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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道风物004·黔东南》

内容概要

“山地部落”这个词，与都市文明遥遥相对，天然涵盖了异域、遥远、纯净、原始、陌生等色，能够
燃起无数人踏上旅途的渴望。 新旧秩序的交叠与变化，成为今天的黔东南真正的景观。
与其说这样的地方已经不是原生态的净土，不如说，这里在漫长的年代里建立的人与土地的关系，还
处在一种更加传统的秩序之中。那种在经年累月中小心翼翼互相予取的格局，暂时未曾被新世界全然
改变，它看起来似乎新旧杂糅、真相难辨，其实时间与空间在这里经历了特殊的压缩集中，形成一种
独有的变化节奏。
我们从黔东南开始，学习如何用“在地者”的视角观察一地的恒常变化，也期待每个参与者在路途中
看到更广阔的空间，从而获得对各地更加真实、丰富的沟通与理解。
●黔东南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十大世界少数民族风情保护区”之一，2016年度《纽约时报》
推荐世界上52个最值得到访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瑰丽山水——雷公山、清水江，绝美建筑——鼓楼、风雨桥，古朴艺术——苗族古歌、侗族大歌，
精湛手艺——苗银、苗绣，地道美食——酸汤鱼、牛羊瘪，都在黔东南！
●附赠黔东南地道风物地图，获取“在地”旅行方式的最佳体验地，从黔东南开启重塑旅行视角的深
度旅程，发现更广阔也更真实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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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范亚昆
地道风物MOOK内容总监。曾长期为国内人文地理、影像、旅游类杂志担任特邀撰稿人，关注国内的
人文地理、地方文化、风俗手艺等领域，并因此足迹遍布各地。
萧春雷
作家，《中国国家地理》特约撰稿人，致力于文学、艺评及人文地理写作，著有《大地栖居》、《自
然骨魄》、《华夏边城》。
袁銮
资深在地旅行者，旅游杂志撰稿人，Lonely Planet系列《贵州》特约作者，携程网《贵州自由行》作者
。
张晓松
贵州师范大学教授，纪录片制作人，出版专著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和田野报告三十余篇。其作品《
枪手的部落——岜沙》最早向大众解开了贵州岜沙苗寨的神秘面纱。
曾丽
苗疆故事民族服饰博物馆馆长，著有《苗绣》（与曾宪阳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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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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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绣 针线中的宇宙 曾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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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手部落”的持守与变迁
来自岜沙的田野再报告 张晓松
龙额与“龙人” 李丽
肇兴侗寨 一线乡村纪事 袁銮
小黄，深山歌乡 潘年英
黔人故事 李岚 等
物
无酸不成苗 黄菊
糯禾，饭桌上的图腾 吴再忠
你的黑暗料理，我的私房美馔 许君达
纸寿千年 雷虎
百鸟加持的苗家华服 雷虎
白领苗的蜡染 雷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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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套书好赞，要是去当地，一定要带上。
2、乡土中国，原生态黔东南。
3、打开这本书，一边看书里的插图一边看书，一边在脑海里走进了一个在下着小雨的，有点微凉的
地方。满眼的绿色树木在雨水滋润下郁郁葱葱，脚下有黄色的泥土小路，远远看去，一个挽着裤腿的
村民扛着锄头向你走来，他穿着蓝色的劳动布褂子，戴着同色的帽子，笑呵呵的朝你走来，你个眼神
的交错，你觉得这里安静又美好。
4、因为要去黔东南，就买了这本书，真的不错，介绍的很深，感觉这趟旅游，会是一趟有温度的旅
行~
5、一直以来对黔东南少数民族文化很感兴趣，比如侗族大歌和苗族的苗绣、银饰等，这本书从“地
”、“道”、“风”、“物”四个方面对黔东南做了详细的介绍，尤其喜欢“物”这一章节，黔东南
的酸汤承载着满满的口水，原来“酸汤鱼”是最能代表苗族的一道菜；还有糯米糍粑，永生难忘的黑
暗料理瘪汤牛肉火锅.....
6、我家就在黔东南
7、地道风物系列终于出新书了，黔东南最近很火热呀，好多朋友都去玩，其实理由很简单就是怕等
开发成旅游区再去就没意思了。好书，有用。
8、人文
9、黔东南最符合国内自由行，因为它人少、好玩、没有过度开发！
10、带着这本书去黔东南
11、特别好看，爱不释手
12、内容于我到没什么惊喜，该知道的都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也知道了，然而这印刷和装设十分可喜
，纸质书的优势火力全开，手绘地图尤其惊喜，简直美好！！！
13、印象最深刻的是酸汤鱼和牛瘪汤
14、最喜欢那篇写岜沙的，配图很有意思，是时隔20年的同一个或同一群人的对比，时间会把一个人
打磨的面目全非。更有意思的是，这20年间，岜沙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苗族聚落变成一个闻名天下的“
抢手的部落”，走上了与旅游相生相伴的变迁之路，而生活在岜沙的人，更是经历了思想、文化、生
活方式上的大变化，所以这个对比就更有意思了。
15、文明是城市和低地的产物，在横向上，文明的潮流能延展到很远的地方，但纵向上，已到数百米
的屏障，可能会阻碍文明传播上千年之久。黔东南，这个被誉为“净土之地”的地方，在遭受现代、
旅游的侵袭后，会走向什么方向？“净土之地”变得现代化？这是好还是不好呢？
16、照片很美。中后反反复复地渲染所谓变迁传承有些无聊，不如多说风物。
17、带着它去旅行
18、地道风物四个切入点详尽地介绍了少部分人知晓的黔东南 干货很多装帧精美 图很好看很好看很好
看啊 
19、图文俱精。“糯改籼”，银饰的银来处可能为明末时期的墨西哥。构树皮为材料的“抄纸法”，
雷公山“髭蟾”，有关各种历史起源与风俗演变，传统手工各种。显然这并非一本简白旅行指南，而
是若干个点线面的提示这演变自久远而来，历史发生如此即兴，一些在遗忘中潜行，缓慢而永动更新
。
20、内容不错，涉及到方方面面，但是图文编排还有待提高，书中出现大篇幅文字集中的现象，容易
阅读疲劳
21、纸张和包装没话说，手绘地图也很美，里面的内容有些比凯里博物馆还丰富，但是有些内容前后
重复较多，后面有一部分散文感觉比较散，不成体系
22、怎么说，单纯说这是一本旅游导览书，不太恰当，书中对于黔东南侗族、苗族的描叙不止于服饰
、民俗、地理等，还讲述其历史与发展；比如，南侗保留了更多的原住民族传统，而北侗则被汉化较
严重，源于清水江南岸的巍巍苗岭；比如大量的苗银来源于木材贸易等等。这本书准确说来算是一本
黔东南少数民族文化深度岛览书吧。
23、作为《中国国家地理》的深度文化专题《地道风物》本期黔东南主要讲雷公山与侗族、苗族与苗
艺之间的关系，文献与社调材料地道且丰富，雅俗共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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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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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地道风物004·黔东南》的笔记-第54页

