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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宫哲兵：山东蓬莱人，生于1949年10月。1981年于武汉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现为武汉大学人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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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法史研究》、《女书——世界唯一的女性文字》、《女性文字与女性社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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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卷　千家峒运动及其人类学分析　　瑶族是一个世界性的民族，分布在中国、越南、泰国、老
挝、缅甸、美国、另拿大、法国等国家，总共有近300万人口。中国是瑶族的发源地，瑶族人口约230
万，其中最大的一个支系是盘瑶，占中国瑶族人口的83％左右。盘瑶，通俗地说是崇拜盘瓠的瑶族，
在国外的几十万瑶族大部分是盘瑶。从国际上看，盘瑶占全世界瑶族人口的85％以上。本书中所说的
“瑶族”主要是指盘瑶。　　在几乎所有的瑶族居住区，都有千家峒的传说和古歌流传。在瑶族的语
言中，“峒”是指群山环抱之中比较宽阔的平原。顾名思义，千家峒是指居住着一千户或几千户瑶家
的山间小平原。在传说中，千家峒是瑶族的祥地之一，先民们在那里过着幸福的生活。千家峒本来是
个与外界隔绝的桃花源，后来被官府发现，先要强行收租收粮，后又出兵围剿。瑶民被迫逃离千家峒
，从此以后由聚族定居生活变成分散的、与汉人杂居的、不断迁徒的生活。由于岁月的变迁和民族的
迁徒等原因，千家峒的确切地理位置迷失了。但是在他们漫长的漂泊生活中，千家峒的传说越来越神
奇，千家峒的古歌越来越流行。在祭祀和舞蹈活动中，他们总要回顾千家峒的历史，歌颂千家峒的祖
先，把千家峒视为圣地。有些千家峒瑶民的后裔，虽然失去了民族的语言、服鉓和习俗，但他们仍坚
持着对千家峒的圣地崇拜，顽强地认同瑶族。千家峒是瑶族心目中的理想国，那里有大片的土地和富
裕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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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非常不错的田野调查学术专著与人文精神素养之作。
2、很详细地叙述了千家峒对盘瑶的重要性，史料价值很高。
3、了解瑶族的迁移历史，是一直在找寻的资料。
4、本书是有关千家峒问题和瑶族族源问题的一本富于学术价值的著作，它是将西方人类学本土运动
理论运用于中国实际的尝试，也是将历史寻根与现实经济、理论探索与可读性相结合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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