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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部人文资源研究丛书”，是由国家重点课题“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课题组完成的
。
课题始于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的第二年，由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国艺术研究院具体牵头执行，并联合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以及西部地区各院校的许多学者共同参与。
有关“人文资源”的概念，是费孝通先生在课题立项时提出来的。
他指出：“人文资源是人类从最早的文明开始一点一点地积累、不断地延续和建造起来的。
它是人类的历史、人类的文化、人类的艺术，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财富。
人文资源虽然包括很广，但概括起来可以这么说：人类通过文化的创造，留下来的、可以供人类继续
发展的文化基础，就叫人文资源。
”也就是说，人文资源是人类的文化积累和文化创造，它不是今天才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而是自古
就有的。
但将其作为资源来认识，却是今天才有的。
资源并非完全客观的存在，当某种存在物没有同一定社会活动目标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它是远离人类
活动的自在之物，并非我们所论述的资源。
也就是说，如果人类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文化遗产，只是静态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甚至博物馆里
，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没有联系时，其只能称为遗产，不能称为资源，只有当它们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和
社会活动及社会的发展目标联系在一起后，才能被称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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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方李莉，1996年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获博士学位。
同年被录取到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做博士后，1998年出站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至今。
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
员。
兼任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科技文化教育专门委员会委员。
出版有《新工艺文化论——人类造物大趋势》、  《传统与变迁——景德镇新旧民窑业田野考察》等
专著近1 0部，发表有《文化生态失衡的提出》、《谁拥有文化解释的权力》、  《走向田野的艺术人
类学研究》等8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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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经过了解知道，祭山是长角苗每年都要有的传统活动，它有一套完整的约定俗成的规程。
因此，每年不用人组织，大家都知道今年是轮到哪七家当值，一般是从山脚下依次数过来，七家一组
，轮到山顶以后，又反过来数下去。
轮到当值的七家人，在祭山的前一个月就要开始忙于准备，首先这七户人家要分头到各家各户去收钱
，至于每户收多少则要根据物价而定。
将钱收好后，就由这七户人家去市场买东西，要买七只大鸡，还要买酒，这个寨子大约要买五十斤酒
才够喝，剩的钱则买点猪肉。
然后要去通知弥拉来扫寨。
我始终不知道生态博物馆资料中所写的“鬼师”和“家师”有什么区别，就问杨朝忠。
他也说不清楚，只知道，鬼师用苗话讲叫弥拉，弥拉主要是请神驱鬼。
但他不知道什么叫家师。
我听说这个寨子里的家师是熊金祥，鬼师是熊玉安，于是问杨朝忠他们两个人有什么区别，杨朝忠说
不知道，因为在寨子里的人看来他们根本就没什么区别，都叫做“弥拉”，只是生态博物馆一定要区
别出什么家师和鬼师。
他-下把我给说糊涂了于是我问：“每年扫寨的活动是由谁来做？
