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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麻勇斌是我们贵州省苗学会的秘书长，这个职务不是什么官，但却因这个不是什么官的职务，使
我认知他，了解他的人品和能力，并愿意为他的这本书作序。
2003年3月，我从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岗位上退下来，回到贵阳之后，我本来不打算干什么事
情了，“万事休”，安度晚年，延年益寿。
可是，接触了社会和一些熟人，他们劝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对身体健康更有利些。
我思考了一些关于本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以及关于人生价值同生老病死的逻辑关系，就逐步改
变了退休前的想法，决定为生养自己的土地和人民，以及自己的民族——苗族，做些力所能及较为具
体的事情，哪怕是些以前没有做过的小事情。
于是，我就接受再次担任贵州省苗学会的会长（还有好几个学会的会长、名誉会长和顾问）。
对于年逾古稀的退休老人担任这类社会事务，人们的认知不太一样。
开初我也是有所顾虑的，后来我想明白了，共产党人，坦坦荡荡，人民养育我，共产党提拔我成为高
级干部，不能退休了，就以为自己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就可以不问世事，一了百了，仿佛国家兴旺
、民族团结、人民富裕的所有事情，都跟自己没有关系。
所以，我就打算在退休之后干三件事：一是组织一批苗族专家、学者，编写《苗族通史》；二是进一
步推动苗药的研究和开发；三是开发黔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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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贵州苗族建筑文化活体解析》作者采用“文化活体”理沦，对扎实的田野考察资料进行分析，
揭示了苗族建筑“文化活体组织”中所存在的族群文化“相互嵌入”现象；展示了许多鲜活的建筑文
化材料，井解析／存在于这些建筑文化材料之内的建造过程与使闸过程中的文化逻辑，理出“原始巢
居”和“原始穴居”演化成为当今苗族的居住形态的大体“故事”脉络，以及如今仍然被这两种原始
建筑形态锁定的观念之细节，同时，作者以其独特的视角，论述厂与建筑联系紧密的其他文化现象，
得出的结论令人耳日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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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麻勇斌，苗族，中共党员。
1963年农历8月5日生于贵州省松桃茁族自治县蓼皋镇鸡爪沟村。
读过松桃苗族自治县中等师范学校、铜仁地区教育学院数学函授专科、贵州大学理论数学专业本科、
贵州教育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研究生课程进修班。
从事教育时，教过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写过小说、电视剧本；做过苗族历史、文化研究。
著有《苗族巫辞》（25万字）、《茁族巫事.祀雷》（40万字）、《阐释迷途一湘黔交界地苗族神性妇
女研究》（18万字）。
现在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工作，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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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六寨的苗族同胞们居住的房屋，只能说是安身立命的窝子。
我观察发现，这里比较普遍的房屋样式是“五柱三瓜”，有的是“五柱冲天”或“三柱冲天”，没有
采用分散屋顶压力的“悬柱”。
屋顶和壁头除了遮风避雨之外，没有其他关于审美趣味的意味。
所以，有的地方用木板，有的地方用土墙，间或用些树皮、木棒、小竹子、向日葵秆捆绑做壁头。
整个村子是松散的、零乱的。
从这些建筑中最能够观察到的内容，是当地经济的贫困，人的精神面貌拘谨而彷徨。
在一定程度上，我是带着失望离开六寨的。
离开六寨两天后，我来到织金县，在县民族宗教事务局杨素琴局长的安排下，我来到距离县城九公里
的平寨。
出发之前，她告诉我说，这个地方有七八个苗寨，而且都在织金县煤矿的矿区内。
为我做向导的是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的党组书记，姓杨。
我们乘坐的吉普车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颠簸，才到平寨。
这个地方的山上有很多的树林。
苗寨隐藏在树林中。
寨子里的房屋的屋顶全是盖茅草，有的屋顶上还倒放着几口铁锅或土缸。
我不知道这其中是否存在什么讲究，便向杨书记讨教，他告诉我说，这是为了防止山风刮走了屋顶上
的茅草。
这个苗寨就在公路边。
公路从半山腰穿过，把寨子分成上下两半。
由于山势很陡，我没有找到拍照的角度，所以，无法再现寨子的全貌。
这个寨子里有杨书记的亲戚，而且，这户人家中有人在织金县的某个乡里当干部，家境比寨里的其他
人家宽裕，我俩就去他家落脚。
平寨的村前寨后都是茂密的树林，建筑材料十分丰富，而看见寨子里的房屋却全是低矮破旧的草屋，
我就很不理解，我问杨书记的亲戚，他的回答让我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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