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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研究现状：在民国以前侗族有一种社会组织叫款。
款组织在汉族文献中出现在宋代，在这以后，由于款组织活动频繁，不仅是一些私人著述有这方面的
记载，就是在二十四史中的《明史&#8226;贵州土司传》中也记载了相关内容，这种情况在汉文献中是
不多见的。
但是这些文献资料有的是只言片语，有的则是从局外人的角度进行记录的。
在侗族的古歌中大量充斥着款的内容，是侗族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侗族的民间文学密不可
分。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关部门开展了对侗族民间文学的调查研究整理工作，编印
了民族民问故事、传说、戏剧等三套集成，有的研究者也就把它看成是研究侗族款组织的文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开展民族古籍的收集整理工作中，湖南省少数百族古籍办公室主编，杨
锡光、杨锡、吴治德整理译释由岳麓书社于1988年出版的《侗款》一书是收集民间款文献的大成。
与此同时，一些研究者开始了对侗族款组织的多角度的研究，据初步统计，从1980年开始到2000年这
段时间共发表有关款组织的文章100余篇，出版专门著作一部。
从单篇文章来看，这些文章研究重点各有不同，且篇幅有限，不能对款组织展开全面深入的分析研究
。
从出版的这本名为《没有国王的王国——侗款研究》一书来看，采取文学形式记录侗款的内容较多，
分析研究的分量有限。
但这些研究论文和论著对本论文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写作具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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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文献记载的款组织及其成因　　何为文献？
《论语·八佾》中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
”南宋朱熹注：“文，典籍也；献，贤也。
”显然，文献原来是指典籍和贤者（熟悉掌故的人）。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文献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
到了近代，人们把具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称为文献。
到了现代，文献的内涵和外延进一步扩大，人们把一切记录人类知识的文字、图像、数字、符号、声
频、视频等物体统称为文献。
在民族学、人类学的调查中，文献多将其定义为文字文献、有声文献和图像文献等。
款组织是在民国及其以前存在于侗族社会中的，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堪称有严密组织的治安联防、
维护社会稳定、面对突发性事件的民间组织。
在时间上属于历史概念。
但它又是在汉族文化影响较深并受制约于封建王朝统治的时代产生的，加上在历史上侗族没有自己本
民族的文字，因此，这里所说的文献是指用汉族文字记载的文献和侗族口头传说的文献。
在侗族的口头文献中，它都是一些老人口耳相传下来的。
在我们收集到的“款”的传说中没有哪一个不是当地老人给讲述的。
例如，在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收集到的“款坪款”是由该县玉头的杨再善和粟保林两位老人讲述的。
可以说侗族所有的口传文献都是由老人们讲述的。
显然，这类文献应是属于古代性质的，它类似于南宋朱熹所说的文献含义。
这里所说的款组织的成因是指款组织在何种情况下得到延续和发展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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