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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于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必须认真去研究它，你才能了解它，才能以研究的理论成果去指导
它，让它随时代共同前进。
我们研究苗族的历史和文化是按照党的民族政策，紧紧围绕“各民族共同团结奋进，共同繁荣发展”
的民族工作主题来开展的。
雷山苗族人士研究苗族的历史文化，大概始于苗族著名文化人梁聚五先生，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写出了《贵州苗夷发展史》一书，为研究苗族历史和文化的人们做出了榜样。
雷山苗　　族中热心研究苗族历史和文化的人们，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指引
下，不再受“文革”左的思想的束缚，放心大胆地来研究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文化。
在县民委的组织和经济支持下，由韦寿山、龙向日、杨通华、唐干武、杨正光、杨胜邦、张希成等同
志创办了内部专刊《雷山民族研究》。
在十多年的办刊历程中，发表了200多篇研究文章，上至县委书记、县长，下白平民百姓，都积极撰文
，有力地指导和推动了雷山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推动了雷山民族地区的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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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雷山苗族吊脚楼古建筑群的文化与保护用生态文明的理念建设和谐雷山雷山苗族文化保护与传承值得
重视苗族原生态文化浅析——以黔东南为例浅谈黔东南州生态文明建设试论雷公山经济圈的生态文明
发展之路加快特色建设是雷山向生态文明发展的必经之路浅谈民族文化创新与发展全球化文化多样性
背景下苗族文化的取向用科学发展观推进雷山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重推苗年文化活动，助推旅游产
业强劲发展加强“绿色长廊’’建设，促进旅游产业发展建好景区景点提高旅游品位苗寨田园风光旅
客游览天地雷山县旅游业的发展历程苗族农耕文化资源开发与乡村旅游过好民族节日，促进乡村旅游
业的发展浅谈民俗在旅游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解读笛气田园造型艺术的文化内涵雷山苗族舞蹈展魅力
西江苗寨传统文化的内在结构西江千户苗寨的文物及保护模式关于进一步发展西江千户苗寨旅游的思
考加快西江文化旅游业发展的思考关于西江苗寨文化传承保护和旅游开发的思考--兼论文化保护与旅
游开发的关系西江景区科学发展之路西江景区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雷公山旅游资源深度开发初探雷
公山景区景点开发的一点思考雷山苗族鼓藏节调查乔洛村韦氏家族鼓藏节历史初探和谐共舞苗族鼓藏
节--雷山乌流鼓藏节侧记在乌流也改过鼓藏节一个鲜为人知的祭鼓节浅议雷山苗族鼓藏节的文化内涵
浅谈苗年节与生产发展关系苗节--苗族农耕文化的产物雷山地区民族关系概述试谈苗族的历史框架苗
文与社会生活和文学雷公山区古代苗族教育雷山县苗文推行工作回眸雷山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与传承浅议锦鸡舞文化生态区--岩寨、新桥和掌批苗族祭天祀雷巫词记载的古人类科学发现和发明雷
山苗族巫事巫词黔东南苗族服饰艺术的启示黔东南苗族聚落名称与环境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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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苗族舞蹈　　黔东南苗族舞蹈主要有芦笙舞、铜鼓舞、木鼓舞、踩鼓舞、古瓢琴舞和板凳
舞等6大类。
而在各个舞蹈类别中，因地方差异和跳法不同而派生出许许多多的不同舞蹈形式，如芦笙舞类中就有
锦鸡舞、芒筒舞、斗鸡舞、踩堂舞、讨花带舞等多种；铜鼓舞中有打猎舞、赶斑鸠舞、摸螃蟹舞、送
礼舞等10多种。
在这些舞蹈类别中，木鼓舞、踩鼓舞、古瓢琴舞、扁担舞等在部分地区或部分场合中流行和传播，而
芦笙舞、铜鼓舞、板凳舞等则是苗族最具代表性、最为普遍的舞蹈，在几乎所有苗族聚居的地区和村
寨中都使用和流传。
　　（四）苗族乐器　　黔东南苗族乐器主要有芦笙、铜鼓、木鼓、夜箫、月琴、古瓢琴、木叶等。
这些乐器都是苗族祖祖辈辈在长期的历史迁徙过程中创造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民族艺术形式。
除木鼓、古瓢琴、月　　琴、夜箫等只在部分苗族村寨中存在和流传外，芦笙、铜鼓、木叶等在所有
的苗族村寨中都使用和流传，并不断得到发展和提高。
　　（五）苗族节日　　苗族节日自身既是原生态文化，又是原生态文化的载体，是苗族原生态文化
集中而又全面的表现形式。
黔东南的苗族节日有鼓藏节、苗年节、吃新节、芦笙节、姊妹饭节、龙船节、爬坡节　　等200多个。
这些节目有的所有苗族村寨都过，有的只有部分苗寨过。
由于苗族族群居住广泛，因地域不同和习惯差异而在过节的时间、内容和方式上也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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