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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考察目的 

1.貴州省境少數民族眾多，因此在多元民族、多元文化方面擁有豐富的資源與得

天獨厚的發展優勢，本次前往黔省東南，即欲考察該地博物館及文化相關機

構之發展現況，並進一步評估雙方互動的可行性。 

2.針對貴州省近年發展文化觀光所規畫的古蹟、少數民族村寨進行考察觀摩。 

3.黔省東南為苗族、侗族自治州的東南隅，此區域以侗族人口為多。從服飾的表 

現上，可以觀察到許多苗族服飾的侗族化現象。若說在中國西南地區，服飾是

人群的具體象徵，那麼在服飾改變現象的背後，究竟是什麼力量的推動？這樣

的力量與族群、國家與經濟力量之間如何銜接與對話？本館目前典藏許多貴

州、廣西等地之侗族服飾與物質文化標本，本考察計畫能實際進入侗族村寨，

採集第一手資料，累積本館藏品之脈絡性資料，提供日後研究、典藏、出版與

展示的基礎。 

過去十多年依苗族研究學者進行田野考察的資料為基礎，進行學術研究分 

類。有些分類型式極為類似，或許可併為一式，有些地方發現一些新的形式仍

未新增例入。在現今的苗族服飾可分為 183 式，貴州省境內九大自治州、市、

地區佔有 134式。而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佔 56式。足以說明黔東南苗族侗族

自治州的苗族服飾相當豐富，在中國少數民族服飾研究，具有高度的研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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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考察行程及內容 

一、考察時程：98/11/12-98/11/20，共計9日。 

二、考察主題：少數民族文化學術交流、館際合作洽商、苗族染織及銀飾、侗族 

織錦及鼓樓建築藝術等項。 

三、考察內容 

第一天11/12(四) 臺東→臺北→廣州→貴陽 

中華航空(CI 521)台北13:40→廣州15:45 

中國國際航空(CA4332)廣州18:05→貴陽19:35  

第二天11/13(五) 貴陽市－ 

上午拜會貴州省文物王紅光局長及貴州省博物館李黔濱館長，地點於

貴陽市北京路168號貴州省博物館會客室。貴州省方面出席者包括：王紅

光局長、李黔濱館長、蔡回陽研究員等共四人，我方人員包括：曾聖元副

館長、隨團顧問張駿逸教授、何孟侯研究助理、劉少君研究助理等四人。 

雙方先就本身館藏特色、研究領域、未來發展等方面互為介紹。貴

州省博物館為貴州省境官辦最高層級博物館，該館於 1953 年開始籌備，

在 1958 年開館，目前館舍及展場已顯老舊，然就李館長告知，該省已編

列 4 億人民幣，於 3 年內起建新館。億萬年前貴州因喜瑪拉雅山造山運

動抬昇，近來考古發現大量的古生物化石，其中尤以海百合及恐龍等最

受重視；該館典藏品亦以地質及自然史方面的標本為重點項目，數量約

近卅萬件，當日亦由該館古生物研究專家蔡回陽研究員就相關研究及藏

品進一步解說。 

貴州本就是一個少數民族眾多的省份，少數民族人口佔全省的

37.8%，主要者有苗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彝族、仡佬族、水族、

回族、白族等。該館民族學的標本或文物約有一萬多件，主要者包括：

施洞苗族女盛裝、西江苗族女盛裝、木祖鼓、施洞獨木龍舟、鼓藏幡、

儺面具、地戲面具、刺繡、蠟染、銀飾、竹木生活用具等等，苗族文物

不詳其數。館長李黔濱即研究民族學方面的專家，寫過多本苗族的專著，

館長極力推薦黔東南州之丹寨可進行共同研究，因該地帶仍保存有豐富

儀式活動，文化保存亦完整，該地區中之排調鎮有 148 個神祇，非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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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發展合作研究，希望能夠和我們一起推動合作研究，進而共籌相關主

題之展覽。 

 

 

 

 

 

 

 

 

圖一曾聖元副館長代表致贈本館設計之原住民創意商品 

 

 

 

 

 

 

 

 

 

 

 

 

 

 

 

 

 

 

 

 

圖二貴州省博物館李黔濱館長（左）致贈苗族臘染 
 

圖三雙方人員會談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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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雙方人員於貴州省博物館前合影 

