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建所50周年论文选薄�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建所50周年论文选编》

13位ISBN编号：9787541218491

10位ISBN编号：7541218499

出版时间：2010-12-01

出版社：贵州民族出版社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建所50周年论文选薄�

内容概要

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建所50周年论文选编：民族学与民族文化，ISBN：9787541218491，作者：贵州省民
族研究所 编

Page 2



《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建所50周年论文选薄�

书籍目录

民族学在贵州的发展历程及展望贵州民族习俗文化研究评述贵州民族调查与苗族研究“六山六水”民
族调查与侗族研究“六山六水”民族调查与贵州彝学研究苗族的“苗”字来源及其许多自称的含义从
“血亲行刑”、“玷刀银”看百越民族社会的发展及其特点从彝文古籍看彝族远古社会台江苗族支系
及其文化特征彝族家族组织概述中国苗族亲子连名制初探侗族亲从嗣名制研究荔波瑶麓乡瑶族亲族制
度考察苗族服饰分类浅谈苗族服饰图纹类型、艺术特点及其美学价值黔西南苗族服饰文化概论清中叶
以后布依族服饰的演变及其原因 黔西北彝族服饰及其图纹美学试析 集约农耕——中国文化赖以发展
之基础贵州经济文化类型的划分及其特点 试论贵州农耕文化可持续发展问题“山地耕牧型”文化的特
点及其耕作技术体系——以威宁县雪山镇栽树村为研究个案　“饭稻羹鱼”——水族传统农耕文化的
主题中日干栏式建筑的同源关系初探侗寨鼓楼研究韭菜坪彝族传统民居初探和合发展的贵州制度文化
苗族古代社会的氏族制和“议榔”制贵州苗族理词的习惯法效力探析侗款乡规及其演变——对侗族社
会组织形式、功能及其演变的探讨彝族呗勒大宗初探社会变迁、基督教与中国苗族知识分子——苗族
学者杨汉先传略　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对我国西南民族的调查研究　浅谈西南少数民族传统医药贵州少
数民族传统诊疗方法试探——以苗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水族、瑶族为例彝族古代女土官的社
会性别角色仡佬族妇女解放问题初探 入神通婚：以彝族叙事诗《嫩妮和阿珠》和《竹仙》为个案从《
开亲歌》看苗族古代婚姻的变革传统生态维护：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基础——以都柳江流域为研究个
案 秃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象征——贵州省雷山县格头村苗族保护秃杉、实现和谐共生的生态文化
调查土家族传统生态理念初探浅谈贵州喀斯特石漠化地区苗族传统植树技能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综
论从节日文化变迁看苗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以王卡杀鱼节为例 可乐套头葬俗与南夷原始信仰
试析夜郎青铜立虎与崇虎信仰试析　试论苗族鼓社的社会作用　试探“萨岁”神坛源流布依族、傣族
祭祀“社”神剖析道真县悬棺、岩棺、大石板墓葬族属问题探讨向星墓葬与彝族古代社会文化略论土
家族的敬白虎与赶白虎生态博物馆社区民族文化的保护研究——以贵州生态博物馆群为个案 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在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系统与整体——旅游开发中民族文化保护的生态理念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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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上述可知，黔西南苗族服饰的确多式多样，五彩纷呈。其审美情趣各支系也迥然有异，各具一
格。这是服饰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上面我们谈及黔西南苗族服饰多姿多彩皆因各支系各自继承了自
己的传统文化所致，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各支系苗族迁徙到黔西南后，因其经济文化发展不平
衡，呈现出不同的款式风貌。此外也还有其他原因，其服饰又发生了较大变化：　　第一，由于长期
迁徙分散互不往来的结果。本来同操一个次方言、原是一个支系的苗族，迁到黔西南后，各散一地，
交通不便，互不往来，于是形成两个或三个支系。如兴义市境所谓的“红苗”、“汉苗”、“白苗”
都系操川黔滇次方言第一土语，然而其头饰、服饰与裙饰各有不同，因而出现了自称、他称不同的情
况。　　第二，苗族历史是一部迁徙史、苦难史，同时也是一部反压迫剥削的斗争史。在历史的长河
中，苗族人民为了生存、繁衍，就得靠群体的力量，从而加强了血缘亲族的内聚力，但同时也产生了
排他性，加之过去苗族长期处于封闭的文化环境里，使古老的文化得以完整地保存，但另一方面，随
着时代的发展，不可避免也渗透一些新（外来）文化。这样，传统文化与新的文化互相结合，使苗族
服饰更加丰富多彩。　　第三，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借鉴。苗族多种装束的形成不仅有传承性，而且
还有借鉴性。一般服饰的存在、发展及其广泛应用，是与其民族人口、地位、文化综合发展有极大关
系的。人口少，自身服饰随着时代的发展难以坚持下去，于是，一则为了审美的需要就必然要借用其
他民族的服饰；二则被其他民族服饰所同化，这就是所谓“入乡随俗”。例如他称“红苗”的这支苗
族，他们由松桃迁来定居已有160多年历史，但目前人口仅300多人，又多与布依、汉族杂居，故其服
饰基本已布依化或汉化。又如操紫云土语的苗族，迁来定居时间最长（约已十几代人）但也因多分散
杂居，故其服饰与“白苗”、“红苗”等支系大同小异。类似情况，不胜枚举。这是杂居相处，文化
互相交流、借鉴的必然结果。　　即使比较聚族而居的苗族支系，相对而言其服饰文化比较稳定，但
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其装束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如操黔东方言的苗族，大家认为仍是保持
着黔东南黄平一带的古老装束，然而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除头饰外，其衣其裙已有了较大的
简化，特别是年轻妇女，她们在平时，上身穿的是的确良或蓝色布料做成的左右社交叉的和服衬衣，
极少绣有花纹；下身多穿长裤，足登皮鞋。男青年则更加时髦了，穿的多是从市场买来的中山服，有
的甚至穿起西装皮鞋，昔日那些土布短衣、麻耳草鞋之类早已不复见了，由此可以见其变化之一斑。
这些变化是来自于观念的更新，观念的更新又是由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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