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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本文所使用的民族境界这一概念，主要以江渊一公氏所作的定义为参考，即，所谓的民族境界，是指某一个特定的民

族集团是由哪些（具有共同文化）人们所归属的有关集团成员的范围的概念。在这里，最为重要的是，其个人的归属，

不仅是由自己，而且也由他者（他集团成员）的内容所决定。就是说，民族境界的形成包含了两个方面，即，通过社会

化过程从“内部”形成的境界以及在与其他集团相互作用过程中来自“外部”规定的境界。江淵一公[エスニックバウンダリ

ーとスティグマ（stigma）] 『文化人類学２ 特集＝民族とエスニシティ』 綾部恒雄 責任編集 アカデミア出版会 

1993年3月二刷 

[2]《贵州画报》1982年5期、《美术》1982年10期、《新观察》1982年16期 

[3]伍略《论“假茶叶”――评木雕“苗女”》、另见杨焕伦（彝族）《“苗女”之争的美学根源――兼谈塑造少数民族艺术形象

问题》 载《贵州民族研究》1983年2期 

[4]《我省部分苗族同志对木雕“苗女”的批评和我们处理这个问题的情况》 中国美术家协会贵州分会 1982年12月21日，

田世信提供手抄件。 

[5]田世信致国务院文化部艺术司的自辩信，田世信提供手抄件。此外，笔者对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元文化局等单位的

苗族干部的访谈中，也了解到一些具体的情况。 

[6]《“苗女”木雕座谈纪要》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苗女”木雕座谈会 1983年1月28日，田世信提供手抄件。 

[7]“假茶叶”一词，原系贵州地方俗语，意为“伪劣产品”之意，伍略以此为题，意在讥讽木雕“苗女”及其作者。《假茶叶—

—对木雕“苗女”的看法》一文，共一万多字，未分章，是作者根据1982年11月16日在贵阳花溪的少数民族部分文艺工作

者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文章最初被印成单行本，在全省的各地苗族社会，尤其是城镇中的苗族干部职工中广为

流传，后部分章节被删节后，以〈评“苗女”木雕〉为题，刊登在《贵州民族研究》1983年 2期上。在被删除的文字中，

包括了这样以下的一段话： 

“今天，史学界关于民族英雄的问题正在展开热烈的讨论，倘如今天有人提出来为秦桧翻案，所持的理由是秦桧比岳飞

好，更有远见卓识。岳飞，一来他满脑子的忠君思想，而且是忠于一个腐败不堪的宋王朝，如果按当时秦桧的主张，让

金人入主中原，取代宋王朝，是否会给中原带来生气和活气，从而使中国的社会历史向前推进一步？如果我们不是站在

汉民族的正统观念上出发，而是着眼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来看的话，那么，这立论是否也有一定的

道理呢… …。” 

这段文字大概过于刺激，在正式发表中被删掉。 

[8]笔者最初接触到伍略的这篇文章，是在1983年夏天大学毕业待分配期间。直到事隔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在贵州省的

许多苗族干部和职工中，对于这场争论以及《假茶叶》一文，依然记忆犹新。 

[9]田世信 《“苗女”创作有感》 田世信提供手抄件。 

[10]田世信致国务院文化部艺术司的自辩信。 

[11]同上 

[12]中国美术馆馆长1983年6月致田世信的信件 

[13]田世信提供手抄件。 

[14]同注[4] 

[15]上述有关论争，一部分是笔者的当时的经历及其耳闻目睹留下的记忆，另外,有关《苗族》影片拍摄的问题,《贵州

民族研究》1983年2期的吴通才〈“片甫”小议〉中也有涉及。在执笔本文之际，与现任贵州苗学会副会长，以及元贵州

民族学院退休的教员干部等苗族学者一道进行了再次确认。由于时间久远，记忆已有若干舛误，因此在此对具体涉及到

人事关系省略不记。 

[16] 山内昌之《民族问题入门》 中央公论社 1996年2月，p7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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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在苗族上层精英分子中，另一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各级政府机构中担任不同领导职务的官员，笔者从一开始就有

意识地将他们与苗族知识份子群体中分离开来。因为从严格的意义讲，这些官员被编入到国家这一大的“巡礼圈”中，并

不具有作为民族集团政治代言人的所谓的“民族的政治领袖”的身份。事实上，要严格区分上层精英份子们是属于“政

界”还是“知识份子”，有时颇为困难。只是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现职中的苗族政府官员，无论他们具有如何强烈的民族

感情，事实上在80年代以后发生的诸多事象中，如“苗女”的争论等，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参与进来，但总体来说，他们

总是小心翼翼，与本民族之间拉开一段距离，在处理族群之间的关系中尽量保持公正和平衡，与相对具有言论自由的知

识群体之间形成了明显的对比。 

[18]〈中国共产党凯里市历史大事记（1933-1989）〉 《 凯里市党史资料丛书》 第六辑 中共凯里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1998年 

[19]笔者2001年8月对李廷贵先生的访谈。此外，李先生还向笔者提供了他的《李廷贵简历》以及《人生自评》的复印

件。 

[20] 波尔多·伊萨基夫（Wsevolod W.lsajiw）《关于民族的各种定义》（ゼボルド Ｗ．イサジフ『さまざまなエス二

シティ定義』 『エス二シティとは何か―エス二シティ基本論文選』青柳まちこ編/監訳 新泉社 1996年3月 ） 

[21]若林敬子《现代中国的人口问题和社会变动》 1997年2月第二版 p252-253、 《中国年鉴1998》 中国研究所编 

新评社 1998年7月、 石朝江《中国苗学》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 

[22]《贵州古籍集粹 黔南识略·黔南职方纪略》杜文铎等点校，贵州民族出版社1992年12月。 

[23]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 《中国的民族识别》 黄光学主编 民族出版社1995年1月 。 

[24]邓小平〈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1950年7月21日） 《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

会政策研究室 编 民族出版社 1994年7月 

[25]关于“炎黄子孙”一说的由来，见孙隆基〈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历史研究》2000年3期 

[26]石朝江《中国苗学》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9年6月 p223-253 

[27]张兆和〈从“他者呈现”到“自我呈现”〉《苗学研究通讯》第七期 1996年 贵州苗学研究会编 

[28]武内房司［历史の中の苗族―少数民族の移住と抵抗］ 『へるめす』54号 1995年。 

[29]梁聚五《苗夷民族发展史》（草稿） 《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十一期 贵州民族研究所 编 198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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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东西，我们都要吸取，我们的民族是一个不善于学习的民族，我们不能抗拒好的东西，我们苗民的劣根性就是

太自大，却不自强。我为此感到担忧，我们太需要统一思想，我们太需要统一的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