日下午驅車前往貴陽市南邊花溪區貴州民族學院拜會，首先至該校

技學院，由人文科技學院韋宗林院長、傅江紅副院長、潘朝霖研究

接待，先至該學院水族文化陳列館參觀，此一陳列館展示手法雖然

然其所藏文物卻異常珍貴，包括貴州少數民族服飾、祭器及生活器

為難得者當屬水族傳承數千年，至今仍於鄉野間使用的水書文字，

藏的水書古籍觀之，與中原象形文字似出一轍，間有部分具象的圖

，陪同之潘朝霖研究員即是水書專家，指出水書研究不僅是古語言

的研究材料，亦是研究原始宗教、古代天文曆算、風俗祭儀等層面

素材，因之「水書習俗」已於2006年被認定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

著前往該校民族文化學院，由李相興副院長接待參觀該院所屬之民 

陳列館；隨後參加校方領導及教授、研究人員面對面之圓桌座談會。 
一於貴州民族學院人文科技學院水族文化陳列館參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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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至貴州民族學院民族文化學院參訪 

 

 

 

 

 

 

 

圖三參加圓桌座談會 

 

圖三與貴州民族學院相關教授學者進行圓桌座談會 

 

第三天 11/14(六) 貴陽市－ 

本日出席「黔台兩地少數民族文化交流研討會」，本館由曾聖元副館

長以〈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的過去、現在與未來〉為題介紹本館創館緣起、

籌建過程、經營運作及未來發展等等，兩岸與會人員可藉此了解到本館為

一國家級大型博物館，並以考古學、民族學、自然史、博物館學、保存科

技等發展科際整合型研究，以臺灣為中心的區域研究，逐步建構中國東

南、東南亞、南太平洋之區域文化史；就組織方面設置研究、典藏、展示、

教育等主要職能推動館務，另有卑南文化公園、南科遺址等分館。研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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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孟侯先生發表〈舊王孫眼中的台灣原住民－從溥心畬的詩文書畫中解

析〉，為配合此次少數民族研討主題，特就近年系列研究中之部分提出供

與會者分享討論，主要著眼於所探討的主體人物溥心畬為滿清皇室遺族，

再就其詩文書畫描繪的客體臺灣原住民，兩方皆屬大陸方面現今認定的少

數民族，透過此一題材，引介與會者不同視角觀察下的少數民族觀點與情

懷。另外臺灣原住民人文關懷協會會長陳士章先生發表〈黔臺民族文化產

業之發展〉及臺灣原住民族文化產業發展協會理事長亞磊絲女士發表之

〈臺灣原住民文創產業的世界舞臺〉，主要皆在介紹臺灣現在今以原住民

文化推展相關經濟產業，諸如文化創意產業、文化觀光、環境生態保護等

方面之理念與作法供與會者分享、討論。 

    貴州省方面所發表的論文有仡佬族翁家烈〈仡佬族族源及其古樸特異

的文化〉、貴州民族學院西南夜郎文化研究院王子堯〈貴州民族學院彝族

古籍文獻翻譯整理研究概要〉、韋興儒〈貴州民間文化遺產的民族特性〉、

貴州省社會科學院索曉霞〈原生態文化二題〉、貴州省社會科學院文化所

副研究員黃曉〈布依族紡織生產歷史發展探析〉、吳文一〈追尋農耕文明

的「舞步」--劍河縣大稿午苗族水鼓舞文化闡釋〉、貴州民族學院吳曉萍

〈屯堡文化旅遊與「屯堡人」族群認同的演變〉、貴州民族學院人文科技

學院韋宗林院長〈釋讀旁落的文明—從水書資訊看水族的古文明元素〉、

石開忠〈貴州各少數民族族源及歷史文化特徵〉、貴州省社會科學院民族

所研究員羅劍〈新階段貴州民族地區人才資源開發的思考〉、貴陽學院周

國茂〈布依族的傳統宗教信仰—摩教〉、鄭繼強〈對保護和傳承仡佬族歷

史文化的思考〉、貴州省社會科學院〈六十年來貴州土家族地區思想觀念

變遷的特徵〉等等。從這些貴州少數民族專家學者的論文發表中我們獲得

了許多系統化且進一步深度了解貴州各少數民族歷史文化各方面的主要

特色、表徵，也對此地學術研究發展的取向有了進一步的掌握，參與本次

研討會對於往後幾天的考察工作起到了豐富貴州少數民族基礎資訊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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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近年來中國大陸將各類物質文化與非物質文化申報為聯合國認定的世

