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侗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自称为 gaeml（干），史籍里记载作“仡

伶”，或称为“峒蛮”、“峒人”等，为古代百越后裔，唐代中叶开始迁徙至今日侗族地

区，主要分布在贵州、湖南、广西、湖北四省（区）毗邻地区，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和文化

传统。侗语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与壮语、布依语、毛南语、仫佬语、水语、

傣语有密切的亲属关系。鼓楼、风雨桥、大歌是侗族文化的代表性作品，被誉为侗族文化

的“三宝”。侗族鼓楼、风雨桥以其不用一颗铁钉而全部依靠卯榫结构的精巧木质建筑形

式蜚声中外。侗族大歌则以其无指挥、无伴奏、多声部的纯粹民间支声复调音乐征服了全

世界，被国外音乐家誉为“清泉般闪光的音乐”，于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侗族不仅有着古老灿烂的物质文化与文明，而且有着博大精深的精神文化与文明，诸

如在音乐上的“饭养身，歌养心”理论，诗歌传统中对于“头韵”、“腰韵”、“尾韵”的追

求等，都是独树一帜的精神文化遗产。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侗族至今还传承着一种与众不

同的人口文化思想。他们认为，一个寨子，一个地方，人口的发展要有一定的规模，达不

到这种规模，不利于族群的生存，超过了这一规模，则会导致族群生活质量下降，因而人

口规模和数量应该加以限制。这种人口思想，被学术界称为“适度人口”理论。在我国少

数民族中，侗族是最早具有明确的自觉控制人口思想的民族之一。

与其人口理论相适应的是侗族有着一整套完备而有效的生育文明制度。一个人从出生

到死亡，都必须经历一系列生命的礼仪，如恋爱社交时的“以歌为媒、自由恋爱”，结婚

时“极简约、又极隆重”的集体婚礼，孩子出生之后的立“生命柱”和吃“三朝酒”、“满

月酒”，以及人老死之后的“停棺待葬”等风俗。虽然这种礼仪和制度有一定的地方差

异，但总体来看又是一致的，都包含了侗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这种精神，可以概括为

十六个字，即“尊重生命，追求和谐；重视生态，快乐人生”。这样的一种文化遗产，无

疑是值得今天细加思考和总结的。

遗憾的是，对于这样的一笔珍贵的思想和文化遗产，我们过去关注得实在不多，甚至

可以说还很少有人涉足，也没有做过科学的描述和分析。有鉴于此，2012年初，贵州省

计划生育协会即以“侗族生育文明研究”为题，拟展开科学的考察和研究。同年 3月中

旬，聘请到湖南科技大学文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潘年英教授，来承担具体的考察、调研和撰

写任务，经过两年的调研和考察，最终形成了《凤凰——贵州侗族生育文明探幽》一书。

初稿写出来后，又经各方专家的广泛审阅和修订，最后通过了课题结题论证，其课题的最



终成果《凤凰——贵州侗族生育文明探幽》一书即将付梓。毫无疑问，这是侗族文化研究

史上的一件喜事，也是贵州人口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之一，我们对此深感欣慰。

本书作为“贵州世居民族人口文化丛书”之一，从选题到组稿到调研写作到讨论修

改，历时两年多，其中凝聚了许多专家、学者和有关领导、计生协会工作者的智慧和汗

水。在这里首先要感谢的，是贵州省侗学研究会的杨序顺会长、贵州省民族研究院的侗族

学者黄才贵先生以及贵州民族大学的侗族文化学者龙耀宏先生，他们不仅认真通读了原

稿，而且还提出了非常详细而宝贵的修改意见，使得本书最后呈现出来的面貌更趋于科

学、成熟和完善。其次，在本书写作的调研阶段，作者得到了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各级

计生协会的大力支持，尤其是黎平、从江、榕江、剑河、锦屏等县的计生协会，为本课题

调研的顺利完成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在这里深表谢意。最后，我们当然要特别感谢

的，还有本书的作者潘年英教授。这位从黔东南天柱县侗家山寨走出来的侗族知名作家、

学者、教授，在民族学、文学、人类学和摄影等领域均有较大建树。多年来他一直坚持在

贵州山区行走和考察，具有丰富的田野调查经历，也有很强的写作能力，出版过三十多种

文学和人类学著作，他的这些成果和经验，为本课题的顺利开展和最终成果的科学撰写提

供了坚实的专业保障。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在接受这一课题任务后，潘年英教授便独自一

