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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文者，人类社会之各种文化现象也。
    中华者，我国五十六个民族之总称也。
    人文中华，时间绵延，昔日辉煌，今朝灿烂，明天锦绣；空间广袤，民族众多，异彩纷呈，独殊东
方。
哲学、经济、军事、科技、法律、伦理、教育、民族、宗教、文艺、考古、文物、民俗⋯⋯在历史的
长河中嬗变，积淀无比丰富。
��    穿越时空隧道，漫游文化之旅，整合散落在神州大地上的文明碎片，抚今追昔，继往开来。
沿着先进文化的方向，我们推出“人文中华”丛书，俾以让广大读者从通俗有趣的图文中，加深对中
华民族古今各种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从而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和激励爱我中华的热情。
希冀专家学者们在学术研究之余，能为“人文中华”丛书添砖加瓦，倘若惠赐符合本丛书体例的大作
，我们将不胜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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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正文，1962年生，苗族，现就职于西南民族大学。
致力于文化人类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与教学，出版论著多部，其中《苗族服饰文化》被译成
韩文在韩国出版。
先后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专业论文三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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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子《百苗图》与苗族《百苗图》与民国前的苗族群体现代苗族的支系及其分布苗族服饰及其民间展
示多彩多资的苗张婚恋中的服饰展示节日的服饰展示勤劳手巧的苗族妇女织金苗女的蜡染和钉线绣苗
族服饰制作者的美丽世界染人与银饰匠人新庄的蓝靛池子闻名全国的银匠村传统技艺的衰落与文化多
样的保护边缘化的传统苗装全球化下的文化多样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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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贵州巡抚张广泗采取的是粗暴与高压的“改流”政策，激起了当地苗族人民的反抗。
雍正十二年(1 7 3 4)爆发了包利、红银领导的黔东南苗民大起义，于是，清政府急调七省兵力，耗了两
年多时间，、直至乾隆元年(1 7 3 6)才镇压下去。
这在清初是震动了朝廷的大事件。
清王朝统治者意识到有必要加强对这个居住在南方的苗族集团进行研究，以利于统治。
另一方面，乾隆年问国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疆域统一，清王朝中央急需了解国内各民族和邻邦的民族
情况⋯⋯乾隆十六年(1 7 5 1)诏令驻守各边疆省的官员：“我朝统一区宇，内外苗夷输诚向化，其衣冠
状貌各有不同，著咨边各督抚于所属苗、瑶、黎、壮以及外番众，仿服饰绘送军机处，汇齐呈览，以
昭王会之盛⋯⋯”专家们普遍认为著名的《皇清职贡图》就是在此背景下成书的。
因此，大多专家也认为《百苗图》的出现，应该是在乾隆皇帝这道诏令之后。
　　《百苗图》流散于世的有许多版本，芮逸夫在2 O世纪8 O年代台湾影印的《苗蛮图册》序言中说
，台北的“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收藏的“苗图”有11种。
几年前，笔者在北京民族文化宫见到的苗图竟也有1 5个版本之多。
其中最多的一个版本，内有图1 2 5幅，少的仅有8幅。
这些“苗图”有的图文并茂，有的仅有图无文。
主要为纸本，也有一些绢本。
当然，有一些是珍贵的版本，也有的版本显然是民国时期的临摹之作。
　　在“苗图”版本中，被认为绘制最精、影响最大的是《苗蛮图册》，通常所讲的《百苗图》指的
多是这本图册。
不过刘成在“苗图考略”一文提到，2 O世纪3 O年代，他曾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看到一部有一百
幅图的“苗图”，他说此图册“绘事精审，极为宝贵。
系当年大内之物，或即为《职贡图》之蓝本，不无可信”。
《百苗图》，出现以后，被认为是一种图说(诗文或简约文字对风俗作描写)兼备， 繁简相宜，、除绘
画工巧可以供书画家欣赏临摹外，它更重要的是一种实地写生，形象化地记录了少数民族生活状态的
文本，极具人类学、民俗学价值。
自然受到中外人士的青睐，国内外许多图书馆和私人争相收藏，如大英雄物馆、故宫博物院等都有收
藏。