界文化遺產成功的案例頗多，單就貴州一地的少數民族文化資源來看，在

民俗節慶這個範圍內具有國際知名度者就包括苗族的「吃鼓藏」、「子妹

節」、「跳花節」、「鬥牛節」，布依族的「六月六」，侗族的「祭薩瑪」，

水族的「卯節」，彝族的「火把節」，仡佬族的「吃新節」，土家族及黔北

地區的「蓐草鑼鼓」等等。表演藝術方面同樣已為世人重視的有苗族蘆笙

舞、侗族大歌、安順地戲、花溪布依地戲、布依族「八音」、松桃苗族絕

技、彝族鈴鐺舞、西部苗族滾山珠、土家族草裙舞等等。建築藝術聞名者，

僅就本此我們考察的黔東南地區即有侗族鼓樓、風雨橋，苗族吊腳樓、美

人靠，以及黔中布依族和屯堡人的石塊建築。而苗族織錦刺繡、手工銀飾、

臘染藝術等項更早已是聞名遐邇的民族特色。近些年來，更透過學術研究

帶動文化熱潮將苗族古歌、布依族摩經、彝族詩文、水族古文字等少數民

族歷史文化遺產推廣出來；同樣擁有多元文化及豐富原住民族特色的臺

灣，在推展文化遺產登上國際舞臺的道路上，必然可從中尋得借鑑的參考

材料。 

 

 

 

 

 

 

 

 

 

圖一曾聖元副館長發表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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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何孟侯先生發表論文 

 

 

 

 

 

 

 

圖三曾聖元副館長致贈本館創意商品予主辦單位代表 

 

第四天11/15 貴陽市→雷山縣 西江千戶苗寨 

 

今日上午從貴陽市出發，前往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雷山縣西江的

苗寨，車程要三個多鐘頭，所行皆為高速道路，不過離開貴陽後，便可

觀覽到郊區的景色；貴州山地與丘陵佔全省總面積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平均海拔有1100公尺，最高峰則是2906 公尺，亦即因為多山地形的自然

條件，造就區域與區域間的文化特色與交流的不便性，導致貴州至今仍

能留存諸都多珍貴多元的民族文化，從公路兩旁漸漸看到典型的喀斯特

石灰岩地形所形成的山丘及山間具有苗族風情的農家集村建築。 

    近中午時分抵達西江千戶苗寨，此一地已經過官方妥善規畫成觀光

景點，因此須購票入寨參觀，不過因為它仍是一大型苗民聚居之村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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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仍留有許多可以觀察的「原生態」訊息，包括穿著傳統服飾的常民

