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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裙苗 短裙苗》

内容概要

《长裙苗短裙苗》是我的人类学田野笔记系列中的一部作品，也是《雷公山下的苗家》的续篇。“长
裙苗”、“短裙苗”的称谓来源于当代民间俗称，其中”短裙苗”的称谓最早见于清代嘉庆年间的一
部重要的民族学文献——《八十二种苗图并说》（俗称《百苗图》）。该书只记录了”短裙苗”的称
谓，而没有”长裙苗”的记录和描述。可见“长裙苗”是相对于“短裙苗”而言的一个派生的概念。
作者试图借用这样的一个称谓来作书名，并借以概括雷山县境内的主体民族苗族在服饰上的两个显著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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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裙苗 短裙苗》

章节摘录

　　春　　2月5日　晴　星期一　丹江　苗都　　大地春回，万象更新。　　我又走在雷（山）榕（
江）公路上了。和以往一样，我先是到了榕江，把孩子和她母亲安顿好之后，再往雷山去的。此前我
们从湘潭出发，过怀化，经天柱、锦屏、黎平、榕江，最后到达雷山。　　我在天柱老家住了两夜，
因为好不容易回家一趟，家人都热切期望我们多住些时日，母亲也几乎生着气说：“才来就走，难道
这个家就住不惯了？”我明白母亲的心思，也感觉十分愧疚。虽然流行的歌词里天天唱着要“常回家
看看”，但实际上各人都为着一份属于自己的生活而奔忙，回家的机会还是很少的。我心里何尝不想
在老家多陪母亲住些日子？但因惦记着雷山那边还有事情要做，就实在不敢再逗留下去。家人见我执
意要走，都感觉很遗憾，同时也很无奈。母亲留我不住，就退而求其次，希望我还能回来跟家里人过
年。我说，年我也不回来过了，我今年要在雷山乡下过年。一句话堵死了所有的希望之路。母亲这才
彻底死了心，把我们一家送出大路口。　　多少年了，我一直不在家里过年。差不多从上个世纪90年
代起，我就不再把那个年节放在心上了。大多数的年节时间，我几乎都是在边远的黔东南乡村度过的
。在外人看来，我那是为了事业的缘故。其实，只有我自己知道，从根本上讲，我早已没有了什么所
谓的“事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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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裙苗 短裙苗》

精彩短评

1、民科虽然民科，作者自得其high
2、这算是我们去贵州的课题，长裙苗和短裙苗的划分是贵州雷山县特有的苗族划分方式，潘年英先
生的田野调研做的不错，只是文笔欠佳，过于忠实地叙述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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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裙苗 短裙苗》

