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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摆贝是苗族的花衣苗主要聚住区。
该服饰苗族主要居住点为林深叶茂的月亮山区，男女衣着华丽，色彩鲜艳。
服装制作工艺有挑织、蜡染、平绣壮等技术。
男女盛装均为传统“连衣裙”式样。
摆贝村，居住着百来户人家，服装以绚丽多彩的刺绣和鸟的羽毛作装饰，头顶银冠，颈套银圈。
村寨依山而建，房屋为全木结构，分为上下两层。
下层为自家圈养的牲畜，上层则是人的居室，依据功能分为不同的隔间。
村寨位于海拔高约580米的山上，坡间分布大大小小的田地，绿绿丛丛，气候怡人。
在村寨的前下方，有一座晚清时的苗王坟，墓碑上记载了老苗王抵抗清兵和外敌入侵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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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彭兆荣，1956年生。
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人类学学会副秘书长，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曾到法国尼斯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系、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华南及印支半岛人类学研究所”学习和进修
。
主编“文化人类学笔记丛书”，出版（含合著）著作8部，在国际国内发表学术文章10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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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代前言 一种对“乡土社会”的感悟与理解地图壹 历史性的人群共同体贰 融洽自然的社会形貌叁 乡土
知识与民间智慧肆 民族习俗与地方风情伍 透过仪式的生命展演代后记 一次终生难忘的“参与观察”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摆贝>>

章节摘录

书摘    对于碑文中那一段文字，有必要作更细致的叙述，以使读者对当时的历史背景有更详尽的了解
。
    根据杨氏后人的口头传说，苗王在世时就决心与朝廷势不两立，并立下遗嘱，他死后将墓地反向而
建。
这样，他的遗体就变成了”反葬“。
苗王这种誓死抗清的决心引起了清朝政府的恐惧，他们派人找到了杨老老的坟墓，将原来修建好的坟
墓颠倒过来，其意明确无误：绝不能让他的后人学他的样子再出来造反。
这说明满清朝廷委实害怕苗人起义。
当然也说明，当年苗族起义是何等的声势浩大，令清廷头痛不已。
    事实上，与杨老老同时代还有一位苗族头领，当地苗族尊称他为道恢公。
此人也是杨姓氏人，全名叫杨道恢。
因同属一个氏族，二人志同道合，杨老老长于杨道恢，二人亲如父子。
后来苗王杨老老去世时所立墓碑上的碑文即由杨道恢所题写。
道恢公本人的墓地不在摆贝而在兴华乡所在地。
清朝时代，官兵也曾到处找寻杨道恢的墓地，杨氏后人为使其墓地免受践踏，将整个墓地遮掩起来，
清兵到处打探也没发现。
直到2002年，道恢公的后代才让他们先祖的墓地重见天日。
族人集资重新修葺，树碑立传。
    流传在当地有关苗王杨老老和道恢公的传说很多，特别是杨杨氏后人更是耳熟能详。
不过，传说中二人造反业绩经常山现交叉叙述。
他们的主要事迹与太平天国、贵州的苗族起义等都有关系。
更有传说苗王曾在乾隆下江南的时候救过皇帝的命，乾隆于是请他到朝廷做官。
苗王也着实做过朝廷命官，后因看不惯朝廷腐败，才决意归隐山野，浪迹天涯。
乾隆还给了他一个令牌。
他衣锦还乡，回归故里，自立为王，建立武装，造福一方。
有清兵来剿，苗王就拿出朝廷令牌，清兵不得不撤退。
    清道光年间，道恢公管理本地同样成就卓著，方圆数百里和睦太平，道恢公英名远播。
曾有一伙盗匪听说道恢公所辖之地丰衣足食，遂前来侵犯。
当地苗民打不赢这伙盗匪，道恢公就请来了一批“黑道”兄弟，他们个个都是武林高手，只几个回合
，就将盗匪打败，这说明道恢公拥有一大群江湖豪杰的朋友。
    苗族的婚礼不繁琐，不铺张。
如果与汉族婚礼相比，可以说很简单朴素。
如果是父母定的婚，在结婚的时候，男方给女方40元钱(过去用银钱，折成人民币大致合40元)。
这是针对本村的，即新娘是本寨子的。
如果新娘是外村寨的，就要比这个略多一些，具体酌情而定。
    婚礼要进行几项活动。
