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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山瑶的乡源》

前言

　　改革开放30年，让中国崛起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相对于经济的一路破冰，中国的文化产业却
没有取得与之相适应的地位。于是，“释放中国文化能量，提升文化软实力”成为越来越迫切的“中
国表达”。与之呼应，党的十七大提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号召。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首
次明确把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并作为重要任务提出来，对文化实力的渴求逐渐转化成一个国家的文化
自觉。而我们的民族文化正是在这个宏大的背景下，找到了厚实而肥沃的生长土壤。　　民族文化与
当代都市文化不同，有着特殊的民间表达机制，是真正的大众文化。2008年11月8日至9日，由中国民
族学会、广东民族研究学会、中共乳源瑶族自治县委、乳源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世界勉瑶
文化学术研讨会，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民族文化在基层的生存状况及其生命力与凝聚力。　　著名社会
学家费孝通先生曾指出：“目前世界人类研究的两个民族热点，其中就有瑶族。”瑶族作为我国历史
上迁徙最多的少数民族之一，其文化充满了传奇色彩。以乳源瑶族自治县为主要聚散地的过山瑶（勉
瑶），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支。　　历史上，对瑶族文化的学术研究活动并不少见，但这次以勉
瑶文化作为专题进行研讨，在世界性或是国内的瑶族研究学术活动中，却是首次。这为瑶族研究开展
支系专题开了先河，开拓了新的思路，树立了新的范例。令人欣慰的是，这次研讨会，汇集了来自北
京、广西、云南、湖南、广东等地高等院校、民族研究机关、民族研究学会的专家、教授、学者，来
自民族宗教工作部门的各级领导以及来自美国、法国、越南、老挝的瑶族同胞共60人，显示出瑶族文
化的强大号召力和凝聚力。而这次研讨会所留下来的学术研究成果，更是让人耳目一新。　　这次研
讨会共收到论文29篇，其中关于瑶族迁徙、分布的10篇，关于瑶族传统文化的10篇，关于瑶族语言和
瑶文的2篇，关于瑶族历史文化经济社会宣传的7篇。论文作者经过田野调查和考证，从不同的角度，
对勉瑶的分布、迁徙、传统文化、语言、扩大媒体宣传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论述，言之有据、言之有
理，有独到的见解。特别是美国瑶族联合会主席赵富明先生、越南民族委员会民族政策司前任副司长
赵妹师女士，分别介绍了现在居住美国、越南的瑶族同胞的情况，使我们对海外瑶族同胞有了更多的
了解，他们还对今后勉瑶文化的研究和交流合作提出了新的建议。这些成果，必将成为瑶族文化深入
研究的有力佐证。　　从经书、过山榜、歌谣综合来看，可以说，乳源是操勉语过山瑶迁徙史上的一
个重要故地。是操勉语过山瑶摆脱灾难，获得重生，得以生存发展的“福地”。海内外许多操勉语过
山瑶同乳源过山瑶在亲缘上有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按美国瑶族赵富明先生的说法，乳源是他们的根
，他们是从这树根长出来的枝叶。这也让这次研讨会在乳源的召开具备了特殊的意义。研讨会召开期
间，恰逢乳源瑶族自治县成立45周年县庆，这个地处粤北山区的少数民族贫困县的快速发展，成为操
勉语过山瑶文化最鲜活、最坚实的注脚。　　是为序。　　　　　　2009年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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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过山瑶的乡源:世界勉瑶(过山瑶)文化学术研讨会文集》内容简介：2008年11月8日至9日，由中国民
族学会、广东民族研究学会、中共乳源瑶族自治县委、乳源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联合举办了世界勉瑶
文化学术研讨会，《过山瑶的乡源:世界勉瑶(过山瑶)文化学术研讨会文集》收录了讲话及论文33篇，
全面反映了对以乳源瑶族自治县为主要聚散地的过山瑶（勉瑶）的最新学术研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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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定居乳源的瑶族，分布在必背、游溪、柳坑、东坪相联的崇山峻岭之中，形成了较为稳固的瑶族
聚居地，面积约500平方公里。少部分瑶民在龙南海岱、兰厂、方武，侯公度大东山、坳头与汉族杂居
。　　乳源瑶族的分布格局，直至20世纪90年代才发生较大的变化。1992年，乳源启动了瑶族贫困人
口迁移工程，从县委办公室、农村部、山区办、县民委等单位抽调人员，组成专门工作班子，规划选
点、协调、筹集资金，组织瑶民往汉区迁移。1993—1998年从瑶区迁移了1972户、8855人到汉区落户。
在迁入地建立了移民村，办理了户口迁移，成为迁入地的正式村民，瑶民从原来在瑶山聚居，迁移到
