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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族村落家族文化》

内容概要

　　《水族村落家族文化》有“三个脱颖而出”，一是在社科课题中这样的选题，时下别说在黔南，
就是在贵州境内也还未有这方面的研究。课题主持人独辟蹊径，别开生面，是脱颖而出；二是课题扣
紧时代脉搏，顺应潮流，当今的中国正在发生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革，现代化为乡土文明注入了生
机和活力，沉寂凝重的乡土文明正在不断地嬗变，但民族地区乡土社会的创造性变革绝非易事，更不
可能一蹴而就，通向理想彼岸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深入乡土研究，找出规律，提出有效治理办法。《
水族村落家族文化》选题自觉承担这一历史命题，是脱颖而出；三是课题主持人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去
研究水族村落家族文化的，其理论构架的逻辑性和系统性是严谨而又完整的，这也是脱颖而出。　　
《水族村落家族文化》筚路蓝缕，功在开掘。第一次向人们较为全面地传达了水族自称“睢”是由于
睢水是水族古代文明的发祥地而得名的认识。毫无疑问，作者这一开掘之举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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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从传统走向现代化问题的有益探索——写在《水族村落家族文化》出版之际导论：对水族村落家族
文化研究框架的思考第一节 水族村落家族文化研究的动因及其现实意义第二节 水族村落家族文化研
究的对象和内容第三节 研究方法论和研究方法上编：理论综合归纳部分第一章 以文化视野对水族源
流问题的新探索第一节 水族自称“睢”（ sui）的文化底蕴第二节 水族流徙演化的全过程第三节 水族
“源”与“流”的关系辨析第二章 现代水族的聚落生境和文化生态述要第一节 关于民族聚落生境的
理论构架与方法论第二节 定居后水族人口分布与聚落形态第三节 水族聚居区的生产文化类型第四节 
水族的语言、服饰与节日文化生态第三章 水书及其在水族现实生活中的作用第一节 水书中的文字符
号第二节 水书中的天文历法第三节 水书中的原始宗教信仰第四章 水族村落家族的历史形成与习俗惯
制第一节 村落家族的概念与水族村落家族的历史形成第二节 村落家族的内部构造极其相互制约机制
第三节 村落家族文化认同的形成与习俗惯制第五章 家庭／家族：亲人的核心集团第一节 家庭·故土
：人生旅途的停泊港湾第二节 家庭的类型与嬗变第三节 家庭／家族关系与称谓第四节 亲人网络里的
文化认同第五节 家庭的内政与风俗第六章 水族村落家族文化的结构、基质与功能第一节 村落家族的
基本结构第二节 村落家族文化的基本特质第三节 村落家族文化的历史功能第七章 水族村落家族文化
的历史性变革第一节 暴风雨般的社会变革第二节 社会政治体制的渗透第三节 村落家族结构权威基础
的消解第四节 新文化大众传媒的浸润第五节 传统村落家族结构的新陈代谢第六节 村落家族成员人格
的转换第八章 水族村落家族文化未来适应性的选择第一节 大趋势：村落家族文化的革故鼎新第二节 
相伴相行：村落家族文化随社会的转型而转化第三节 欲皱还休：村落家族文化在转化中的复合第四节
山重水复：村落家族文化在转化中的潜流第五节 二律背反：谨防村落家族文化在社会转型中的扩散第
六节 现实呼唤新的稳定机制：新的社会体制选择势在必行第七节 抑弊扬利：充分发挥村落家族文化
以伦理学方式协调社会秩序的潜能下编：村落家族文化个案调查案例一：受汉文化滋润的梅山村——
梅山村社会调查案例二：风水应合、钟灵毓秀的塘党村——塘党村社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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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水历》至今虽仍是水族农事活动的依据，但同时在水族的农事活动中，农历的二十四个节气也
为水族人民所接受，成为水族民间从事农活的主要依据。二十四个节气歌诀“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
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大小寒”在水族民间也颇为流传。　　经过水族人民的长期
观察，发现端节亥日的天气情况与来年的农业生产有着密切的关系，并总结出这样的农谚：“水东拉
佑端节亥日雨，有撒秧水；廷牌端节亥日雨，有栽秧水；三洞中和端节亥日雨，有薅秧水；兰岭古城
水昂石家端节亥日雨烂谷草、烂冬。”据此预测第二年的晴雨气候，安排农事生产。　　前面说了，
水族先民最初观察天文，认识和了解星体及其变化规律只是为了探求天体运行的规律，把握星位的变
化与气象的关系，以利农耕。后来，人们才有意识地将星象运行变化同人事联系起来，从人事想象天
体，反过来又用天象观照人世，于是水书遂成了利用星象变化占验人事吉凶的一种术数。　　古代的
星占术常常涉及七曜、五纬、四象、二十八宿等这些天文知识。七曜亦称七政，是太阳、月亮以及金
、木、水、火、土五个星体的合称。五纬即金木水火土五星。它们分布在天间的东、南、西、北、中
五个方位。东方木星，亦称岁星；西方金星，又称太白；南方火星；又称荧惑；北方水星，又称辰星
；中央土星，又称镇星。五星皆是行星，自右而左旋转，故称为五纬。古代占星家认为五星中的木星
（岁星）是吉星，当它运行到某个星区，地面上与之相对的州国县郡城邑和乡野就会五谷丰登，丁口
兴旺，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火星（荧惑）则是灾星，当经运行到某个星区，与之相对应的州国地域
就要发生天灾人祸等非人力所能抗拒的灾难。　　古人观测日（古人视太阳为行星）、月以及五星的
运行是以恒星为参照的。经过长期的观测，他们选择了黄道附近的二十八宿作为参照。所谓二十八宿
，是古人最初为比较日月五星的运动而选择的二十八个星宿，作为观测时的标志。“宿”有停留的意
思。二十八个宿名称分别叫角、亢、氐、房、记、尾、箕、斗、牛（牵牛）、女（须女或婺女）、虚
、危、室（营室）、壁（东壁）、奎、娄、胃、昴、毕、嘴（嘴角思）、参、井（东井）、鬼（舆魁
）、柳、星（七星）、张、翼、轸等。二十八宿分处东南西北四个星区，每一方都是七个星宿，构成
不同的形状，古人把这些形状想象为祥瑞动物；东方苍龙、西方白虎，北方玄武（龟蛇），南方朱雀
。东方（苍龙）七星包括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玄武）七星包括斗、牛、女、虚、危
、室、壁；西方（白虎）七星包括奎、娄、胃、昴、毕、嘴、参；南方（朱雀）包括井、鬼、柳、星
、张、翼、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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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个与时俱进的乡土支明视盘，一项从传统走向现代化问题的有益探索。一部着力进水族乡村社
会切实转入科学发展轨道的学术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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