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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营造视野下乡村建设调查报告 

——以湖南省靖州县地笋苗寨为例 
刘金标1  翁  艳2 

（铜仁职业技术学院  贵州铜仁  554300） 

【摘  要】乡村要实现长期永续的经营，必须要源自其自身强大的内生动力方可行稳致远。本文以湖南省靖州县地笋

苗寨发展调查报告为依据，从社区营造的“人”“文”“地”“产”“景”“史”“神”七个角度进行分

析研究，试图总结乡村振兴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为社区的进一步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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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笋苗寨概况 

地笋苗寨位于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地笋村，面积约

174.23 平方公里，平均海拔 431 米，距县城 38 公里，下

辖行政村 8 个，村民小组 46 个，其中苗族、侗族居多。

现有居民 120 户，苗族占 98%左右，是我国苗族五大支系

之一的“花衣苗”聚居区，也是苗族歌鼟的发源地。 

2  社区营造视野下的地笋苗寨 

乡村要实现长期永续的经营，必须要源自其自身强大

的内生动力方可使然。以地笋苗寨为例，从社区营造的

“人”“文”“地”“产”“景”“史”“神”七个角度进行分

析研究，试图总结经验，发现问题，为社区的进一步发展

贡献力量。 
2.1  社区营造中的“人” 
人是文化的主体，文化是人的生存方式，没有人的参

与一切都变得没有意义。地笋苗寨的旅游开发在很大程度

上就是社区领袖，“能人”带动的作用。 
地笋苗寨于 2007 年开始搞旅游，时任村支部书记丁

思干（现在被提干到乡里面做乡人大主任）提出“要想富

先修路”的设想。于是，他先集资修路，当年开始动工，

开发苗寨，主动促使民族文化与旅游开发相吻合，地笋苗

寨的名气与一档亲子类电视节目的拍摄有很大的关系。由

于丁思干被调到乡里面工作，村里面的社区发展工作变得

不再有向心力，各个群体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比如说，

苗寨有十几个老党员，并且都是有一定的能力和文化程度

的，如何振富、丁震林和刘才贵等，他们都可以为社区发

展贡献力量，但由于现在上级参与的过多，致使他们没有

话语表达的平台，在某种意义上，村里面领导成了上级单

位的执行者，主观能动性都谈不上，苗寨修路是上级定的，

村里面的人几乎不知道要做什么，主人翁精神完全没有体

现出来，村民都成了在自己村寨上打工的人，这显然是不

利于社区发展的。 
2.2  社区营造中的“文” 
靖州是苗族歌鼟的故乡，锹里还没有学堂时，苗民无

人识字。生产、生活中记事俱以各种符号或物代替，记歌、

编歌只是靠口头传承。自清嘉庆十二年（1807），锹里有

了第一所学堂，苗族地区开始出现了一批既懂苗歌又识汉

文的苗族文人。这种双重身分促使他们开始采用汉字记载

苗族歌鼟，这样，一卷卷苗族歌鼟手抄本便流传于世，苗

族歌鼟也被推进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鼟”是击鼓的声音，“歌鼟”原来是“多声部苗歌”

的一种，即男女对歌时唱的一类歌曲，而这种歌贯穿于苗

民各种生活场景之中，由此，它成为多声部苗歌的代表，

而后约定俗称，苗民便把“歌鼟”视为多声部苗歌的总称。 
2.3  社区营造中的“地” 
在地笋苗寨看到最多的是树木，稻田环绕，树木满山

几乎成了这边的常态，而靠山吃山、靠树用树，这边的人

们具有很强的地方性知识。在众多的树木中，地笋苗寨的

人对杉树情有独钟。地笋苗寨很多的建筑物都是用杉树建

造的，例如，寨门是杉木的，房子是杉木的、风雨桥是杉

木的、凉亭是杉木的、池塘边的围栏是杉木的，每家每户

的柴房里面也是各种各样的杉木制品。 
2.4  社区营造中的“产” 
锹里苗族主要食用大米、小米、玉米等。传统苗区耕

作方式较为粗放，粮食产量相对较低，常常辅以薯类等杂

粮。荒年，还需上山挖蕨根加工成“芒粑”充饥。苗家一

般都还习惯于腌制一些农产品，同时，把旺季吃不完的菜

加工为干菜，以备淡季食用，如大菜、蕨菜、笋子等。尤

以干笋子掺肉炒食，更美味可口。每到冬天苗民便把猪肉、

牛肉、羊肉以及猎获的兽肉，切成 1—2 公斤块状，拌以

食盐和佐料，沤几天后挂到火坑上炕成香味扑鼻的腊肉，

它是苗家过节和待客之佳肴。在苗族聚居的山区，主要以

茶油、核桃油为主要食用油，并杂以菜油、猪油等。 
2.5  社区营造中的“景” 
地笋苗寨是一个美丽的地方，稻田环绕，群山拥抱，

一条小河从苗寨流过，小河上有风雨桥三架，坐在花桥上，

清风徐来，俨然是人生难得的一种享受。在地笋苗寨有三

个风雨桥、三个凉亭、一个鼓楼、另外有一个茶棚。在调

查的这半个月的时间里，只要你走到风雨桥上，几乎都有

人在那里乘凉，炎炎夏日，自己屋子里很热，但是风雨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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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不热，在家里聊天可能会打扰到家里面的其他成员，而

