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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土家语言与文化》从内容构成看，主要是针对一些文化现象，用土家语言给予科学的解释，涉
及到习俗、地名、医术、手工技艺、文化生态等等，对民间流传的或学术界的某些讹误予以厘正祛魅
，以达到正本清源的目的。
语言属于文化范畴，是文化之一种。
然而一切文化现象又必须通过语言去表达、说明、解释。
正是在这一点上，叶德书老师辨清了土家语与文化的内在关系，厘清了许多看似神秘，长期以来无人
可解甚至完全解释错了的语言文化现象。
如果说《中国土家语地名考订》只是从地名学上对涉及到的种种文化现象作解释说明的话，那么他的
新著《土家语言与文化》则是多方面的，用土家语言对种种文化现象作解释说明。
这新著可以说是对《中国土家语地名考订》的内容的扩张和提升，它是直接通向土家语言文化学的途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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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德书，1935年生，湖南龙山县人，土家族，1965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本科，后分配在
龙山教中学。
自1954年起，研究土家语言。
1983年3月，调吉首大学民族研究室，从事土家语言、文化、教育研究。
1988年10月聘任中文系讲师，1993年7月晋升为语言学副教授。
在《民族语文》、《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等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数十篇。
著有《土家语课本》（一、二册）、《土家语研究》、《土家语言与文化》、《土家语常用口语半月
通》、《中国土家语地名考订》、《土家·汉双语读本》、《来自大山深处的呼唤》、《晚秋新华》
等；还参编出版了《湘西土家族》、《土家语简志》、《土家族文化通志新编》等多部。
　　1996年7月退休，潜心著述之余，主要从事学术交流。
著述被收藏于国内外著名的图书馆（如美国哈佛）。
　　2000年，应聘湖北民族学院为硕士研究生授课。
2004年7月，吉首大学文学院、科技处、教务处、离退办共同为其举办了前无先例的“叶德书先生从事
土家语言文化研究五十周年学术座谈会”，全面介绍了研究成果并授了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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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土家语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容美”是汉语西南官话中一个土家语借词的汉字记音从石门县土家语地
名谈生态农业旅游文化西部开发中保护、抢救土家语言的战略抉择“梯玛”不是“女神”，“文字不
可轻作”：与《“梯玛”探幽》作者商榷双语教育在土家旅游业中的重要意义土家语表“生”的动词
刍议是“舍把”，不是“社巴”：给土家“摆手节”正名新论土家语的判断句论土家语三音格形容
词Atj21A式的特殊性湘西土家语地名考证龙山县土家语地名考辨也谈张家界地区的土家语地名：与庹
三鹏先生商榷土家传统病名的临床特征土家“咚咚亏”曲牌解读土家古代人名训释土家织锦“四十八
钩“的文化创意：兼与“女阴”论者商榷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叶玉翠土家语的四音连绵词世界语言报
告--土家语附录：突破性的改革：两年来的“土家·汉双语双文接龙教学实验”原国家语委副主任王
均教授的两封来信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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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与土家民俗不符，与土家秉性相悖。
　　罗兰讲得好，“艺术由生活创造的”①土家织锦“四十八钩”，是土家实用工艺美术珍品，它是
以土家婚俗为依托、祈福为目的而做嫁妆用的。
它在土家民俗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请看叶德政先生对织锦之乡猫儿滩镇（洗车河流域各乡镇均如此）土家婚俗的实写：“婚姻是人生的
终身大事，一地的民风最易在婚俗上表现出来。
猫儿滩镇的姑娘出嫁的嫁妆，有桌椅箱柜与其他地方无异，其特色尤其重视土花铺盖（即土家织锦被
面），其数量按家境贫富而定，二、四、六、八、十二至二十四。
至亲好友一般以赠送土花铺盖为贵。
人们在看热闹时重心也只注意新姑娘有几床漂亮的土花铺盖。
戴花酒这一天，新姑娘家把所有被子整整齐齐的摆在堂屋里让人们观赏，来看的妇女络绎不绝，这既
是新娘展示自己智慧手艺的良辰，也是其他妇女尤其是姑娘观摩学习的佳期。
这种崇尚土家织锦的风尚几百年不衰。
在这种风尚熏陶之下，猫儿滩镇家家有织机，姑娘个个会织花。
”②美化自我是人类社会意识之一，用装饰品美化自我也是人与动物根本区别之一，是人类一种文明
意识的表现。
从猫儿滩镇土家姑娘借婚俗为依托，“展示自己智慧手艺”“姑娘观摩学习”，正是土家婚姻生活中
“美化自我”和“用装饰品美化自我”的文明意识的表现。
因而才有与此婚俗相应的用几何形式的艺术语言又有“天人合一”“大发大旺”的“四十八钩”艺术
珍品问世。
它与土家崇尚土家织锦的婚俗和土家爱美的秉性是一致的。
再如龙山县农车乡土家人跳“大摆手”时，“摆手队伍中第五组为神棍组，由八名以上青壮年男子组
成，每人身披西朗卡普（即土家锦）肩扛齐眉棍（以示武器），扎脚卷袖，形似出战”。
①这里的西朗卡普，既表现土家爱美，也示披甲，更显示出征队伍的英武。
而“女阴”论恰好相反，它与土家的民俗和秉性是格格不入的。
试想，有哪一位姑娘愿意把自己的阴部织出来在大庭广众之中让人观赏？
！
如按“女阴”论者说，土家的大摆手队伍它岂不是披着女阴去作战？
这与情理不符，与土家民俗和秉性相悖。
这不是别的，是“女阴”论者不是真正地了解土家民俗，特别是对崇尚土家织锦的风习知之甚少所致
。
另外，对织锦工艺也是生疏的，讲外行话。
如向渊泉先生在其文章中把“四十八钩”的演化说成“‘四十八钩’也不断演变和简化，从四十八勾
简化成二十四勾--十二勾--八勾--卍--十字花形”②刚好与土家织锦中钩族纹样生成和发展的演变轨迹
相反就是无须证明的证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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