是熊金祥还是熊玉安？
”他说：“他们俩谁都行，谁有空谁做。
”看来我们的研究还要深入进行，就连这“家师”和“鬼师”的区别都还要进一步琢磨，不能专门看
生态博物馆的资料，这里的人汉语并不是太通，你用博物馆上的资料去套他也不懂，只能说是。
杨朝忠接着说：“在祭山的头一天，就邀请弥拉，七只鸡里面有一只鸡要交给弥拉去扫寨。
扫完以后，这只鸡就留给鬼师，作为扫寨的报酬。
“祭山和扫寨的后勤工作，主要由轮值的七家人担当，祭山的那一天，几户人家要有一两户负责，用
稻草搓成绳子，中间扎有两个小茅草人，要用金丝茅草扎。
扎多少按路口而定，陇戛寨共有五个路口，因此，要扎五份。
其长度按路口的宽度而定，搓好扎好后，要将这些茅草人用草绳拴在进村的各个路口上。
相传，它能阻止一切不利之事进入寨中，使得村子里平安无事。
“另外，再有一两户人家跟弥拉去扫寨子，后面常常跟有许多看热闹的孩子。
在扫寨之前，每家均要一块布装点煤灰，就说将什么病魔、天罗地网、口嘴、哭神等都装在里面。
扫寨时，由弥拉带头，他一手拿酒，一手拿一只簸箕，里面装一些豆子。
请一人用绳子拉着一只大公鸡，另一人扛着一棵竹竿，竹竿的一头花成几瓣。
扛竹竿的人边走边摇竹竿，竹竿发出响声，每到一家，就要喷一口酒，朝天撒上几颗豆子。
然后说，‘我今天来到某某家，我金银财宝都不吼，只吼鬼神快走开。
’接着又说：‘病魔出不出？
’后面的人便接着叫‘出！
’其又说：‘天罗地网出不出？
’‘出！
’‘口嘴出不出？
’‘出！
’‘哭神出不出？
’‘出！
’就这样，每问一句，那些跟在后面的，大人和孩子都异口同声地叫一声‘出’。
喊完后，由主人家将首先准备好的，也就是包着什么病魔、天罗地网、口嘴、哭神等的灰包挂在竹竿
上，又到另一家去。
全寨有一百多户人家，每家都要去。
“最后，待扫寨完毕，就将大公鸡及系有灰包的竹竿拿来村口外，将竹竿丢掉，杀了公鸡，拔几根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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蘸些血粘在竹竿上，让它将一切不利于村子的事都带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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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日记写完了，算算竟然有三十多万字，因为我们是集体考察，有关这一族群的完整的文化记录，我们
还有一本正式的考察报告，注重的是更全面和更抽象的理论分析。
我想这是两本互为补充的人类学田野著作。
考察报告侧重的是有关长角苗记录与文化各个方面的研究，日记侧重的是我个人的考察过程及感受。
在考察报告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抽象的长角苗文化的本身，在日记中则有着众多的具体的人物形象
，他们都是在考察中帮助过我们并为我们提供过种种考察线索的报道人，也是我的观察对象。
是他们教会我认识这一我以前完全不熟悉的陌生文化，也是他们告诉了我许多关于当地的各种知识，
没有他们也就不会有这本日记。
我虽然已离开贵州了，离开梭戛了，我甚至没有把握自己是否还有机会去那个山里的寨子，但我在那
个寨子里度过的日子，恐怕这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它已经融入我的血液和灵魂。
那里善良淳朴的人们，我会一直怀念他们，怀念和他们结下的友谊，怀念他们给予我的种种帮助，包
括他们蘸着辣椒面吃的洋芋、滚烫的腊肉火锅、下饭的酸汤、用剁辣椒炒得香香的腊肉等等，还有他
们那略带忧伤的歌，那些在葬礼中头上戴着长角的妇女们的哀痛，还有他们忧伤的充满诗意的指路仪
式，更有他们独特的服饰、美丽的传说。
我一直在那里寻找着艺术发生的环境和条件，寻找着艺术和人们生活的关系。
在那里，。
我发现艺术是稀薄的，但又是无处不在的。
有时我甚至觉得他们的生活本身就是艺术，他们所有的表述都是一种艺术的方式，本能的、感性的、
形象的思维方式远远地超过了逻辑的、理性的、抽象的思维方式。
正因为如此，在他们身上我才看到了一种更接近于自然的质朴。
本来按人类学的惯例，我将书中的真实地名与人名都隐去了，但临到正式出版时，我还是决定用真实
的地名与人名，因为我希望读者们知道我写的是生活中的真实，其中的那些善良的、美好的人们，也
需要大家去真正地认识他们，而不仅仅把他们当成是学术中的一些符号，我们应该给予他们尊严与地
位，让历史永远地记住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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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梭戛日记:一个女人类学家在苗寨的考察》是西部人文资源研究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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