及帶導覽的解說員、村寨的景物及形式，其中特別是木構傳統建築中所

出現的「吊腳樓」及「美女靠」最為經典，這種古老的傳統建築型式據

聞是經巢居演變而來，為避底層水患、野獸、蟲蛇等之侵擾，遂往較高

的樓面起居，而後又為拓展居室面積，便將樓層向外懸空，形成外觀上

之「吊腳」樣貌。建築中「美女靠」的部分位於第二層挑廊中間，外圍

略帶弧形，間可倚坐其中，就相關的典故上聽來融合者幾許浪漫美化色

彩，說的是家中待嫁少女總會憑欄於此唱曲與意中人應和，此點亦或反

應著苗族天真浪漫、性格開朗大方的特性。 

    此一苗寨範圍很廣，故有「千戶苗寨」之稱，現約有一千多戶六千

餘苗民世居於此寨，村寨範圍內有山環抱，也有河流蜿蜒，所以可見到

山同一村中造屋的型式亦有差別，像是緊鄰河岸所築者，底層便會出現

類似干欄式建築架空的特色，然主體仍為苗式吊腳樓。 

    因村寨已為政府做過整體觀光發展之規畫，其中亦有商店街與農家

風味餐館，商店中所售大多為銀器飾品及具民族風之織品，主要訴求的

對象還是觀光客，若欲從中蒐求具歷史價值的古文物，恐早已成鳳毛麟

角般罕有了。午餐於村中的民居式餐館吃了較道地的「農家菜」，因貴州

氣候屬濕，傳統飲食多為鹹、酸、辣等重口味，一則可開脾胃，一則去

除體內濕氣，這也是難得的體驗。 

    村寨中設有一「西江苗族博物館」，展廳陳設模較似文物陳列館然整

體規模較大些，展示空間分六棟木構苗式兩層樓房組成，樓間以長廊相

通，其中設有兩個綜合館和苗族歷史文化館、苗族服飾、銀飾館、苗族

節日館、苗族婚俗館、苗族信仰祭祀館、苗族農耕器具館、苗族名人館、

苗族樂器館、苗族體育館、苗醫苗藥等10個主題展館，藉由這樣的整理，

讓來此參觀者能更系統化的深入了解苗族相關傳統，這便是博物館與原

生態結合所發生的實質意義之一，其他亦可藉以蒐集保存在地珍貴文

物、發揮凝聚族人文化意識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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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西江千戶苗寨入口 

 

圖二村寨的風貌 

 

 

 

 

 

 

 

 

 

圖三苗族傳統建築-吊腳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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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苗族傳統建築特色之一-美女靠 

 

 

 

 

 

 

 

 

 

圖五苗族民居式餐館的「農家菜」 

 

 

 

 

 

 

 

 

 

圖六西江苗族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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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西江苗族博物館傳統吊腳樓模型 

 

 

 

 

 

 

 

 

 

圖八西江苗族博物館展示的苗族服飾 

 

 

 

 

 

 

 

 

 

圖九西江苗族博物館展示的苗族銀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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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11/16 貴陽市→安順市 滑石哨布依族村寨、貴州民族文化宮 

  本日前往關嶺布依族苗族自治縣白水鄉滑石村，它是中國第一個布依民

族保護村。滑石哨裡的民居建築均為石塊為牆，石板為頂。這樣的建築構造，

與台灣原住民排灣族的傳統石板屋極為類似。加上布依族精湛的傳統蠟染技

藝，皆與本次考察主題有關。滑石哨，布依語意為「一塊大的扁石板」，因

寨子建在大小不等的扁石板上而得名。 

滑石哨布依寨的自然環境相當幽美，近百畝梯田圍繞在村寨四周，在寨

內還有幾株傘狀的大榕樹，滑石哨人將榕樹稱作黃桷樹，認為黃桷樹是村民

的保寨樹、風水樹，也就是滑石哨人崇拜的神樹。滑石哨寨的中心是一株高

大的古榕，覆蓋約一畝多土地。古榕下是廣場，廣場以石塊鋪築地面，四周

散佈著石椅石凳。顯而易見，這裏是村民集會、交易的場所。 

滑石哨村寨約有三、四十幢民居建築。這些民居建築都很有特色，由於

附近多石山和水層葉岩，提供了開然的石料資源，就地取材蓋成的這些石

屋，造價低廉，加上長期建築實踐中造就了大批的能工 巧匠，石木建築得

以不斷提高。 

        從表面看，布依族生活在一個石頭的世界之中，村中的道路是石頭臺

階，廣場是石塊鋪地，房屋是石頭築基、石塊壘牆、石片做瓦，似乎他們自

從盤古開天地，就同石頭生活在一起。這些石屋終年呈灰白色，在綠樹叢中

格外醒目。 

      其實，布依族人的石頭屋內部，是以木料穿榫作為屋架，外砌石頭而成，

屬為木石結構。無論是三間房或五間房一幢，兩樓中間多作堂屋，左右兩側

為作臥室上鋪地板，一樓為為關牲口。這說明了干欄式建築的文化演進過

程，在某一時期融合了漢族石材建築工法的強烈影響。這種影響的直接後果

就是布依族人的干欄式民居演變成了這種木石構造的民居建築。這不僅是房

屋外觀與結構的改變，而且是生活作習的空間概念上的轉變。 

      滑石哨布依寨的婦女心靈手巧，做蠟染，織納錦是她們的特長。全寨約

半數以上的婦女都會做蠟染，部份人家設有染缸。滑石哨布依寨的蠟染較為

古樸、典雅，蠟染工藝實為精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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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著中國布依族天然博物館之稱的滑石哨布依寨，將其傳統聚落文化以

及四周自然景觀作為永續保存重點任務，對當代及未來的人類歷史，都能豐

富其文化的多樣性與豐富性。 

 