男方需请媒人到女方家接亲。
接亲这一天双方要对歌，但对歌不是由新郎和新娘来对，而是由双方派人来对。
如果接亲那一天双方对歌不成功，新娘可以不去新郎家。
男方要择日另派人前去对歌，直到双方满意，才能把新娘子接走。
接亲的人到新娘家要喝三杯酒。
当天杀鸡的时候还要看鸡的双眼是否一致，一致者为喜兆，可以举行婚礼；如果鸡的双眼不一致，则
表示不好，暂不结婚；如果鸡的双眼是一张一闭，这样被认为是厄兆，永远不可以结婚。
    接姑娘回家的仪式并不讲究，以前姑娘通常是在凌晨，把姑娘接回来后简单弄点饭吃了事。
三天后新人要回门，这时男方要送一条猪腿(必须带尾巴)、一只鸡、一挑糯谷给女方，并到女方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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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三天。
这期间女方会将男方送来的猪肉煮了分给女方的亲戚们吃。
在男方回家的时候，女方以及女方的亲戚也要送新郎糯谷（尚未碾成米的），数量必须是单数，一般
是五、七、九担，还要送鸡(也需单数)以及织绣的架子。
新郎也要抬女方的回礼。
姑娘出嫁不需要什么特别重的嫁妆，不送家具，只需要十几担的糯谷、五只鸡、一只小猪崽就可以了
。
当然，举行婚礼时新郎新娘都要有一套新的民族服装。
新郎家要举行婚礼仪式，新人要敬到场的每位亲戚朋友一杯酒。
婚礼放爆竹以示喜庆亦免不了。
    到场贺喜的亲戚朋友大都要送礼。
通常情况是，越近的亲戚送的礼也越重。
现在苗族婚礼变化较快，已经出现了送电视机、VCD机、挂钟(钟在汉族社会是不能作为礼物来赠送
的)等。
事实上，现在苗族出现送越来越重礼物的倾向，主要是受汉族婚俗影响的结果。
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村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
这么重的礼物在以往的苗族婚礼中是不需要的，它只是在近四五年间才出现，属于新生事物。
    新人结婚后一般并不独立生活，而是在男方家与父母同住。
顺便说一下分家。
在摆贝，结婚与分家并不像有些社会一样同步进行，结婚就意味着成家立业，独立门户。
苗族只有到了家里的兄弟长大，人口增多，才会考虑分家。
分家盖新房是由父母亲出钱为孩子盖。
除此之外，父母还要送一头牛给分家出去的孩子，有几个孩子父母就要送几头牛。
分家的原则是先从老大开始，顺序而下，最小的就不再分，与父母同住。
这与汉族社会有着很大的区别，在汉族社会，一般父母老了与大儿子同住，而苗族社会则与老幺同住
。
家里的财最终也属于老幺。
不过在分家的时候，田地则是老大分得最多。
     就人类的生物特性而言，纯粹自我的认知能力并非与生俱来。
一个人认知“自我”与“非自我”的能力只有到了两岁以后才慢慢地清晰起来。
也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的辨别能力与评判能力才逐渐培养起来。
这一个过程是在与周围环境不同事物的比照中产生各种感觉和感受。
人类学有一个分支，即专门对不同文化的认知特性进行研究的认知人类学。
认知人类学致力于回答以下两个问题：(1)对某一种文化类型中的人民来说哪些物质现象是重要的，为
什么？
(2)他们如何与这些物质现象建立起认识上的关系?    人类社会可以理解为一种关系网络。
这种关系网络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常被狭隘地理解为人与人的关系。
其实，我们这里所讲的关系网络远比人与人的关系来得大。
事实上，人类以什么方式面对自然、面对社会、面对自我，这个认识过程也就产生出相应的文化过程
。
因此，人类与自然、社会、自我的关系决定着文化的类型，同时，也呈现出相对独立的认知系统。
传统的苗族是一个典型的迁徙性民族。
从他们的居住环境来分析，自然生态的封闭和阻塞，一方面使得苗族文化相对较好地保留着原始特性
；另一方面，也使其文化遗存着大量独特的、与自然息息相关的文化表述。
这样的生产、生活方式促使他们不由自主地去适应自然生态。
同时，对周围的各种事物也会产生相关的认知过程和表述范式。
总的来说，苗族文化非常贴近自然、贴近生活，因而是务实的和功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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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原则在他们认知系统的分类范畴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同时，他们会根据事物与自己牛活关系的密切程度来区分物类的层次，并赋予其意义。