        非洲绿色地带运动组织发起人文佳莉·马赛教授说：“发展就代表着存活下去，拥有更高品质的
人生。我们可以减少消费，去过更美好的生活。我们应该非常尊重生态系统，尊重自然系统，尊重生
物多样性。你放心，不知道有何好处没关系，那不是你创造的，你不知道它的好处，就顺其自然吧！
因为上苍知道。也许将来有一天，人类在未来的世代，可能就会发现他们能够存活，就是拜多样性所
赐。”

2、《地道风物004·黔东南》的笔记-第85页

        我将珍藏往昔的灵魂，为了将来的复活。

3、《地道风物004·黔东南》的笔记-第230页

        侗族人始终保持着对习俗的尊重，这是民族自我认同感的延续，也是侗族族群之间辨认彼此的方
法。

4、《地道风物004·黔东南》的笔记-第106页

        亚里士多德在《诗艺》中说：“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
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所谓‘带普遍性的事’，指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某
一类人可能会说的话或会做的事——诗要表现的就是这种普遍性，虽然其中的人物都有名字。”

5、《地道风物004·黔东南》的笔记-第110页

        E.H.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中谈到，历史“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这样看来
，苗族没有书面的历史，似乎也算不得遗憾——因为古歌的存在，生者与先人的联系从未消失。每个
民族都有记录自身、继续生活的方式，孜孜不倦地求索着“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以及各类人生的难题。苗族的历史已随讲古而不泥古的古歌融入苗族人的魂魄，每个人都在歌师的歌
唱中找到了归属感和需要的答案。