 

圖一 滑石哨布依寨村寨寨門 

 

 

圖二 滑石哨布依寨村石頭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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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滑石哨四周梯田景觀 

 

 

圖四 滑石哨布依寨村集會廣場 

 

 

圖五 村民於廣場旁聚會烤火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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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 村寨內石屋、石階 

 

  
圖七曬蠟染及大榕樹神 

 

離開了滑石消布衣寨，下午我們回到貴陽市內，參觀一間也是政府公

立的一間民族文化宮。貴州民族博物館是貴州民族文化宮的重要組成部

分，館址在貴陽市瑞金南路2號的民族文化宮中。館長(田軍)說明貴州民

族館是非營利的，為社會和社會發展服務的，公開的，永久性的，公益性

的事業單位，同時也是貴州省對民族文化遺產進行搶救保護、收藏展示、

宣傳教育、科學研究和開發利用的重要機構，今年（2009年）9月才正式

開館。館長原於貴州省黔東南州的民族博物館擔任館長，今年初剛調到貴

州民族博物館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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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州民族博物館田館長提到館內主要設有管理部、社教部、研究部、陳

列部、保管部。陳列展廳分設在文化宮主樓二樓以及三樓。二樓用於臨時展

覽，三樓陳列有「貴州民族風情展」。 

      館長陪同我們逐依參觀三樓展覽。該展除了序廳外，分成我們從哪裡

來、我們的家園、我們的生活、以及我們到哪裡去等四個部分。在第一部分

我們從哪裡來中。展廳的設計融合歷史感與現代感，以實物為主，陳列著自

舊石器時代玉宋代的各種磨制石器、青銅器、骨器、陶器等各類生活、生產、

戰爭、儀式用具等 59件。配合多媒體投影及高解悉度的數位短片，追溯貴

州多民族的族源及部分民族的遷徏過程。 

      第二部分為我們的家園。展廳藝術化的把多民族不同的生活環境融合一

起，利用多維展示手法，反映貴州各民族因地制宜、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建築

技藝、建築空間、及農耕習俗。共展出包括家具、生產工具、裝飾品等生活

用品共 60件，展現了貴州各民族運用自然資源、尊重自然的悠久傳統與文

化底蘊。 

      第三部分為我們的生活。展廳集中陳列了貴州各民族的造紙工藝、藤竹

編、雕刻品、紡織工具、纈染工藝、剪紙、刺綉、服飾工藝、銀飾工藝、面

具藝術、樂器及婚戀用品等近 800多件。這些風格迥異、造型優美、色彩絢

麗、巧思獨具的卓越創造、表現了貴州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 

      第四部分為我們到哪裡去。展廳以虛實結合的手法，採用多媒體滾動播

放對民族民間藝術家、非物質文化傳承人、專家學者等社會各階層人士的採

訪片段，以牆面互動的方式展示了貴州政府多年來在保護民族傳統習俗、語

言文字、音樂舞蹈、戲劇曲藝等方面所做的努力。這些有利於讓觀眾思考當

下部分優秀民族文化消逝的現狀，並激發愛護民族文化，傳承及發展民族文

化的意識。 

      館長認為研究人員是博物館的核心人物，任何一件展示品都需要研究人

員的深入研究，才能在展廳中大展光采。田館長也提到在博物館各部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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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缺乏研究部的研究人員，正在積極尋找研究貴州文化的專家學者進行研究

合作，目前已與貴州民族學院的教授合作幾項研究任務，未來將再擴大招覽

文化工作者進行下鄉研究調查的工作。如果台灣對貴州的文化研究也有興

趣，可以相互合作，以詮釋貴州原生態的民族文化內容。 

 

圖一 以石為幕，展示序言 

 

圖二 第二部分我們的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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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第三部分我們的生活，銀飾製作 

 

 

圖四 第四部分我們到哪裡去 

 

 

圖五 曾副館長(左三)與民族博物館田館長(左二)討論館務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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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天11/17 貴陽市→排調鎮苗族村（省博物館李館長田調點）→丹寨縣 

 

