,弄得男方哭

笑不得。而在旁边看热闹者就呐喊助兴,分享其中

的快乐。[2]

吃排家饭。所谓“吃排家饭”是指湘西苗族恋

爱男女双方家里举行“过礼”仪式时,女方为表示对

男方客人的尊重、友好及家族的团结、互助,第二、
第三天酒饭由女方叔伯们担负,称吃“排家饭”。届

时,仪式主持会集中亲戚的苗家长条凳和木四方

桌,桌凳不够时则会拆下门板当饭桌,一字排开,整
整齐齐。吃饭时,那香烹烹的苗家腊肉、酸鱼、红酸

辣椒、野山葱,那醉人的糯米甜酒,让人垂涎欲滴,
忍俊不止。主客双方频频举杯对饮,共同庆贺,偶
尔有人把酒对歌,你问我答,热闹非凡。那动人的

歌声、沁人的酒香、怡人的场景,无不让人心潮澎

湃,村寨邻里及外乡的游客倘若碰到这种场景,定
会被苗家这种豪放、热烈、欢快的婚俗情绪所感染,
不知不觉地坐上长条凳,挽起袖口,大块吃肉,大碗

喝酒,尽情享受苗家婚礼带来的快乐。
(二)湘西苗族婚俗文化的特色

湘西苗族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民族文化

具有多样性。婚俗文化也受湘西历史、自然及地域

因素影响,呈现出鲜明的民族地方特色。

1.自由开放,“浪”性十足

湘西苗族崇尚婚恋自由。为让青年男女婚恋

提供良好机会,专门设定一些固定时间及场所让男

女青年相聚,如“三月三”、“四月八”、“赶秋”等节

日、“赶边边场”等形式使青年男女得到充分的社交

自由进行恋爱活动。《中华风物志·湖南志》和《荆
南苗俗》中的相关记载,对湘西苗族青年男女唱歌

跳舞,谈情说爱,以歌为媒,以求配偶的初恋过程作

了生动的描写和较为详细的介绍,反映了湘西苗族

允许青年男女自由交往而纯情浪漫的民族风尚。
另外,苗族父母对日常生活中男女的自由恋爱也是

倡导自由开放的。湘西《永绥厅志·苗峒》载:“其
处女与人通者,父母知而不禁,反以人爱其女之美。
有时女引其情郎至家,父母常为杀鸡款待,甚有设

公共房屋,专为青年男女聚会之用者。”这充分证明

了湘西苗族父母对其子女自由恋爱的支持、关爱和

帮助。苗家的厢房就专为女儿与情郎哥对歌幽会

的重要场所。

2.群体和谐,注重情趣

湘西苗族婚俗有着浓烈的群体本位且注重情

趣等特点。如苗族青年男女恋爱,从古之“跳月”活
动到现在的“赶边边场”、“赶秋”等节日聚会,都是

以群体形式进行。比如有男女个体恋爱自由活动

形式与集体对歌形式相结合的恋爱方式;有“三月

三”、“四月八”、“赶秋”、“赶边边场”等男女青年自

由恋爱的群体节日社交活动;还有社会认同的恋爱

场所,如“公房”、“恋爱坡”、“恋爱桥”等。另外,湘
西苗族婚俗有吃“排家饭”、拦门对歌、闹新房,还兴

吃“团圆饭”、洗“和气脸”等等。这些婚俗仪式,参
与者众多,规模庞大,内容丰富,场面生动,寓意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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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处处体现苗家人民团结向上、热爱生活、和谐共