6、《地道风物004·黔东南》的笔记-第85页

        我将珍藏往昔的灵魂，为了将来的复活。
那些拥有自己音乐的民族都是幸运的。

7、《地道风物004·黔东南》的笔记-第46页

        变化是永恒的。任何一个民族、一种文化，都必然在时光的雕刻中，传承变迁。面对岁月的吟唱
，我们驻足聆听、发现、思索，看见看得到的风景，走近看不见的灵魂。

8、《地道风物004·黔东南》的笔记-第203页

         对于一向喜爱享受“口舌之快”人，看一本介绍某地风土人情的书，必定是先从当地美食看起的
。因为味道好像是具有渗透性的，可以渗透到记忆里，同时它还有挥发性，让你每次回忆时，都仿佛
又感受了一次入口如何滑顺，在咀嚼的时候牙齿舌头接触食物的感觉，汁水充盈，滋味曼妙。所以当
翻到这张图的时候，勾起了我对酸汤鱼的味道记忆。不愧是要放在第一位介绍的美食，如说中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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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道风物004·黔东南》

酸汤鱼就好像是每一个贵州菜饭馆菜单首页的第一张图，当头菜，看家菜！那滋味必是不用多说的。

9、《地道风物004·黔东南》的笔记-第35页

        她不反对旅游，反对的是早年那种野蛮观光旅游，游客被一车车拉倒西江、肇兴等几个固定景区
，收门票，看歌舞，吃土菜，然后一车车拉回去。她提倡个人乡村体验旅游，把游客分散到黔东南成
千上万个村寨，感受自然与人文魅力。“文化就是吃喝拉撒，很简单。现在是移动互联时代，线上线
下，点对点，开辟了一种新的旅游方式。我想在哪个苗寨住几天，就直接与村里的农家乐联系；当地
年轻人不必外出打工，待在家里做苗绣、蜡染和银饰，产品就在微信和网站上销售。这样的旅游，可
以激发民族的内生活力，进入万众创新的时代。文化不是死的，是活的。”

10、《地道风物004·黔东南》的笔记-第42页

        人类学家认为，当一个社会与另一个经济、文化上都比较强大的社会接触时，这个较弱小的社会
经常要被迫接受强大社会的文化要素。

11、《地道风物004·黔东南》的笔记-第5页

        那种在经年累月中小心翼翼相互予取的格局，暂时未被新世界全然改变，它看起来似乎新旧杂糅
、真相难辨，其实时间与空间在这里经历了特殊的压缩集中，形成一种独有的变化节奏。这种新旧秩
序的交叠与变化，成为今天的黔东南真正的景观。

12、《地道风物004·黔东南》的笔记-第73页

                1959年，三龙侗寨的吴品仙小姑娘，豆蔻年华十三四。那一年春天，黎平歌舞团郑重其事地留
下了一张合照。拍完这张照片，歌舞团里的这位小姑娘将代表黎平乃至侗族，远赴北京。她显然是侗
寨里最荣耀的“北漂”之一。那一年，她肩负“侗族大歌歌手代表”的名号，北上首都，入职中央民
族歌舞团。
       在北京那几年，吴品仙完成了那个年代最让人艳羡的镀金——在首都，为毛主席演出。在人民大
会堂，吴品仙参与了那场令她毕生难忘的演出——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她手里拿着的扇子，是
用扇子搭出的一轮红太阳的组成部分。吴品仙胆怯地透过扇子的缝隙，看到了坐在第六排正中央的毛
主席。
       但是对于“侗族大歌歌手”吴品仙来说，她在舞台上唱响大歌的使命并没有完成。在由全国各个
民族表演者代表组成的歌舞团里，没有人关心侗族大歌。表演者们轮番穿上不同民族的服装，跳起不
同民族的舞蹈，跟随歌舞团南来北往，在全国各地的舞台上，表演属于那个年代的样板歌舞。
       舞台表演完，落幕卸妆后，这位侗族优秀的歌手终于可以唱起一首妈妈教的、思念故乡的歌谣，
潸然泪下。
       少小离家，25岁回，吴品仙已是侗寨里的超高龄“剩女”。儿时的歌伴，早已为人父母。行歌坐月
的歌堂，也没有了她的位置。再也没有月下歌堂里的幽怨婉转，藏好那皱巴巴的歌本，三龙最优秀的
歌手，不情不愿地嫁给了她的远房表哥。

Page 9



《地道风物004·黔东南》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