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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族“坐歌堂”的结构与功能》

前言

　　在《瑶族通史》出版的同时，由广西民族学院组织编写的‘‘瑶族丛书”正式与读者见面了。《
瑶族通史》和“瑶学丛书’’的编纂出版，是瑶族历史文化研究的又一新成果，是海内外瑶族同胞的
一件大喜事’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举措，也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增添了光彩，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瑶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瑶族人
民与兄弟民族一起共同缔造了伟大的祖国，还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和聪明的智慧，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
族文化，为人类文化宝库增添了珍贵的遗产。从1998年以来，我们酝酿并着手编写《瑶族通史》，就
是为了抢救瑶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使其得以发扬光大。经过四年多的努力，本稿终于编写完成并出版
，这是瑶族研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果。那么，《瑶族通史》已经出版了，怎么还要编纂出版“瑶学
丛书”呢？应该说，编纂出版“瑶学丛书”，早在编写《瑶族通史》的时候就提出来了，只因当时考
虑资金、人力等方面的原因，此事就搁下了。因此，编写丛书绝不是凭主观愿望或一时感情的冲动’
而是综合考虑了方方面面的情况，根据瑶族研究的状况以及需要和可能而提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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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族“坐歌堂”的结构与功能》

内容概要

《瑶族“坐歌堂”的结构与功能》介绍了：居住于狮槽源的赵姓同样也与赵金龙起义事件有着密切的
关联。不过，与王瓜源的盘姓一支和独沙源的赵姓一支在起义前已经居住在当地不同，狮槽源的赵姓
原先是生活在新田、祁阳地界，参加起义失败后才来到狮槽源。狮槽源的开基祖公是赵开用。道光十
二年（1832），赵金龙所率义军在洋泉镇全军覆没。传说赵开用一族人仅他一人逃出，来到狮槽源砍
山种土，遂繁衍绵续下今天的这一支赵姓瑶人。从赵开用算起，至今已有开、门、生、天、子、金、
文、永、远、春共十代人。
在这支赵姓瑶人中，广泛地流传着一个叫做“蚱蚂弹琴”的传说。据赵文良老人说，在很早以前，有
赵法良、赵法相两兄弟到一处山林打野猪。哥哥赵法良从一边赶山过来，弟弟赵法相在另一边等候猎
物。弟弟等着等着就有些犯困了，昏昏欲睡的时候听见耳边有弹琴的声音，做梦一般，很热闹，醒来
一看，什么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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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通婚
一、族內婚传统及其式微
二、聚落模式与婚域
三、婚姻落户方式
四、父母、媒人在通婚中的角色
五、冈介的言情性质：现实与象征的层面
第三节 冈介与庆神还愿
一、还盘王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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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其实，大家集体祭扫的究竟是不是赵福才妻子的墓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人们的行为本身已经成为
一种基本的真实，成为一种仪式化的象征，默默而毅然地展示着后人对祖先的那一份特殊的认知、敬
意和独有的感情。至于独沙源的赵姓来自何处，我没有做较为详细的调查，据说也是从新田迁过来的
。　　居住于狮槽源的赵姓同样也与赵金龙起义事件有着密切的关联。不过，与王瓜源的盘姓一支和
独沙源的赵姓一支在起义前已经居住在当地不同，狮槽源的赵姓原先是生活在新田、祁阳地界，参加
起义失败后才来到狮槽源。狮槽源的开基祖公是赵开用。道光十二年（1832），赵金龙所率义军在洋
泉镇全军覆没。传说赵开用一族人仅他一人逃出，来到狮槽源砍山种土，遂繁衍绵续下今天的这一支
赵姓瑶人。从赵开用算起，至今已有开、门、生、天、子、金、文、永、远、春共十代人。　　在这
支赵姓瑶人中，广泛地流传着一个叫做“蚱蚂弹琴”的传说。据赵文良老人说，在很早以前，有赵法
良、赵法相两兄弟到一处山林打野猪。哥哥赵法良从一边赶山过来，弟弟赵法相在另一边等候猎物。
弟弟等着等着就有些犯困了，昏昏欲睡的时候听见耳边有弹琴的声音，做梦一般，很热闹，醒来一看
，什么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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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身在其中不知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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