本日一早即驅車前往車程約5小時的丹寨縣，其地位於黔東南苗族侗

族自治州西部，縣城所在地海拔就在1000公尺以上，前往的中途即進入路

況較差的縣道，此時已略可感受到所謂「地無三里平」的情況，當日氣溫

已近零度上下，這對我們的考察行動確實帶來不便，不過至少還是天晴，

抵達時已是下午一點多；丹寨縣主要的人口仍是以苗族為主，在縣城裡即

見有許多著傳統服飾往來穿梭於市集街道者，其中又以中老年女性居多，

不過新舊交雜的反差也相當明顯，年輕一代的穿著幾與外界流行一致，可

以想見再往後個五年、十年恐怕整個街市景貌會有全然的改變；經推介，

我們選定前往排調鎮的劉家村，這個村寨就當地陪同者所述，比較「原汁

原味」，也就是說此處受外來影響仍少，可供觀察的價值較高。 

進入鄉間舉目所及果然很難想像，除傳統建築完整保留外，村人大多

仍著傳統服裝從事日常活動，器用亦多為舊時傳統，彷彿凝結了數百年的

光景呈現眼前；我們先就村中主要路徑巡迴一趟後，了解村寨整體的佈局

及簡略觀察到村民的日常生活後，特地請村中幹部幫我們徵詢可供我們入

屋參觀的民宅，經過幾番週折，所幸還是問到了一位熱心的婦人同意我們

參觀，這是我們觀察了幾天苗族吊腳樓後，第一次能親身進到民宅裡面，

就室內的佈局來看，入門後的一樓大半用於放置農具、玉米地瓜等等，邊

間有一寢室，再上到二樓，屋外平臺上有材火及乾燥的穀物，中間有一個

較寬敞的廳堂，兩側應為廂房，此時女主人慷慨的展示出她為女兒準備的

整套苗族傳統服飾，並當場穿戴一次供我們了解、記錄，包括有百摺裙、

片裙、繡滿苗族傳統紋飾的上衣，沉重的銀製胸飾，及誇張華麗的銀製頭

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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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丹寨縣排調鎮劉家村苗族服飾上的傳統紋飾-龍 

 

 

 

 

 

 

 

 

     圖二「蝴蝶」圖形為此地苗族服飾中的傳統元素 

 

 

 

 

 

 

 

 

圖三丹寨縣排調鎮劉家村苗族婦女工作及村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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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丹寨縣排調鎮劉家村傳統民居吊腳樓外觀 

 

 

 

 

 

 

 

 

 

圖五丹寨縣排調鎮劉家村拜訪民宅 

 

 

 

 

 

 

 

 

 

圖六丹寨縣排調鎮劉家村民居室內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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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女主人展示苗族傳統服飾及穿著方式 

 

 

 

 

 

 

 

 

 

圖八苗族少女著傳統服飾 

 

第七天 11/18 丹寨縣→高武苗寨(傳統民俗活動)→榕江縣 

本日上午 8點從丹寨縣出發，車程約 5小時抵達榕江縣，此地已屬黔 

東南的邊區縣份，介於廣西、湖南之交，仍在高原地形之中，不過海拔較

低，氣溫亦較前日和緩許多，隨即與榕江縣苗學研究會陳會長、況副會長

等人同往高武苗寨，本日恰遇有由政府經費支助舉辦的「擺亞山區—苗族

習俗改革議榔立碑」相關活動，共有七個村、八個苗寨的村民前來聚會，

前往高武村沿途即可見有苗民著盛裝紛紛前往活動會場，我們亦於途中就

所見傳統服飾進行觀察與記錄。高武苗寨位於山區交通極為不便，只能行

車至中途後步行山徑約 1.5 小時才到達活動會場，此時已約下午 3點半，

經安排我們吃了一頓山野苗民口味的午餐，因極簡易且口味特異，一時很

難適應，且山高天寒，此時應已在零度上下。草草用罷午餐後，便開使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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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各村寨提供的民俗表演活動，包括有鬥水牛、蘆笙舞、苗族青年男女的

