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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江千户苗寨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陈晶悦 

（沈阳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 

 
西江千户苗寨是历史上苗族同胞第三次大迁徙的主要聚集

地，至今已经有超过百年的历史，同时雷山县也是全国苗族文化
的"中心地带"。苗寨的民俗节庆、手工技艺、传统音乐和苗族刺
绣等非物质物质文化遗产仍保留着原汁原味的民族特色，其中传
统民俗文化炫丽多彩、民族文化遗产也极其丰富。西江千户苗寨
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遣产有 7 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遣产名有
16 项，这些传统非遗昭示着当地苗族人民长期以来对世界、生
活和生命的认知，更是苗族先民智慧的结晶。 

一、民俗节庆类 
任何一个超过百年的人类聚集地其传统的民俗节庆在其生

活当中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这些传统的习俗节庆代表的
是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一种族群认同。只有在信仰、习
俗和文化相同的情况之下才可能出现，传承的时间越长越是说明
了其重要性。西江千户苗寨也不例外，作为全国仅有的"天下第
一大苗寨"，全年之中几乎各种民俗节庆、活动连续不断，并且
大多数的传统民俗节庆都与祭祀以及当地苗民的信仰有关。由于
几千来苗族人民一直坚持自然、图腾、先祖的崇拜的宗教信仰，
苗族同胞一直对一些巨大的或者外表比较奇特的自然物会产生
崇拜道理，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神灵之物，常年进行酒肉祭拜。还
会将一些年份长久、枝繁叶茂比较高大的树木当做庇护村寨的"
树神"，通过对其祷告来保佑家中小孩、老人身体健康，家庭幸
福。 

在苗寨众多的传统民俗节庆之中，"鼓藏节"、吃新节、苗年、
召龙、扫寨最为有代表性。由于苗民的族群认同性非常强，因此
大多数的民俗节庆是同宗族或者血缘关系为单位来举行的。所以
这些传统的民俗节庆几千年来无论是王朝的更改、文明的进步还
是环境的改变都不曾动摇当地苗民将它们传承、延续的决心。每
当西江苗寨传统民俗节庆来临之时，全寨苗族同胞都会载歌载
舞、大碗喝酒大口吃肉，这也是当地苗民几千年以来传承下来的
风俗习惯。 

二、传统技艺类 
西江千户苗寨至今己有超过百年的历史，一直以来当地苗族

同胞都较好的保存了从先人匠师传承来的传统工艺。如:传统的
苗绣、西江吊脚楼的建造工艺、苗族银饰的锻造工艺、特有乐器
芦笔的制作工艺以及传统的苗族医药等。 

他们穿的衣服无论是平时的生活装还是节日庆典时穿的盛
装，服饰上面的刺绣全是由家庭中自己的长辈一针一线刺绣而
得。而苗绣技艺也被收录进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
录。通常，一件女生的盛装仅仅刺绣就需要做好几年，其布料是
传统的枫香蜡染而成，苗服上的刺绣大多是部落的图腾和传说的
写照，图案在造型方面，大量运用各种变形和夸张手法，表现苗
族创世神话和传说。 

早在 400 年前，苗寨周围的几个村落就出现专以银饰锻造为
生的工匠，并将锻造工艺传承至今。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杨光宾，他出生于控拜村的银底世
家，是家族的第五代传承人，他是家中唯一一位子承父业的银匠
师傅，很小就开始帮助父亲打下手。从小的耳目濡染让这位传承
人对苗族银饰的造型、纹样、图案烂熟于心且苗族银饰制作工艺
十分复杂。银匠首先要将格化的白银敲打成薄银片，在利用塞刻、
塑型等工艺制作出需要的造型，最后再将各个部位链接。说起来
比较简单，但是在过去没有精密仪器的情况下，所有的铸造工序
都必须依靠工匠的经验和眼力来进行，其中难度最大的就是塞刻
和焊接过程，力道多一点容易破坏银片，少一分就不能作出精美、
突出的层次感。西江千户苗寨的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
播不仅仅是当地苗族村民几百年来智慧的结晶，更是民族文化传
承与传播的重要途径。因此，这种技艺的传承也称为“时空意义”。 

三、民间文学类 
西江非遗的"苗族古歌"，由于苗族自古就没有自己的文字。

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想要将自己的历史文化传承于下一代

就只能通过"古歌"传唱的形式来进行传播，这也就是如今的苗族
古歌的由来。而"古歌"中所传唱的通常都是当地苗族人民历史生
活、故事传说。这可称为“人际传播”，传播的具体途径不同大
致分为两种:一种是传播者与大众之间面对面进行信息的交流;另
一种是通过某种媒介进行信息的交流。这里的民族所有信息的交
流与传播只能通过语言或肢体的符号表达出来，因此其非物质文
化遗产大多只能通过人际传播的第一种形式进行传播。20 世纪
80 年代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工业化的深入，全国各省农村
的新型城镇化。越来越多的游客进入到西江村落，而当地村民也
开始频繁接触外界。普通话也随之普及起来，渐渐代替了苗语，，
而如今会说苗语的青年越来越少。因此，很多西江的年青人特别
是青少年开始以普通话或者贵州方言为主要交流语言，这样一
来，"苗族古歌"传承者、传播者也随之大大减少，这样一个恶性
循环如果持续下去不难推测到苗族传统民间文化也将会逐渐走
向消亡。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互联网应用的普及，我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传播也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如何利用好全
新的传播媒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传播也已成为各民族文化
保护与利用的关键所在。坚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传播、充分
利用当地教育资源以及利用好大众媒介共同做到保护和传承的
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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