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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东南苗族舞蹈的保护发展与社会进步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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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东南苗族舞蹈的保护发展与社会进步 

调查报告 

黄泽桂 

  在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历史进程中，不同经济、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吸收、融合、排斥、冲突风波不断。面对

机遇和挑战，我们的民族文化应该如何自处？如何应对强势文化的冲击？它能否继续传承民间文化的传统，又

能为我们今天的社会发展服务？能否保持讲求社会效益的优势，又能开拓良好的经济市场？这些问题是目前社

会各届关注的重大问题，也是我们文化艺术研究者关注的重大问题。 

  笔者认为：改革开放20余年来，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一直不间歇地进行着各种尝试，大量

的社会实践应当能提供我们丰富的研究资料。应当回答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继承与发展，什么是最好的时代选

择。基于此种认识，笔者决定了以调查研究的方式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 

  首先，我选择了民族文化最丰富，文化开发最早，旅游走在全省前列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作为

调查的范围。理由是： 

  1：黔东南1997年获得了世界乡土文化基金会确认的“反璞归真，回归大自然”世界十大旅游胜地之一的

殊誉。具有文化和旅游的典型性； 

  2：他们率先开始了民族文化风情旅游的尝试。早在1987年，全国第一座民族文化保护村寨——雷山县郎

德上寨对外开放。随后相继开发了雷山掌坳、西江、西桥、 凯里南花、台江反排、施洞等一大批民族文化旅

游村寨。举办了大量的民族节日和旅游活动。十多年的实践，使它有大量的经验可供总结。 

  3：黔东南州政府在1999年提出了建设民族文化旅游大州的工作思路。把民族文化旅游和森林旅游当作21

世纪发展当地社会经济的支柱产业来规划定位。这几年的社会实践和多方面的反馈信息，使它具有较好的研究

价值。 

  文化包罗万象，从何着手呢？我选择了——黔东南苗族舞蹈作为契入点。为什么要选择舞蹈呢？原因是：

黔东南是全世界苗族最为集中、苗族文化最为典型的地区。苗族在历史上没有文字，他们记录自己的历史与文

化是以诗歌、音乐、舞蹈、服饰等艺术方式来进行的。苗族舞蹈是他们记录历史的重要手段，是“看得见”的

苗族文化。具有特殊意义。 

  苗族舞蹈，自从建国初期（1957年）贵州苗族舞蹈《丰收的节日》《花场一角》，代表中国参加了在莫斯

科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打响第一炮之后，苗族舞蹈一直是贵州专业歌舞团、半专业文工队，业余农民艺术

家重点关注发展的对象。上世纪60年代，苗族舞剧《蔓罗花》的问世，标志着苗族舞蹈进入了高层次的发展，

拍成电影后在瑞士第十六届洛加诺国际电影节中获得荣誉奖，在国内国际产生了重大影响。80年代，台江县方

召乡反排村的农民带着自己村寨的舞蹈——反排木鼓舞，在全国首届乌鲁木齐少数民族运动会上初次亮相，出

人意料地爆出冷门，被誉为“东方迪斯科”一举成名。苗舞再次轰动国内外。此后，以反排木鼓舞为代表的一

大批贵州民间舞蹈相继冲出大山，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在近十几年的时间里成了贵州在全国、乃至世界影响

最大、时间最长、形象最生动的地域文化品牌。另外，多年来，作为风情旅游景点，苗族民间舞蹈的表演一直

占据主要位置，得到了游客一致的肯定，被认为是“苗族文化活的灵魂”。 

  作为一种文化的代表，苗族舞蹈对民族文化参与社会进步与发展有很好的考察价值。 

  最后的考虑是，专业化的调查便于对象的确定和论述的集中。也便于综合作者多年舞蹈研究中对贵州苗舞

的认识。 

不利于调查的因素是：有关苗族舞蹈的形象资料极度缺乏。舞蹈是形象的表述方式，难于用语言描绘和表达

它。因而，习惯上，历来对苗族舞蹈的描写文章、情况介绍，经验总结，调查研究等形象资料、文字资料都极

其贫乏。二手资料的缺乏给作者的调查工作增加了很大的困难，许多调查点的舞蹈情况都需作者用田野作业的

方式亲临现场观察了解、走访调查，多次的往返使工作量增加，时间耗费。而且，因为少有过去的资料，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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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回顾和现在的对比必须凭借作者多年来对它们的记忆和以往的研究成果来进行，个人的研究毕竟是有限

的，大脑的记忆也是有限的，因此、难以全面翔实的对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苗族舞蹈进行全方位多层面的

比较，遗漏和偏颇再所难免。 

      文章录入：吴胜成    责任编辑：吴胜成 

【发表评论】【加入收藏】【告诉好友】【打印此文】【关闭窗口】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姓 名：  * 游客填写  ·注册用户 ·忘记密码

主 页：  http://

评 分：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nmlkj nmlkj nmlkji nmlkj nmlkj

内 容： 

我来评两句！

  发 表 

● 请遵守《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各项有关法律法规。 

贵州省首届优秀女企业家蔡英创业纪实

七旬林农潘万金执着生态文明建设记事

访2008北京奥运火炬传递火炬手李春燕

记台江老屯乡望虎屯村养蚕能手李仲群

记麻江公安局离休干部葛炳坤同志

记贵州侗族青年"雷锋"杨国海

黄平县一碗水乡派出所所长王天平

黔东南网地方站：凯里 | 雷山 | 榕江 | 从江 | 黎平 | 锦屏 | 天柱 | 三穗 | 岑巩 | 镇远 | 施秉 | 黄平 | 麻江 | 丹寨 | 台江 | 剑河 

主管：中共黔东南州委宣传部 中共黔东南州委外宣办 黔东南州人民政府新闻办

 版权所有 Copyright(C) 2005-2010 网上黔东南

增值电信业务备案许可证号：黔ICP备08001225号 互联网信息服务资格证书 违法不良信息举报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