傳統舞蹈，從這樣的聚會可以發現，雖然一樣是苗族，然各村寨的傳統服

飾都有自己的特色，包括有長裙、短裙、背心、綁腿、包頭、胸兜等等服

裝組件，加上胸前華麗、厚重的銀飾、誇張的頭飾等等都是此處集合可觀

察到的特色。 

    苗族是很早就進入到農耕生活的古老民族，在長期的農耕生活中，

對於水牛有深厚的特殊情感，至今苗族乃然保有對水牛崇拜的敬畏。在苗

寨寨門時常可以看到懸掛水牛頭。家中也有牛角的擺飾。苗族很早就是崇

拜牛的民族，經常以鬥牛，當地苗族人民說看牛打架不是只是戲牛取樂而

已，而是以鬥水牛的方式，欣賞牛的壯碩、威武、雄悍，並體驗優勝的美

感；在鬥牛結束的一刻，參與鬥牛者也不忘在牛背上放置泥土，以表示牠

是在這塊土地上最棒的水牛，不外是一種敬拜水牛的特殊方式。在政府的

大力支持下，苗族不斷地在飼養水牛，持續地保有農業生活，得以傳承對

牛的崇拜信仰，這是保有非物質文化資產的最利成效。 

 

 

 

 

 

- 

 

- 

 

 

 

 

 

      圖一盛裝表演歌舞的苗族少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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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苗族青年男女表演蘆笙舞廳 

 

第八天 11/19 榕江縣→車江三寶千戶侗寨（鼓樓建築、侗錦）→雷山縣 

          本日上午仍停留在榕江縣，預定將前往車江三寶千戶侗寨，陪我們前 

去的有榕江縣苗學研究會的況再敏副會長及車江鎮申鎮長，車行約半小時

即達，這個侗族村寨範圍很廣，亦已經過政府整體的規畫，然後村民的起

居生活仍然如舊、如常，這些在我們看來，都是保存文化資產過程中難能

可貴的成果，目前在國內推展的社區總體營造計畫用意與我們在貴州所見

幾個經官方規畫的少數民族文化保護區相當近似，希冀的是文化保護與族

人的生息可以共存與相輔相成。 

    侗族村寨傳統建築最顯眼的就是鼓樓、花橋、風雨橋，進入此三寶侗

寨的大門，迎面的就是一座大型鼓樓，其外型與結構的設計都極細緻而富

美學價值，外型為一六角型多層高塔，亦略似一般佛寺旁的寶塔，經進一

步詢問得知此樓作用為寨老（即村中首領或我們所謂的頭目）遇事召集村

民商議處所，或遇有緊急災變登樓警報、呼救之用，所以於其上都掛有一

面皮鼓，以備需要時擊鼓互通聲息，通常是一個房族就會起建一座鼓樓。

進到村中可見侗寨的民居建築確與苗寨之吊腳樓有所區別，雖仍皆為木

構，但造型較為平實無華，經安排我們拜訪一戶人家，有婦女正在織布，

從紡紗、織布到剪裁製作全部採用手工，侗族的布料及服裝的樣式及色彩

相對而言較為素樸，我們所見其成品皆為植物染的深藍黑色系及黑褐交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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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花布，服裝製作的樣式以短身、高岔及寬袖是主要特別，事實上，很多

原素應是受到漢式服裝的影響，所以整體上有幾許唐裝的味道。 

    離開民宅後又至村寨邊的江邊觀看成排的百年古榕樹群及以傳統工

法的鵝卵石鋪路，這些都是這個兼有觀光特色村寨的賣點。午餐後，隨即

要趕路前往下一個預定地點雷山縣，考量這趟路程皆綿延在蜿蜒的雷公山

區，有幾處路段路況不明，所以欲於日間趕路較為保險，不料仍於途中發

生了車禍，於山路上，我們租用的小客車與迎面而來油灌車對撞，我們的

車險些即要翻入山谷，事發後於車中回望，離路基坍方的斷崖只有約一兩

公尺的距離，所幸都無人受傷，但為處理此一事故，耽誤了原先預計的抵

達時程，遲至當日晚九時許才到達雷山縣城。 

 

 

 

 

 

 

 

 

 

圖一榕江縣車江三寶千戶侗寨牌坊 

 

 

 

 

 

 

 

 

                            

 

圖二侗族村寨傳統建築-鼓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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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侗族婦女織布情景 

 

 

 

 

 

 

 

 

圖四侗族婦女手工織成的布匹 

 

 

 

 

 

 

 

 

 

  圖五穿著婦人製成的侗族傳統男上衣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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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天 11/20  雷山縣→郎德苗寨→貴陽→香港→台北 