到风雨桥上就不会，在很大程度上，风雨桥成为苗寨人民

情感沟通和信息交流的主要场所，大家在风雨桥上谈笑风

生、谈天说地、谈古论今。三个花桥也各有分工，第一个

寨门的位置几乎每天都有唱拦门酒的工作人员在那里接

待客人，第二个和第三个主要是村寨上来生活所用。茶棚，

是苗寨男女青年友谊的桥梁；鼓楼，苗乡标志性的建筑，

是苗族村寨中心的公共建筑，是一个民族和村寨的象征， 
2.6  社区营造中的“史” 
地笋苗寨最早来的姓氏为吴姓，吴姓在这边住了已经

近五六百年（二三十代）的历史，之后是丁姓、何姓以及

其他姓氏的迁入。其中刘姓为最晚迁入的姓氏。 
最早来到这个地方的人住在村子对面的山上，是没有

水田的，只能打山，在山上种包谷之类的，后面因为国家

混乱，会有强盗出发，于是寨老就请他们到寨子上来住，

强盗就不敢进来了，何姓住的地方是钟灵山，曾经在那边

修了一个庵堂。这边的山都是九龙山和钟灵山的山脉。吴

姓从远口搬过来已经经历了二三十代人了。 
刘姓差不多在 1948 年来到寨子上做长工，和现在打

工基本上是一个性质的，这里人的流动性一直都是比较大

的，很少有人群世世代代都在一个地方生活。所有人都是

从外面迁进来的，所以不要乱说话，不要因为别人新来就

说别人，因为别人来的晚就骂别人，因为大家都是从其他

的地方迁过来。 
2.7  社区营造中的“神” 
苗族认为万物皆有神性、万物皆有灵，锹里苗族受外

来文化影响较小，不专信什么教，主要在原始“万物有灵”

的宗教信仰影响下，产生了对大自然的崇拜、特别是信神

信鬼。“土地庙”“山神庙”“树神庙”随处可见，善有善

报、恶有恶报，对因果报应深信不疑。 

3  对地笋苗寨社区发展状况的反思 

3.1  达成共识、凝聚力量、提高居民参与程度 
地笋苗寨旅游开发的主要发起人之一是原地笋村党

总支书记丁思干（现任三锹乡人大主任），在 2007 年前后

就陆续的动用各种资源修路、修鼓楼、修风雨桥，用各种

方式促使旅游开发的顺利进行，但与此同时，存在的问题

是蛋糕的分配不均，从旅游开始就存在有的快、有的慢、

有的得、有的不得的问题，据调查，其他小组的村民对苗

寨旅游开发有颇多言词，因为苗寨的开发不会给他们的生

活带来任何的改变，而且在某些项目的运作过程中，侵害

了其他组的利益。一组和二组之间，村民和村民之间也存

在不同程度意见相左的情况，如何再次统筹大家、合理引

领大家共聚合力显得尤为重要，当然这种种问题与旅游开

发刚开始进行还不是很成熟有关，随着开发的深入和经济

的不断提高，相信会有某种程度上的改善。 
3.2  注重旅游产品的开发与发挥文化自觉 
想要将地笋苗寨打造成“一村一品”的旅游产品，

让自己的文化更有魅力，除了无形的文化，有形的产品

也是必不可少的。旅游产品的开发也是社区发展的当务

之急，走进地笋苗寨的确可以欣赏到比较优美的自然风

光，鼓楼耸立，小河流淌，风雨桥上好乘凉，杉树竹林

山上坐，风吹稻花香，但除了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之外

我们很少看到其他的旅游产品，如小的纪念品、小的生

意、手工制品等，这样就使得游客除了吃顿饭，什么东

西都没有带走。 
3.3  留住本寨人，吸引外来商。 
人口老龄化、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现象在地笋苗寨同

样比较明显，由于旅游开发还在进行当中，游客接待的稳

定性较差，目前而言，仅仅依靠旅游来养家糊口显得不那

么现实。外出打工者居多，“抱着金碗要饭”在很大程度

上是因为开发的力度不够，并且没有从实质上发挥老百姓

的主观能动性。同时，仅仅依靠本村寨的人员，力量毕竟

有限，并且本村寨的人员文化程度相对较低，视野与知识

储备相对滞后，所以要吸引外来的人员到苗寨搞建设，不

管是让本地人给外地人打工亦或是外地人给本地打工则

显得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让本村的人都过上较好的生

活，底线就是本寨的人可以在家里面发家致富，而不再需

要跑到广东、浙江等地去打工。 

4  结语 

地笋苗寨自然风光秀丽、人文景观优美，物产丰富，

民风淳朴，就三锹乡而言，其发展程度相对于周边的其他

村组来说是比较先进的，然而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同样也

看到种种的问题，问题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没有

从自身文化中的“人”“文”“地”“产”“景”“史”“神”

七个方面进行深入地挖掘，事实表明其开发和发展还需要

更多方面的人员参与其中、共同努力，将地笋苗寨的社区

营造一直经营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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