    作为迁徙性民族，特别是他们进入西南的大山丛林里，狩猎在根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构成—厂苗族
重要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虽然随着他们的定居，以狩猎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渐转入以农业为主，但是，自然界的动物一直是
他们认知关系网络中的亲密伙伴。
过去，苗族的成年男子整个冬季都在打猎。
打猎是以家族分支为单位的集体行动，因而需有“猎头”，每一个族支都有自己的猎头。
猎头通常固定不变，他的打猎经验很丰富。
猎头家的猎狗都非常好。
不用说，苗族家庭都备有猎枪。
按照当地的习俗，打猎的时候，只要男性长辈愿意，甚至小孩都可以前去。
捕获猎物时，照例在家支内部进行分配。
如果打到山羊，山羊的头归猎头所有，其余部分大家分：每人一份，一家去几个人就分几份，狗也要
分得一份。
如果打得野猪，猎头并不特别拥有什么，谁打的野猪头就归谁所有。
如果是大家一齐打，那么头一枪打到的人得野猪头，其他部位大家平分，原则上按枪数分。
因为野猪属大猎物，抬回村寨前要鸣枪三声，这样，全寨子的人都知道打到野猪了。
如果打到小动物一般就不再分，谁打到就归谁所有。
不过随着近几年政府对野生动物保护力度的加大，苗族地区的打猎活动已经基本上被禁止，月亮山地
区许多苗族村寨的枪支被收缴。
摆贝虽然还有个别偷猎现象，大范围的打猎活动已告消失。
    神灵意识的存在，为自然宗教提供了土壤，巫术便在这块土襄里生长起来。
神灵要制约人类，作用人生，于是，靠联系神灵与人类交流与交通的专门行业和行道便随之生成，巫
术就是此类活动的产物。
    巫术(也称魔术)是试图凭借神灵的力量，通过一套专有的仪式手段对现实实行干预。
中国古代称操此行业的女性为巫，男性为觋，现一般通称为巫师，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称为鬼师、魔
师。
巫师是沟通神界和俗界的使者，他们具有感知吉凶福祸的能力，甚至可以呼风唤雨。
他们运用一套奇特的法术和方技为人们禳灾解难可以通过符咒等向神灵表达人们的意愿，也向人们转
示神灵的意志。
因此，巫师大都具有非凡的能力，在俗界享有很高的威望。
在许多人类学民族志中。
巫师和国王经常同为一人，享受双重身份    著名古典人类学家弗雷泽的《金枝》是一部研究这一领域
的经典之作。
他甚至以巫术作为历史划分的一个阶段性标志，认为巫术阶段（the age of magic)是人类历史和智能发
展的第一阶段。
其实，巫术首先是为了满足人类心理上的需求，包括渴求了解未知世界的奥秘，希望对未来生命和生
活进行预测，解释诸如梦想和理想在现实中实现的可能性等等，这一切都成为滋生巫术的因素和条件
。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巫术永远不会消亡，而且，它会在不同的历史变迁进程中呈示出不同的趋势
。
最近两年出现的《哈利·波特》(包括书籍和电影等)的全球性热销与热闹，值得我们作进一步反思。
《哈利·波特》就是一个魔幻故事，其表现技术大都为巫术。
    我始终相信，“回堂酒”仪式是摆贝苗族这个人群共同体的联盟记忆和缩影。
虽然我们几乎找不到任何有关这个人群共同体历史的文字记录，可是不同的姓氏，不同的人群，在不
同的时期，从不同的地方汇聚到一起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他们需要一种内聚力来建立稳固的结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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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个姓氏人群拥有同一祖先，不管这个祖先是可通过族谱记忆还足以门耳相传的故事神话建构起来
的，毕竟属于“同一家人”。
而不同的姓氏、不同的祖籍地，甚至不同的族群身份之间靠什么将大家维系在一起，而相互又能够如
此和睦相处呢?除了共同的利益，比如共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相同的自然环境以及自然资源的分配，
抵御外敌入侵等因素外，共同体内部需要有一种制度性力量来建立和维持和平共处的格局。
在乡土社会中，如果缺乏这种和谐的共处关系，姓氏纷争、血亲复仇、人群械斗必不可避免。
乡规民约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乡土补会的秩序但毕竟属于亡羊补牢。
更为有效的应该建立起一种和睦共处的良好关系。