处的民族精神和美好愿景。

3.人神杂糅,巫风神秘

湘西文化保留着较多的神话与宗教色彩,凸显

着鲜明的地域原始性特点。湘西苗民认为万物皆

有灵,希望借助神的力量来消除困苦。巫师作为人

与神的中介,为湘西苗族人民的生产、生活驱恶迎

福。因此,在湘西,以巫文化为主的苗楚文化巫风

浓厚。同样,湘西苗族婚俗也不例外。男女婚嫁前

有“鸡卜”、“卵卜”及“讨红庚”等习俗,婚礼中有新

娘出门“踩簸箕”、“争高”和“抢早”的习俗。“踩簸

箕”是指女方出门时,为了辟邪求平安,要在门口摆

个簸箕,新娘出门时须在簸箕上踩一脚以示消灾求

福。所谓“抢早”,即指在新娘出嫁离开娘家的当天

凌晨,新娘的父母或巫师精密计算时间,出门时,希
望新娘能抢到最吉利的时辰,以求平安如意。所谓

“争高”,是指如果几家碰巧在同一天嫁女,同一个

时辰启程,又是同一条路线,那么就争先上路。双

方在路上相遇时,又以站得高或先举火把的一方为

最吉利。这种“抢早”和“争高”的风俗,反映了湘西

苗族追求自由,向往吉祥而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
同时也蕴藏着浓厚的巫风文化。

以上特性跟苗族的悠久历史及自然环境息息

相关。从社会历史看,由于长期民族压迫和民族歧

视,为了争得自由,苗族历经多次起义和大迁徙,人
丁聚减。为民族的生存发展和人口繁衍,迫使苗族

鼓励早婚早恋早育,表现出朴素的集体本位思想。
从自然环境看,湘西位于中国腹地,交通不便,封闭

落后,为了摆脱困境,解决痛苦,只有在精神上寻求

慰藉。这样,湘西文化深深烙上了巫风印记,湘西

婚俗文化也毫无例外地表现出楚巫文化的色彩。

二、湘西苗族婚俗文化资源的旅

游开发

(一)湘西苗族婚俗文化资源与旅游开发

的关系

1.文化是旅游和旅游业的灵魂

旅游的本质是以文化为主的综合性社会活动。
旅游6大要素吃、住、行、游、购、娱,字字有文化。
旅游业作为文化产业,从事的是一种经济活动,但
这种经济活动经营的是文化,销售的也是文化。旅

游业凭借的是天赋的自然资源和历史积淀的人文

资源。作为旅游业主要资源的人文资源,植根于民

族文化之中。由于文化具有地域性、民族性和传承

性等特点,极易形成“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资源

优势;而且,在一切可持续利用的资源中,文化资源

具最高层次,也是最具开发价值的资源。“抓住了

文化就抓住了旅游业的根本”。因此,发展旅游业

必须注重开发文化资源,而开发文化资源又要注重

文化资源的独特性。
湘西有着得天独厚的张家界武陵源自然景观,

又有着富集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且民族文化

资源与历史文化资源杂糅,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交

融,这样奇丽富集的区域文化,世界并不多见。由

此产生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以旅游业为龙头的文化

产业优势,从而成为湘西开发的主导产业。湘西

州、张家界市、怀化市均提出的旅游带动战略,联合

构筑大湘西苗族、土家族、侗族圈旅游带,是符合湘

西实际,实现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的明智之举。[3]

2.湘西苗族婚俗文化为旅游开发提供宝贵的

人文资源

湘西是多民族文化荟萃之地,文化的多样性是

湘西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一个最为突出的特色,其
中,多姿多彩的苗族婚俗文化无疑是颇具民族文化

特色的亮点,能一定程度满足广大游客求新、求乐、
求异的心理需求,是湘西旅游业不可忽视的民族文

化资源开发的重点之一。
一是丰富多彩的传统婚俗节日,使民族旅游更

具有“翻新”之本。如上文所及的“三月三”、“四月

八”、“赶秋”等节日习俗,从自身内容上看,它反映

了湘西地区政治、经济、文化、自然、人物、艺术、风
俗等自然和人文情状,再现了地方民族社会发展的

全过程,体现了区域特色、民族特色和文化特色,具
有不可再生性;从外在表现形式上看,湘西苗族婚

俗礼仪以古老生动独有的形式直观形象地将湘西

苗族的婚嫁文化艺术展现于世人眼前。这些婚俗

形式蕴含着丰富的知识、信息和民族地方文化风

采,具有不可复制性,是发展地方旅游经济的独特

文化资源,为湘西的民俗风情游提供了新鲜内容。
二是独特有趣的婚恋活动,使民族旅游更具有

“求乐”之趣。湘西苗族男女婚恋活动风采独特,最
具代表性的主要有下列几种:一是恋爱歌会。对歌

是苗家青年男女进行恋爱活动的主要形式,它分为

群体对和单人对。有相会对歌、拦门对歌、劝酒对

歌等等,群体对歌规模庞大,场面壮观;单人对歌纯

情烂漫,曲调优美。这些对歌活动民族风情浓厚,
极具生活情趣,可参与性强,可满足游客的视听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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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为旅游加“声”添彩。二是婚礼迎亲、闹新房、画
花脸、吃排家饭等婚礼活动。人们不仅可目睹队伍

