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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湘西北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有着美丽而独异的风景，让世人惊叹。
　　有奇异的山。
山之美，原始而又妩媚。
武陵源的石英砂岩世间罕见，奇峰三千，拔地而起，层峦叠嶂，连绵万顷，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
不虚传；张家界的天门山，被誉为"武陵之魂"，气势磅礴，巍峨高绝，更有高海拔穿山溶洞，尽显造
化神奇；八大公山，专家们称之为"天然博物馆"和"物种基因库"，海拔达1890米，莽莽苍苍，浮腾于云
雾之中；凤凰南华山，则四季青翠、林木参天，秀色宜人。
　　有奇异的水。
水之美，如一首梦幻的歌谣。
金鞭溪林青水碧，清幽宜人；茅岩河峰回水转，两岸青山如画；猛洞河更享有"天下第一漂"的盛名；
而澄明浩瀚的栖凤湖，则如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
　　最美的是人。
人改造着自然、书写着历史、创造着光辉灿烂的文明。
　　湘西北地区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自古以来这里就繁衍生息着土家族、白族、苗族等众多少数
民族，其民风民俗古朴淳厚，民族文化绚丽多姿。
土家族的吊脚楼、白族的"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苗族的传统服饰和银饰品、土家族的织锦和粘贴
画，还有各种饮食习俗、节日礼仪与庆典活动，如土家族的"赶年"、"舍巴节"、"四月八"，苗族的"三月
三"、"六月六"和"赶秋"，白族的"祭祖节"和"赶会"以及摆手舞、茅古斯、阳戏、薅草锣鼓、板凳龙、鼓
舞、接龙舞、苗家气功等民族文化、歌舞和游艺竞技，这些丰富多样、极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与奇山
异水融为一体，让这片绝世风景中有了跳跃的生命和灵魂。
　　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早在1981年就撰文指出"旅游不仅是一种经济事业，也是一种文化事业"
，实践也证明了文化是旅游业的灵魂和支柱，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源泉，是旅游业向纵深发展的过
程中新的经济增长点。
文化赋予旅游以丰富的内涵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湘西北地区奇山异水、风景瑰丽，以世界自然遗产武陵源为代表的自然旅游资源丰富多样，旅游
业蓬勃发展，但它的旅游市场一直以观光旅游为主导，旅游产品单一，旅游消费结构不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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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详细地介绍了湘西北土家族、苗族、白族少数民族的民族历史文化、民间信仰文化、衣食住行文
化、人生礼仪文化、民间游艺文化及传统节庆文化，阐述了民族文化在旅游发展中的意义，并提出了
民族文化旅游的相关理论、开发模式及其发展前景。
本书适用于旅游专业学生、旅游从业人员及相关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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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民间信仰文化　　第一节　土家族的宗教信仰及禁忌　　土家族信仰庞杂，以多神崇拜
为主，无绝对至高的偶像，因不同场合不同需要有不同信仰，原始信仰的痕迹随处可见。
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又深受汉族传统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受汉族道教、佛教等宗教的浸润。
根据崇拜对象划分土家族的信仰主要有自然崇拜、鬼神崇拜、祖先崇拜等。
另外，土家文化与巫术文化紧密相连，信鬼崇巫是普遍现象。
与此同时，土家族人还存在众多的禁忌。
　　一、目然崇拜　　自然崇拜是建立在“万物有灵”的观念基础上，原始人类认为自然和社会生活
中的万物，都有灵魂、精灵或神祗在主宰。
在这种观念的驱使下，人们往往将生活中所遇到的种种灾难或疾病等归因于对自然神灵的触犯，而将
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平安健康等又视为是自然神灵的恩赐，于是对自然神灵进行祭祀或祈祷，久而
久之便逐渐形成了普遍的现象。
这种自然崇拜在土家族地区至今仍有遗风流播。
　　（一）太阳神　　太阳带来光明和温暖，带来生命的繁衍，是万物之“母”，并具有驱散邪魔，
赐予人福寿吉祥的神力。
土家族祭祀太阳的仪式有两类，即生辰祭祀和生产祭祀。
生辰祭祀是在太阳生辰日那天举行祭祀仪式。
太阳的生辰日，各地确定的时间有所不同，湘西一带土家族一般以农历六月初六为太阳生辰（龙山、
湖北长阳等土家族人认为太阳是“红光娘娘把它养，冬月十九降的生”，以农历十一月十九日为其生
辰）。
传说这天晒衣被皮袄，不生蠹虫。
土王在世时，还要亲自主持祭祀太阳生辰的仪典。
土民顶礼膜拜，敬祭太阳神，祈求年岁丰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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