《百苗图》之所以引人注意，馀了图册本身的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外，。
恐怕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苗族族群的构成及其文化。
尽管“苗图’’里所绘制的民族，还包括了今天生活在贵州境内的彝、布依、侗、仡佬等民族。
但是不同的苗族支系及其他们的风俗，构成了《百苗图》里的主要内容。
因而“百苗”成了苗族支系数量众多的代名词。
苗族支系也始终成为自清代以来研究苗学的人们想弄清楚的一个数字谜。
可以说，苗族是国内少数民族中支系最多的一个民族。
　　从上述《百苗图》和明清两代其他的古籍看，记载有不同称呼的苗族支系最多的为8 2种(清代李
宗唠《黔记分等均记载有8 2种)。
这其中有一些在1 9 49年后被确认是布依、仡佬、侗等民族，但若要将那些未列入图籍中的苗族支系计
算在内，也会接近或超过8 2种。
所以，清代用“百苗”来称呼苗族支系群体，是恰如其分的。
现代苗族的支系及其分布　　到了近现代，不论苗族的支系还是他们的分布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一是在清朝近三百年时间中，清政府不断向苗族聚居地移民屯兵，加上周边其他民族的自然迁移，与
苗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错落散居格局；二是受清政府的民族高压政策或自然灾害的影响，
民不聊生，苗族反清起事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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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引子　　1991年，台湾辅仁大学织品服装系意欲对中国大陆少数民族服饰样本进行采集，以供教
学参考之用。
他们经过有关资料检索后，认为苗族服饰在种类和工艺上，都是大陆少数民族服饰中比较突出的。
于是，他们派员到西南民族学院(现为西南民族大学)接洽。
这便成了我步入苗族服饰研究的一个机会。
　　与台湾同仁的合作，前后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
在这期间，我分六次对四川、贵州、云南、广西、湖南的近百个苗族村寨做了服饰样本采集和样本文
化背景的简约记录。
这使我对苗族服饰乃至苗族支系的分布状况，有了概貌性的了解，对民族文化的价值有了更深刻的认
识。
从某种程度上说，开始产生了对乡土的民族传统文化的自觉。
这样，就激发了我对苗族服饰以及类似苗族服饰这样的少数民族文化研究的兴趣和责任心，并奠定了
做深入研究的基础。
合作结束后，我又多次自费有选择地对一些苗族传统服饰制作工艺较好的地区，做了较为深入的田野
调查。
　　应该说，在田野调查过程中，遭遇过许多让我感动、感慨的故事。
印象较深的一次就是在贵州丹寨县进行的“古衣”采集和调查。
我带着1 9 8 5年出版的《中国苗族服饰》画册，按图索骥式地去丹寨县杨武乡采集“古衣”。
结果花了三天时间，走了附近大小五个苗族村寨，问过的四五十岁上下的人不下百个，得到的回答都
说没有见过我想找的服装。
到了第四天，在一个叫羊浪的村寨，遇上一位76岁的老婆婆，我将图片指给她看，并不断地问她是否
知道有“窝妥”(当地苗语对有刺绣、蜡染衣物的称呼)的情况下，她才说自己有一件，是她出嫁时母
亲送给她的。
后来，她从箱底将那件压了不知多少年月的衣服拿给我看，并同意卖给了我。
半年后，当我再次去那里对这种已失传的服饰工艺做调查时，在另一个苗族村寨，又目睹了一件相似
的“古衣”随同一位8O岁高龄的老太太一起埋入了墓穴的情景，至今仍难忘怀。
至此，我意识到民族乡土文化保护的重要性。
　　另一件事也让我感触颇深，经我手采集的苗族服饰样本先后三次在中国台北美术馆、历史博物馆
进行展出，都获得了当地社会各界的好评。
其中l 9 99年的展出，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成功结合。
除了原汁原味的苗族服饰外，还展示了辅仁大学师生以及台湾服装设计师依据苗族服饰获得的灵感创
新的服饰设计作品。
著名时尚杂志《芙蓉坊》将穿着原汁原味的苗装的名模图片与巴黎时装刊载在同一期，不但没有丝毫
的怪异感，反而增加了一种别样的时尚韵味。
这样的展示再次表明，现代与传统是相连相依的，传统可以并能够服务于现代社会。
这也是几千年的民族乡土文化的价值之一。
　　苗族自古是一个支系众多的民族，因此，“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不仅体现了苗族文化的特
点，而且是对丰富多彩的苗族文化的最好概括。
苗族文化的共性固然发展得十分显著，而且地域性、支系间的文化个性特性，也得到了很好的发育。
历史上苗族没有出现过统一的宗教，没有建立过独立于中央之外的地方邦国，也没有创造出一种为全
民族共同使用的文字。
也就是说苗族文化没有经过严密的整合，神话、传说、歌舞、宗教以及工艺技术等都以口传和身教方
式进行传承，这就留给苗族文化地域个性自由发展的空间，从而形成了苗族文化的高度开放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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