如龙、火把高举、火铳声震天、争高激烈、追逐嬉戏

的婚嫁场面,还可品尝苗家佳肴美酒,领略苗族饮

食文化。特别是“拦门酒”仪式,情趣健康,场面生

动,规模庞大,深受人们喜爱。三是民间表演。在

湘西婚俗活动中,经常可见民间技艺表演,有精湛

的苗家鼓艺,有雄壮的狮舞,同时还能看到苗家男

女多彩的服饰、银饰及刺绣品、工艺品,简直就是一

幅湘西苗族文化的鲜活画卷,令人留恋忘返。这些

直到今天保存下来的习俗活动,是湘西苗族人民自

娱自乐的文化形式,是民族民间文化的承载体和固

化物,集艺术性、民族性、文化性、观赏性、参与性于

一体,可为旅游业添“趣”,极具市场开发价值。
三是原始神秘的巫风文化,使民族旅游更具有

“猎奇”之魂。封闭的自然环境及落后的农耕自然

经济,加之历代王朝在湘西奉行的羁縻政策和数百

年土司制度,造成湘西“汉不入峒,蛮不出境”、“不
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社会现状。上文所述男女婚

嫁前的“鸡卜”、“卵卜”及“讨红庚”、新娘出门时的

“踩簸箕”、娶亲时的“抢早”和“争高”等习俗,人神

杂糅,巫风弥漫,娱人娱神,热闹非凡,极具神秘色

彩和巫魅文化特色。这种原始的民间文化活动及

婚俗形式对其它民族人们来说无疑会耳目一新,必
将引起文化碰撞,心灵震撼,对宣传神秘湘西游必

将增添文化吸引力。这些有历史记载的婚俗礼仪

为湘西的民俗风情游增添了神奇色彩。
(二)湘西苗族婚俗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要点