摆贝的苗族共同体靠的是“兄弟关系”：它可以是真正亲属关系中的兄弟，也可以是一个姓氏与另一
个姓儿相认、相拜的兄弟，即民间的所谓“义兄弟”，还可以是因共同的利益而建立起来的限制性范
围的“泛兄弟”。
“回堂酒”不啻将这三个层次的“兄弟关系”展示得非常清楚。
这就是摆贝这个苗族共同体之所以如此和谐的要件之一，这也是为什么我绝少听到在这个人群共同体
中发生血亲复仇和械斗的原因吧。
我甚至怀疑像“回堂酒”这样的活动可能是这个人群共同体内部结盟的一种仪式性遗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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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代前言：一种对“乡土社会”的感悟与理解2002年岁末，12月30日。
    再过一天就要过新年了。
这是一个人们翘首以盼的日子。
    贵州省黔东南州榕江县兴华乡摆贝村。
    刚下过一场百年未遇的大雪。
天空阴惨惨的，天气格外冷。
远处的山脊上一片白茫茫，像画一样。
摆贝村的雪虽已经融化，却仍可以看出几天前整个村寨被大雪肆意践踏过的痕迹：大树被压弯了腰，
通往乡镇的山路泥泞不堪，屋檐不停地滴着化雪的水⋯⋯    我坐在摆贝村寨里最受人尊敬的寨老杨写
巴家的火塘前，与长者促膝而谈。
老人整整70岁，一张饱经凤霜的面庞透着刚毅，皱纹深深地刻在脸上，看上去非常像我国的一幅著名
的油画《父亲》。
他悠悠地摆着古(“摆古”：即讲故事)，那音调和节律发出一种不可名状的回音效果，构造出来的景
致完全是另外一派风范：旷远而苍茫，铿锵而遒劲。
    远远近近的人们喜欢叫杨写巴“苗王”，他也欣然接受人们赠予的称谓。
这是一桩有意思的事情。
“老”在地方上被赋予了某种权威。
少数民族中的“寨老”甚至成为一个专属性称呼，它的指喻意义就是“权威”。
事实上，杨写巴还不独为“老”，他在摆贝村做过几任村党支部书记，一直是党和政府在地方上的代
表，是官方力量与地方知识的结合体。
于是，故事便自然而然地从他的身世展：    我从18岁就开始在摆贝当干部，当了好几任的支书。
1954年是组长，1958年做村长，1960年开始当支书，文革时退职，1971年又叫我到县里学习，1972年又
回到村里当支书，一直到1992年。
1992年我老了，退下来。
2000年他们又请我当一年支书，2001年彻底退下来，就像邓小平一样，三上三下。
我一点文化也没有，全凭经验办事。
    他的中吻中充满着骄傲和荣耀。
我纳闷：为什么人们不叫他“老村长”、“老书记”而要叫他“苗王”？
甚至州、县、乡的领导下来也这么称呼。
他听到外来人叫他苗王的时候总是笑着把眼眯起来。
我想，大约其中一部分原因是“村长”、“支书”都属于政府委任，被另外一种文化、政治和权力赋
予并评价，换言之，是官方赋予并由官方来评价。
“苗王”则由当地苗族自我认可和评价，是一种族群性、乡土性价值；这种价值才真正属于苗族自己
，名副其实。
    我还纳闷，杨写巴自己说他没有一点“文化”，凭什么能够当这么老久的“官”呢？
又为什么摆事实贝地方都买他的账？
而且我注意到，当他在讲自己“没有文化”的时候，那眼神中不仅没有流露出缺憾和自卑；恰恰相反
，那眼神充满着骄傲和自豪。
我想，“文化”在这里多半指他没读过书，不识字。
这是主体民族——汉族的价值指标，即：不读书、不识字就“没文化”。
我们已经相当习惯地把不识字的人叫做“文盲”。
也就是说，不识字就是“瞎子”。
相反，“文明”的基本指示是：识得文字，仿佛“日”“月”一般的“明”。
从这个角度说，或者在汉族社会的价值系统里，杨写巴是个“文盲”。
可是，在那摆贝地方的苗族中间，他却是个“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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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系列旨在介绍中国传统的地域文化。
以图文随记的形式，传播中华本土文化的精髓，重现已逝的历史场景。
为探究历史传承、反思文化变迁的人们，开辟一片传统文化的博物馆，乡土社会的史书库。
本书《摆贝》介绍苗族的花衣苗主要聚住区摆贝，风物、习俗、故事、人物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结
合，知识性与趣味性相结合。
让读者在领略地方风情的同时，欣赏苗族的自然社会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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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