精彩书评

1、非常平实的语言，流水一般的节奏，就像是普通的日记一般，没有任何华美的修辞和夸张的抒情
，就是今天又去了哪里，谁来接了，拍了什么照片，到谁家吃饭了，又和谁喝酒喝醉了，一个寨子又
一个寨子，没有什么很深刻的学术论据和枯燥的考察渊源，字里行间最多见的就是走路吃饭喝酒睡觉
。可是就是那样鲜活那样生动，耐读而有韵味。知道了很多大山深处的寨子，除了几个开发了旅游，
比较知名的如西江、朗德、小黄、肇兴等，原来黔东南的土地上还藏有那么多朴素而又闪亮的明珠。
突然就很羡慕作者这样的学者身份和田野经历，因为如果只是作为一名游客，永远也不会走得这么深
入，永远也不会“玩”得这么尽兴，也更不会一次又一次的几十年游走不停。作者有一段话让我感触
很深。他说来自城市中的游客偶然的跑到这些偏远的山村来旅游观光，他们的所谓感动充其量也还是
肤浅的，因为他们没有过底层生活的经历，并不了解生活的切肤之痛，他们可能会被一时触动了，但
终归还是要回到城市中去的，之后又会置身于人性奸诈的凶险海洋之中了，那点感动最终会被遗忘或
者掩藏。即使他们本性纯良，即使他们自性觉悟，但始终不可能如一位荒蛮的村民一般如此自然无私
的接待一位远来的陌生人。这，的确是城市人生活的束缚，为此感到惭愧却也无力改变什么。要去黔
东南了，一本很值得提前阅读的书，后面附上的行程设计和一些实用信息也能提供不小的帮助。
2、上海文化出版社的《乡俗中国》系列是我这几年在买、在看的书，无它，至今八次贵州之行早已
使我与贵州结下不解之缘，而该系列中多数是描写贵州少数民族村寨的。潘年英是我所知的比较有名
的一位贵州侗族作家、文化学者，著书颇多，经历也算丰富，当年的《扶贫手记》令他一夜成名，现
在湖南一所大学教书。在《乡俗中国》中，有三本是他的著作，其中《长裙苗  短裙苗》是最新一本
。刚买回来，带到今天下午无聊透顶的会议上解闷，结果看不到十分之一就看不下去了，说句实话，
非常失望。三年多前《乡俗中国》系列出版了他的《黔东南山寨的原始图像》，那时候我几乎一口气
读完，也许是里面描写的“小黄”、“岜沙”让我感到了亲切，而“摆贝”、“银潭”、“巨洞”这
些又让我充满了遐想。随后的《雷公山下的苗寨》已显露流水帐的端倪，但好歹还有些内容，也勉强
可看。这本《长裙苗  短裙苗》就活脱脱一本彻头彻尾的流水帐。里面不再是以村寨为篇章展开论述
，而是另辟蹊径分为春、夏、秋、冬四章。其中“春”占了大部分，写他2007年2月那20多天的所谓“
田野考察”，内容其本上是赶路、吃饭，几句感慨，还有一些琐事，包括汽车爆胎、40G的硬盘如何
不够用等等，喋喋不休，平淡枯涩、言之无物。“冬”那一章里有两篇描写潘年英和几个朋友去石门
坎的经历，号称二十年前就执意想去的地方就这样住了一晚就匆匆离开了。说实话，我去石门坎还要
更早一些，走得也更深入一些，如果他们那也叫田野考察的话，我大慨离人类学者也不远了。书中的
图片也不精美，难道从几十G相片里就只挑出这些吗，而且还有一张重复用了。我并非怀疑潘教授的
水平，他的博客里不乏好文章，两年前那本《在田野中自觉》也相当不错。但《雷公山下的苗寨》与
《长裙苗  短裙苗》这两本“与雷山县人民政府合作撰写的系列人类学田野观察笔记”是否因为带有
政治任务的色彩而最终变成苍白无力，就不得而知了。于是，这些被他称作“人类学田野笔记”的东
西越来越令我觉得有点故弄玄虚，因为驴坛、同行上这类文字简直可以论斤出卖。当年他经典的《木
楼人家》、《故乡信扎》、《伤心篱笆》三部曲也称作“人类学笔记“系列，但今天看到的与之相去
甚远。几年前有篇文章《又见潘年英》里说他用“毕生精力追求的佳作”将是《小黄》，因为这个侗
族大歌的发源地令他倾心，文中还说《小黄》将是潘年英从现实走向成熟的标志性作品。这本书不知
出了没有，看样子还没，我本来是非常期待的，但现在看来情况让人担忧。
3、潘年英是湘潭大学的一位人类学者，《长裙苗 短裙苗》是他在黔东南行走的田野调查笔记汇集成
书。 我浅学陋闻，没怎么读过田野调查，不清楚是不是都是这种日记形式，起初很惊讶于这种流水账
式的表达。可渐渐地，我被这种看似毫无重心，也无学术论点的流水文字吸引了进去，吸引进了雷公
山、清水江、苗家人鲜艳的服饰、纯朴的笑容中去。 作者每到一处，就用镜头捕捉稀世的风景，和苗
家的日常生活：种田、修屋、歌舞、婚丧嫁娶。他还用笔记录走过的每一段路，每一处村寨，每一次
与苗民的交往。无论走到哪里，几乎都能听到不假思索的邀请：“吃过饭没？没有家去吃。”那种久
违的质朴，真的天真。 书末附上了作者为背包客与自驾游分别设计的黔东南旅游线路图。作者长年在
黔东南进行调查与游历，所举的线路在风景观赏与人文价值上都极有可观之处，路线布局紧凑科学，
推荐的食宿既富地方特色又清洁廉宜，可惜要翻开细看才能找到，如果在封面或其它醒目处标示出，
相信能吸引更多驴友和读者翻阅与购买。作者潘年英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p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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