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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鼓楼是一株杉树”，侗族老人如是说。
　　相传古代的侗家人在大杉树下围坐议事，烤火烧死了杉树，于是，侗家人仿照杉树的形象，建起
了鼓楼。
侗家人珍爱杉树，也珍爱鼓楼。
　　我因为工作的关系。
曾经多次到过黔东南的黎平、从江、榕江三县的侗族地区。
进入侗乡，任何人都会被她那迷人景致深深地吸引。
依山傍水的侗寨，古榕浓荫，干栏木楼鳞次栉比，层层叠叠紧紧地围绕着高大的鼓楼。
寨子里，曲曲折折的石墁小径，一方方鱼塘，一排排禾晾，横卧于小溪之上的花桥⋯⋯咚一咚一咚，
鼓楼中悠悠地响起了鼓声，不知哪个寨子的人们要举寨前来拜访。
于是，寨门处早已等候着迎客的队阵，侗家姑娘们唱起了拦路歌⋯⋯　　在这诸多美好的感受中，最
使我难忘的，一是侗族的鼓楼，二是侗族的大歌。
侗家人生活中不能没有歌，侗寨里也不能没有鼓楼。
　　记得早在1985年夏天，《贵州侗族建筑及风情展览》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
那次展览会上，侗族鼓楼的模型和图片成了整个展览的亮点。
参观者莫不对精美的鼓楼建筑艺术发出惊赞，当时任外交部顾问的韩念龙先生陪同美国、加拿大、英
国、法国、苏联、瑞士、波兰、南斯拉夫、加纳、缅甸、朝鲜等30多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和联合国官员
共1 OO多人，专程前往观看了侗寨的鼓楼和花桥模型、图片。
联合国机构的一位官员感叹道：“中国侗族别具一格的建筑艺术，不仅是中国建筑的瑰宝，而且也是
世界建筑艺术的瑰宝！
”　　光阴荏苒，十多年又过去了，侗乡的鼓楼依然耸立在侗寨，其实，几十年的时间对它来说又算
得了什么呢！
侗寨中，有些鼓楼已经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风雨雨，有的鼓楼还被列为省级、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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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书，以海内外人文旅游爱好者为主要对象，深入浅出地全面介绍屯堡文化的独特形态和深邃内涵
，是一本知识性和可读性结合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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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侗族是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之一，其族源同中国南方的古越人有着十分复杂而深厚的渊源。
侗族自称为“干”或“更”，或“金”。
其他民族称他们为“侗家”。
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正式认定为侗族。
　　历代史书都有记载今天侗族地区的古代居民各自不同的称谓。
秦代称为“黔中蛮”，汉代称为“武陵蛮”，魏晋南北朝时称为“僚”，唐代又称为“僚浒”、“乌
浒”，宋代之后其称谓更为混乱复杂，有“仡伶”、“仡佬”、“仡偻”、“苗”、“瑶”等等。
降至明代，又有“峒人”、“洞蛮”之称。
到清代则多称之为“洞苗”、“洞民”、“洞家”，或统称作苗，这也是古人将苗族、侗族混同的杂
称。
　　从语言上分析，以上诸多称谓中“仡伶”一称在语音上最接近于侗族的自称。
“仡伶”的急读声与侗族自称的“干”听起来在声音上极为相近。
也许它就是以汉字双音相切而记载的侗族译音。
　　“仡伶”之名始见于宋代。
《宋史?西南溪洞诸蛮》载：乾道七年（1171年）靖州有仡伶杨姓，沅州生界有仡伶副峒官吴自由。
这段文字中记载的杨、吴两姓，皆是侗族大姓，几乎遍及侗族地区。
书中提到的靖、沅等地，即今之新晃、芷江、怀化、玉屏、三穗、天柱、靖州、会同、通道等县。
其范围亦正好是侗族聚居的地区之一。
《老学庵笔记》卷四中说到，沅、靖等州有仡伶，“农隙时，至一二百人为曹，手相握而歌，数人吹
笙在前导之”。
将这段文献同今天侗族习俗比照，黎平、榕江、从江、三江、龙胜、通道等县的侗寨至今仍然流行“
哆耶”习俗，是为男女聚结成群，手牵手，或以手搭肩，绕成圆圈，边走边唱。
这不正是“一二百人为曹，手相握而歌”的写照吗？
　　典籍史料中所记录下来的这些称谓、姓氏、居地、习俗皆与侗族有密切的关系。
因此，可以比较肯定地说“仡伶”、“伶”乃是侗族的专称。
如是则侗族至迟于宋代就已经以单一族称而载入史册，算起来迄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了。
　　侗族的族属渊源扑朔迷离，非常复杂。
大致说来同中国南方古越人中的“骆越”这一支系有族源上的关系。
这当然是一个十分难以考证的问题。
但从人类学的视角来看，侗族从明清以来直至今天保留下来的许多习俗，与古代越人的习俗非常相似
。
明代郭子章的《黔记》中载有峒人“溽暑男女常浴于川”。
《贵州图经新志》亦有同样记载。
这与《汉书》中描述的“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的习俗相同。
又“断发纹身”之俗在有关侗族历史记录和今天的侗族习俗中仍可见到。
此外，越人“巢居”之俗，在侗族地区至今仍然可见其余绪，村落依山傍水，干栏式楼房在侗乡举目
可见。
越人的“鸡卜”、“卵卜”、“米卜”在从江县的九洞、西山等地亦有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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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贵州侗族鼓楼》在策划、实地考察及实施的过程中，得到各界朋友的支持，特别是得到黎平、
从江、榕江三县县委县政府的支持，借《贵州侗族鼓楼》出版之机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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