湘西州旅游局与湖南大学生态旅游规划中心

共同制定的《湘西自治州旅游发展规划》(2002),认
为湘西旅游发展的优势最突出之点就是厚重的历

史文化、浓郁的民族风情和奇特的山水风光,从而

将旅游整体形象定位为神秘的湘西游。这是极有

见地的,也是针对当前旅游业存在的“神秘湘西不

神秘”而言的。湘西苗族婚俗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

要以“神秘的湘西游”作为整体形象定位。

1.做好苗族婚俗文化的抢救与保护

文化保护是进行文化开发,发展地方旅游的前

提和基础。从文化遗留现状看,在湘西,由于经济

的发展、交流的扩大以及外来文化的冲击,以婚俗

文化为代表的苗族民间文化正逐步削弱,甚至有消

亡的潜在危险。通过各种渠道、途径、方法广泛收

集并筛选苗族婚俗文化信息,建立完整、且具特色

的文化收藏体系,对地方旅游发展具有重要资源保

障作用,也是研究苗族婚俗文化,发展民族旅游这

一课题的应有之义。要在文化部门设立专门机构

和培训专业人员对湘西苗族婚俗文献进行科学化

和规范化的管理、保护,特别要对散落于民间濒临

失传的婚俗口碑文献、实物文献、非文字文献等要

进行抢救性收集,并建立苗族文化博物馆予以保护

收藏,为旅游开发夯实资源基础。凤凰山江苗族文

化博物馆的建立就是一项有益的尝试。

2.做好苗族婚俗的文化传承与市场开发

要结合现代旅游需求,做好湘西苗族婚俗的文

化传承与市场开发,推出精品民族风情旅游项目和

旅游产品。
一是搞好传统婚俗的传承与展示。以湘西州

为例,应加强对苗族楚巫文化中富有地方民族特色

的山野情歌、恋爱歌会、婚嫁礼俗等民间婚俗文化

活动进行原生态展现,使游客亲身感受“赶边边

场”、“赶秋”、“拦门迎亲”、“闹新房”等热闹场景。
通过科学组织,及时保护,真实表演,使苗族婚俗及

伦理文化得以保留和充分的展现,让游客对湘西苗

族婚俗文化有一直观的认识和理解。同时,要借用

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对民族婚俗文化进行数字化处

理,制作苗族婚俗影像资料向游人展现,传承和传

播优秀民族地域文化。
二是建设好一批苗族婚俗文化基地。挑选部

分苗族建筑保存较好、人文资源丰富的苗族村寨或

乡镇,规划建设一批苗族文化生态区和旅游基地,
开发民俗文化旅游项目。如建立湘西凤凰苗族文

化保护村寨,并组织开发趣味婚俗活动,举办婚俗

表演;开办苗家乐,组织旅游者参加苗家“一日游”,
体验现实生活中的婚嫁活动,如“拦门对歌”、“苗家

鼓艺”、“恋爱篝火”、“掷草标”、“抹锅黑”、“婚俗谜

语”等,使其真切地感受到民族民间婚俗文化,突出

民族性、趣味性、神秘性及参与性。湘西德夯风情

园和浙江宁波梁祝文化公园就是依托地方婚俗文

化发展旅游的成功例证。
三是打造苗族婚俗文化品牌。湘西苗族婚俗

节日丰富多彩,场面壮观。借助这些大型传统文化

节日,举办“湘西赛歌会”、“湘西跳月”等大型节会,
组织旅游者参与并体验这些具有民族特色的活动

项目,使他们从中体味到湘西苗族婚俗中青年男女

丰富多彩的情感活动和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从而实

现文化消费这一旅游的本质目的,同时也可提高湘

西旅游的对外知名度。

3.凸 显 苗 族 婚 俗 文 化 在 旅 游 市 场 中 的 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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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魅力

(1)三突出原则

第一,突出文化的神秘性。当前,以享受异域

文化资源、感知异域文化差异、体验异域文化氛围

的文化旅游理念已成为旅游消费的主流。湘西婚

俗文化具有人神杂糅的巫风色彩,经开发则可增添

湘西旅游文化的神秘魅力。加大对苗族婚俗文化

资源的旅游文化信息的开发力度,积极利用地方县

志、沈从文作品、楚巫文化资料等一批地方文献发

掘出五溪流域有关湘西的一些独特的婚俗传说、神
话故事和民间婚嫁歌谣,编制出适合地方旅游特点

的文摘、目录、索引、文献及专题片等信息资料,加
强对神秘湘西的包装与宣传。湘西电视台开发的

“走玩湘西”节目就是文化包装的成功典范。第二,
突出文化的民族性。湘西婚俗礼仪形式多样,文化

底蕴深厚,它倡导自由和谐、平等互助精神,体现了

苗族的民族性格和价值追求。要把湘西苗族文化

的这种精神元素融入到地方旅游文化之中去,进一

步丰富湘西旅游文化的内涵与魅力。要创作一批

反映湘西苗族文化的文学影视作品,扩大湘西民族

文化的对外影响。电视作品《血色湘西》在全国热

播,向世人昭示民族文化的巨大市场价值。第三,
突出文化的时代性。在对传统文化的研发中,要赋

予时代精神,使之转化为新的旅游文化。我们要更

新观念,实现湘西少数民族文化的转型,不仅要突

出湘西苗族婚俗文化的区域特色和民族特色,还要

不断增添时代元素,打上时代的印记。
(2)注意之点

在发展民族地区旅游业时,我们要注重抓好旅

游文化的四个方面,即:注重文化的时代内涵,注重

文化的市场形式,注重过程的文化性,注重细节的

文化性。[4]开发民族地区旅游文化,要特别注意以

下几个方面:一是要反对浅层利用表象开发。文化

创新和文化开发必须以科学的研究为基础。[5]如云

南西双版纳晏龙村傣族园在开发傣族沐浴、招亲习

俗时,反其道请哈尼族人表演,破坏了文化的生境,
丧失了灵魂,失去了应有的吸引力。二是要注重文

化的整体重塑。湘西苗族传统婚俗文化有其优秀

的因子,也有糟粕之处,开发时要客观再现,保持文

化的整体性,但同时要进行现代诠释和整体重塑,
既注重原生态,又易于被现代人所接受。三是要吸

纳当地人参与,保证文化的可持续性。本土参与是

保护地方文化的有效方式,也是文化富民的有效途

径。要就地吸收和培育部分湘西本土人员参与婚

俗表演,创造出原汁原味的文化氛围,展现湘西苗

族文化的深刻内涵和鲜活形象,从而保持湘西苗族

传统婚俗文化持久的生命力,实现旅游产业的可持

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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