汉区，与汉族村民杂居，由此改变了历史形成的县境瑶族分布格局，同时使瑶民的经济文化生活发生
了重大变化，并且将对促进瑶汉族团结协作，融合民族关系，缩小发展差距，建设和谐社会，产生深
远重大的影响。　　乳源组织瑶民向汉区迁移，采取了以下几种方式：　　一是为零星分散到汉区落
户的瑶胞办理户口迁移。汉区部分农民弃田经商或外出打工，将农田弃耕丢荒，瑶胞托汉区的亲朋好
友牵线搭桥，到汉区承包耕种弃田，政府给予支持，办理了户口迁移。这些多数是一两户或三几户分
散到汉区行政村落户的，不属由政府统一规划的集中迁移。有一户办一户，有两户办两户。　　二是
将原来的调耕点改为定居点。乳源瑶胞在汉区的调耕点星罗棋布，而且由来已久。新中国成立前，不
少瑶胞到汉区租种水田，在田边搭简易的“田寮”供播种、插秧、耘田、收割几个耕作季节临时住宿
，平时回瑶山定居点居住。收割稻谷晒干后，除去交租，也挑回瑶山吃用。这种生产方式瑶族称为“
调耕”，实际上这也是瑶族游耕的一种方式。这种调耕点，如果租佃关系稳定，可保持较长时间不变
；若一旦发生纠纷，就解除租佃关系，瑶胞又去另租田耕，调耕点也随之变动。新中国成立初期，汉
区进行土地改革，没有将汉人租给瑶胞的水田收回重新分配给汉区农户，而是划给了瑶胞，谁租谁种
谁所有，调耕点便固定下来了，成了瑶族在汉区的插花田。1956年农业合作化，这些水田为瑶区社队
集体所有，由生产队集体经营，调耕点从原来的私人调耕变为集体调耕。实行农村土地承包制以后，
这些水田又由生产队集体经营转为农户承包经营，集体调耕，又转为以户为单位调耕。长期以来，土
地所有权的变更，农村管理体制的变更，经济体制的改革，都没有改变调耕点的性质，如原一六的塘
土岭、坑口、腊溪、水源宫、东冲角，桂头的上坳、下坳、莲塘边、担干岭，乳城镇的斜岭、东下山
等，都是瑶民在汉区的调耕点。1993—1994年，乳源在规划瑶族迁移点时，将调耕点改为定居点，原
调耕点的瑶族农户办理了户口迁移，连同土地划为当地汉区乡镇行政村管理。户数多、人口多、土地
连片集中的，独立组成行政村，不能独立组成行政村的，并入就近的汉族行政村。　　三是重新规划
迁移点。乳源从1993年开始，在一六下塘坝、新村、大坪、高园、生煲厂、横冲、简屋、赖星、附城
腊岭脚、黄楼、岭头、候公渡深庄、磨刀坑、白石下、黄屋、山下村、东吴、友武、桂头凰村等地新
建瑶族移民村。　　四是与周边县联系挂钩，建立瑶族迁移点。乳源与周边的乐昌、曲江等县联系挂
钩，取得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在曲江县的马坝朱屋、重阳万候、暖水、乌江、陀村（现属韶关市武江
区），乐昌县（现为乐昌市）的长末井塘背、河南西安塘等地迁入瑶民166户、860人。　　乳源瑶族
自治县组织瑶族向汉区迁移，工作难度比较大，要解决住房和公共设施，最主要的是要解决土地问题
。土地是迁移瑶族赖以生存的根基。乳源解决瑶族移民耕地问题的办法，一是将汉区行政村集体所有
的耕地划拨一部分分给瑶族移民经营，政府给汉族村一定的土地补偿费；二是由瑶、汉族农户自找门
路，自行协商，承包汉族农户转让的土地；三是开垦荒地。汉区划给瑶族移民经营的耕地虽然有些是
耕作条件较差、产量较低的沙质田、烂湴田、山坑田，但经过农田建设改造，可以逐步改善耕作条件
，提高产量，得到比瑶山山坡地高得多的收成，起码可以解决温饱问题。尽管条件不是十分优越，瑶
族还是愿意迁移，搬迁以后也比较稳定。瑶族迁移到汉区落户，政府部门做了大量的协调工作，得到
迁入地的汉族干部群众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　　乳源瑶族迁移到汉区的移民村，经过十多年的经
营，生产、生活、教育、卫生、交通、通信各方面条件都大为改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迁移初
期，移民居住的是临时搭建的简易住房，现在已经全部住进了新建的永久性住房，大部分是砖瓦房，
部分是混凝土、红砖结构房，他们称“奔康房”，还有小部分是泥砖房。移民的家庭收入明显提高。
小孩就近人读汉区中小学，受教育条件比在瑶山原居住地要好得多。集市贸易、交通、通信比在瑶山
更为便捷。因此，瑶民在汉区迁建的居住地非常稳定，安居乐业，至今无一户移民回迁瑶山原居住地
。　　乳源瑶族自治县自1993年瑶族贫困人口迁移工程启动以来。已投入资金2000多万元，用于移民
村建房补贴，道路修建，供电线路架设，饮用水工程，以及其他配套工程。　　乳源瑶族向汉区迁移
，主要是将那些生产条件实在太差，交通极为困难，生活贫困的瑶民迁移下山，迁移人口约占全县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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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总人口的40％，大部分瑶民仍然山居，在山区谋生。瑶山根本不可能搬迁一空。因此，山居瑶民的
民生，还要引起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要在资金投放、项目规划、技术指导、技能培训等
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扶持瑶区合理开发利用山地资源，充分发挥瑶区在水资源、森林资源、矿
产资源、野生动植物资源以及民族旅游资源等方面的资源优势，综合发展山区经济，多管齐下，帮助
广大瑶民富裕起来。

Page 6



《过山瑶的乡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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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