          本日上午從雷山縣城出發前往郎德上寨，氣溫已至零下，又遇有水氣， 

故飄雨後即結凍成當地所稱的「凍雨」，約 1小時車程到達預定地點，這 

個寨子也經過政府規畫的點，2008年北京奧運時曾被選定為聖火傳遞的 

一站；這個考察點的村寨傳統建築亦是保留相當完整，民居延山而築，形 

成一個小山城，寨中路面都是石砌小徑，小徑蜿蜒整個村寨，遇有山溝即 

搭建石橋或木橋連結，數量相當的多，村中有一民俗節日於農曆二月二進 

行祭橋的儀式，稱作「祭橋節」，屆時每家每戶會就近祭拜這些小橋，一 

則實質感恩橋樑為人們帶來的便利，一則喻意透過橋樑搭起與神靈溝通之 

路。於村寨前的望豐河上有一座著名的苗族建築特色的「風雨橋」，這座 

橋本為清代的歷史古蹟，典故是為紀念苗民群起抗清兵的相關事蹟而建， 

但古橋近年遭洪水沖毀再經原樣重建，「風雨橋」的結構特色是皆有樓閣 

式的屋簷覆蓋，橋邊搭建如「美人靠」型式的憑欄，橋壁或屋簷內往往飾 

有民俗圖案，現今主要是供做人們休憩，就族人而言它有鎮邪、留財等寓 

意。結束了這個考察點，即發車返回貴陽，於下午 3點半抵達貴陽機場。 

等待搭乘香港航空(HX 365)貴陽 18:30－香港 20:20 。中華航空(CI 924)香 

港 21:35－台北 23:10。 

 

 

 

 

 

 

 

   圖一雷山縣郎德上寨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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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村寨民宅-吊腳樓情景 

 

 

 

 

 

 

 

 

 

圖三 村寨民宅-吊腳樓情景 

 

 

 

 

 

 

 

圖四苗寨建築特色之一-「風雨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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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心得與建議 

貴州省黔東南地區的少數民族文化豐富多元，與本館所在的臺東縣 

客觀條件亦有諸多類似之處，本次經拜會貴州省博物館並進行雙方面意見

交流後，確實了解到往候就學術交流、館務發展等方面可為合作的部分相

當多，包括像史前考古研究與展示相關的題材、貴州少數民族與臺灣原住

民族相關的比較研究與展覽，尤其是服飾這個題材，本館近年已投注相當

的經費於購置相關典藏品上，本次經與包括貴州省文化局、貴州省博物

館、貴州民族學院及地方文化行政單位等等接觸後，提及合作籌劃相關主

題之展覽，皆得到正面的回覆，包括支援研究、互借典藏品供展覽所需等

等。 

    另外在保存少數民族文化資產方面，中國大陸近年來做的有聲有色，

特別是在申請世界文化遺產認定上得到國際的認可，這故然存有一部分國

際現勢的因素，然而就本次實際考察了解，於制度面上亦有過人之處，而

且往往透過申請認定的形式目標來帶動研究、保存與發揚文化的實質目

的；就全中國而言，貴州是個相對落後且財政窘困的省份，除了發展工商

等經濟活動外，少數民族文化資產這一塊也是該省列為發展的潛力點，他

們從物質、非物質、自然結合人文等三個方面進行了解研究進而輔導推

動，找出可為發揚的文化資產，這其中包括物質文化方面如少數民族村

寨、服飾及工法、非物質文化像是少數民族節慶祭儀、特殊宗教、少數民

族語言、音樂等等，目前貴州省積極發揚且潛力十足的幾個項目包括本次

我們前往考察的黔東南苗族村寨及黔東南侗族村寨，還有從中衍生的如模

仿大自然蟬鳴鳥叫的「侗族大歌」、榕江縣苗族其中一支的傳統服飾「百

鳥衣」等等都相關受矚目。事實上，臺灣原住民各族所傳承下來文化遺產

的珍稀性絕不下於其他地區的原住民族，諸如部落文化、傳統節慶、神話

祭儀、傳統生態知識、語言及各單項的物質文化表現等等，若能透過兩岸

交流將彼此資源與經驗進一步分享，這將會是本次考察所接觸，兩方面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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樂觀其成的思考角度。 

 

 

 

 

 

 

     

 

 

 

 

 

 

圖一貴州省博物館展示的榕江縣興華苗族「百鳥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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