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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贵州世居民族多，包括汉族、苗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彝族、仡佬族、水族、回族、白族
、瑶族、壮族、畲族、毛南族、满族、蒙古族、仫佬族、羌族共18个民族，仅次于云南。
考察世居民族，是因为“世居”民族文化传统保持较为完好，风俗习惯等深刻地影响各民族的经济文
化、社会生活，从而也对民族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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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习惯法研究“款”：侗族社会的“法律”册亨县者述村布依族婚姻习惯法研究西南少数民族社会
的继承习惯法简述规模村布依族村民自治民族志黔东南苗族习惯法研究现状分析罪刑法定原则与刑事
习惯法关系的协调——以黔东南苗族地区的三个案例为视角大方县六寨苗族的结婚规则民族文化研究
多维视角下的贵州布依族节日文化研究贵州苗族鼓藏节仪式的功能分析——以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
治州榕江县计怀乡乌略村为例毕节地区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与开发浅议战略环境影响评价与贵州省水电
库区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凤岗佛教地域文化之我见论水西文化的形成及其主要特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视阈中的苗族古歌试论贵州雷山苗年节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贵州省水城县玉舍乡彝族服饰变迁调查研
究民族语言文学研究黔东苗语语言使用功能的退化层次分析布依语辅音韵尾的演变新中国成立以来侗
族语文著作述评论侗族“坐夜歌”的特点民族人物研究试论潘新简的朴素军事思想水族文人潘一志哲
学社会观探析清乾隆年间兵部尚书李世杰及其家族之文化遗产综述其他相关研究20世纪三、四十年代
贵州国民政府发展边疆教育的特点及结果初探韦斯特马克论婚礼象征试论发展乡镇企业与建设西部民
族地区新农村——以贵州省为例沼气对保护侗族森林资源的作用探析近十年来国内侗族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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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前本村及邻近寨子举行各种仪式或节日活动，都经常邀请他去演唱苗族古歌。
然而，近些年来，老人身体状况不好，记忆力下降，再加上长期没有演唱的机会，致使原本滚瓜烂熟
的段落都已经唱不全，甚至完全忘记。
在我们的请求下，老歌师为我们演唱了《造屋歌》和《开亲歌》，但是《开亲歌》的后半部分他已经
不能完整唱诵下来。
而其弟潘希桥今年已经75岁，近年来身体一直不好，唱诵古歌的能力也大不如前，已经忘记了大部分
歌词，因而没有为我们唱诵古歌。
这种情况，在其他被调查者中也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因此，从偿卡村苗族古歌传承人的年龄分布、传承人的数量以及掌握技艺程度等情况，我们可以
看到，苗族古歌在偿卡村的传承严重断层，出现了后继无人的状况；同时，尚健在的老歌师的唱诵能
力也正在快速地衰退。
实际上，偿卡村的传承状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据我们了解，与偿卡村相邻近的南皋村、乌皋村、排寨村等其他苗族村寨，其传承隋况也与偿卡村大
致相似，甚至有的村寨已经找不到一个会唱苗族古歌的人了。
像偿卡村这种典型的苗族村寨，其传承情况尚且如此，其他村寨就可想而知了。
看来，苗族古歌濒危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目前，苗族古歌已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属于民间文学类。
人们对苗族古歌所内涵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文化价值与科学价值等，也有了一个更为深刻的认知
，愈发意识到，应该对苗族古歌的多方面价值做进一步挖掘。
毋庸讳言，对一种以活态形式流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挖掘的前提就是要保证其继续以活态形式流
传。
但当下苗族古歌面对传承人日益减少，乃至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现状，倘若听之任之，终归有一天
，苗族古歌会随着那些老歌师的相继逝去而不再有人会唱。
倘若如此，也就意味着苗族古歌将不再属于活态形式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只能算作人类曾经拥
有的一种文化事象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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