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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雷山县是苗族人口最多的县份之一，有苗族12.5万人，苗寨300余座，遍布全县9个乡镇。
雷山县的苗族，从中原地区迁徙而来，定居于雷公山周围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
其悠久的历史积淀了非常厚重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
雷山苗族文化按内容划分，有农耕文化、建筑文化、节日文化、歌舞文化、娱乐文化、体育文化、器
乐文化、婚嫁文化、丧葬文化、巫文化、宗教崇拜文化、习惯法文化、服饰文化、银饰文化、医药文
化等。
对上述文化类别，如果再进行细分，则每类文化又有若干分支。
如苗族的歌咏文化，就包括苗族古歌、飞歌、情歌、酒礼歌、婚嫁歌、丧葬歌、建筑起造歌、儿歌
等10多项。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和涵盖内容来说，上述多类文化，均属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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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西江千户苗寨形状各异的吊脚楼，形式上富于活力，为天人合一式建筑结构。
苗家人迁入当地后，为了留下更多平地用做耕种田，也为了适应当地自然条件，使本民族繁衍生息，
在建造居所时，大都选在30°-70°的斜坡陡坎上，在传承传统的干栏式建筑的基础上，创建了穿斗式
木质结构吊脚楼。
这种结构形式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结构简单，稳固性强。
它以柱、枋为基本构件，通过穿斗形成完整空间。
二是充分利用当地木材及其强度。
由于采用的是穿斗结构，可以用小材盖大房。
三是既节约了耕地，又适应于山地斜坡建屋，并具有良好的通风防潮效果，为典型的天人合一式住房
。
　　房子框架皆由榫卯衔接。
一栋房子的柱子、屋梁、穿枋等有上千个榫眼，木匠（20世纪60年代以前多为汉文盲）从来不用图纸
，仅凭着墨斗、斧头、凿子、锯子和各种成竹在胸的方案，便能使柱柱相连、枋枋相接、梁梁相扣，
使一栋栋3层木楼巍然屹立于斜坡陡坎上，足见苗族民居建筑工匠的工艺水平。
　　不识汉文的苗族木匠在建造民居中，常常运用高深的力学建筑原理和普通的几何图形。
吊脚楼的造型从宏观上看，是长方形和三角形的组合，是稳定而庄重的普通几何图形，给人以一种既
有典雅灵秀之美又有挺拔健劲之美的感觉。
无论柱、枋、梁、檩，皆互为垂直相交，构成一个在三维空间上相互垂直的网络体系，从而奠定了长
方形结构的基础，然后再逐个延展组合而成整个屋体。
屋面由于排水的需要，必须是两面或多面的，这样就确定了其最稳定的三角形结构。
从横向上看，房屋的上部、中部和下部各由一个三棱体和两个长方体组成。
这样的建构，除了使结构上的稳定得到保障之外，在艺术感觉上也显得端庄、稳重。
　　吊脚楼在虚实对比关系上，显现了和谐统一、相得益彰的艺术效果。
断面纤巧的木结构穿斗式构架极为轻灵，苗居半边吊脚楼突出了“轻”的效果。
“悬虚构屋”，架空而立，上实下虚，对比强烈。
　　西江千户苗寨的建房习俗具有浓厚的民族传统宗教色彩，如在备料、发墨、上梁时都要进行祭祀
，而且有很多禁忌。
　　六、主要价值　　西江苗族吊脚楼是苗族先民从长江中下游流域辗转迁徙所带来的古老干栏式建
筑工艺在适应山区新环境下的逐步完善，是苗族建筑文化的载体。
在民居建筑中，吊脚木楼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地位，而且它是苗族等少数民族安身立命、繁
衍后代、延续民族历史的根基。
西江千户苗寨规模之大，气势之恢弘，是自然环境、民族、历史、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等的综合体，
对研究苗族历史文化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对苗族人民来说，它又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
　　一个民族的民居建筑是其经济、文化、艺术、家庭、社会和宗教观念等历史积淀的集中表现。
它以传承的物质形态方式表达其文化内涵。
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说过：“建筑是人类一切造型创造中最庞大、最复杂的。
所以它代表的民族思想和艺术更显著、更强烈，也更重要。
”西江苗寨吊脚楼是深入研究苗族和南方兄弟民族民居建筑历史与文化的“活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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