人深入黔东南侗族山区采访，历时两年。绝大多数的时候，他都是一个人独自待在那些侗

族山寨里，白天翻山越岭走访，晚上挑灯整理笔记，每天都要熬到深更半夜才能休息。他

访问和考察过的许多自然村寨，道路崎岖，调研过程十分艰辛。

本书的写作沿袭了潘年英教授一贯的人类学写作风格，以纪实和亲历的方式描述文化

事实，以人类学的学术知识和学科视野统领文字，使得本书能熔知识性、学术性和文学性

于一炉，既有很强的可读性，又表现出了相当专业的研究水准。此外，潘年英教授的摄影

也是很有特点的，他追求的是纪实风格，讲究的是人类学的真实本质和日常的诗意再现，

其照片本身不仅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同时也是其文字的最好

注释，与文字相得益彰。

谨向所有关心和支持贵州世居民族人口文化研究的单位和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委会

2014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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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遇一场侗族的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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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冬之际的黔东南山地，到处能见到秋阳冉冉或空山新雨的天气。天空

中的那种碧蓝，那种纯净，会让人大脑瞬间短路，有一种暂时脱离现实世界

的感觉，仿佛突然间看见了自己的前世今生似的。那天，我从凯里出发，独

自驱车翻越雷公山，前往一个叫乐里的侗乡古镇去，正是秋高气爽的时节，

天空通透得不能再通透了，空气也清新得不能再清新。我一路走一路停车拍

摄，每次停车都不想再上车。到雷公山顶时，我看到的天空蓝得令人发晕，

山谷里的树林像油画一样浓墨重彩。

如今想来，那一次的旅程，似乎一切都有神的美意在里面。因为这一路

的际遇真的是太神奇了。本来，在去乐里之前，我原打算在凯里参加一个国

际服饰节的活动，但那天，差不多到上午9点钟了，我还没能拿到服饰节的

入场券。吃早餐时，朋友不停地打电话，四处问人哪里可以弄到服饰节的入

场券。我那朋友并非等闲之辈，在凯里地方算得上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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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弄到一场入场券应该轻而易举。反正她说了，万一不行，我先拿她的票

进去，她再去找人要票。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在这时候，我突然产生了

一个奇怪的念头，就是不想参加服饰节了，而想直接往山里去。之后我就跟

她分手，独自驱车走雷公山，取道小丹江、平阳进入乐里。

这天是星期天，城市里依旧是车水马龙熙来攘往的，但乡间却十分的安

宁寂静。车出雷山县城之后，路上几乎看不到什么车辆。实在说，我是太喜

欢这样的旅行了。当然，和我以往所有的旅程一样，我并非漫无目的的浪

游。每一次出行，我通常都是带着一定的目的和任务的。这次也一样。这次

我是受贵州省计划生育协会的委托，要到侗乡去做一个关于侗族生育文明方

面的课题考察和研究。我说过了，我从来无意于做任何课题的研究，但我却

很珍惜以此为借口逃离城市人群的机会。

到乐里时已是下午 4点钟光景。乐里计生协会办公室一位姓石的主任接

待了我。他把我安排到乐里镇政府的办公室里休息，然后去忙自己的公务。

我说我先去街上逛一圈，拍些照片。他说好的，你先去，到吃饭时间再打你

电话。就这样，我把自己放逐在乐里熙熙攘攘的大街上。实话说，对于这个

古镇，我不能说十分熟悉，但却存有一份特殊的情感。那就是说，在我平凡

的生命历程中，我和这古镇有着一种千丝万缕的联系。怎么说好呢？首先



是，我的爱人西子，当她还是个懵懂无知的少女的时候，就随着父亲来到这

镇上读书，生活。许多年以后，当她大学毕业，回故乡参加了工作，并与我

恋爱着的时候，她又把我带到了这个古老的小镇，故地重游。我那时不名一

文，几乎形同乞丐，但西子却于众人的白眼中看到我的可取之处，于是毅然

决定嫁给我，如今想来，那种情感，那份感动，依然如在昨天。

还是来看看我在一年前写下的一段文字吧。

再也回不去了，那些山坡，那些路，那些时光。在乐里镇高低错落新旧

杂陈的长街里，我徘徊在靠近河边的一排店面前，我记得20年前这儿有着一

爿小小的木楼书店，我曾在这儿游荡过一个漫长的下午，最终我买走了两本

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来都并不怎么想读的书。书名叫什么我忘记了，现在

是否还保存在书架上也说不清。但是，保留在记忆里的那个温暖的下午却是

永生难忘的。我记得那时在街角一处买卖蔬菜的当地市场里，我还买到了一

个我梦寐以求的大雪藤果，果肉是大红色的，价格便宜得令人难以置信。当



地人把这种果叫“人脑壳泡”，我们家乡的人则叫它做“罗阳”。已经记不清

我们当时是怎么处置那个“罗阳”的了，留在记忆里的依然是一种永难磨灭

的温馨感觉和香甜味道。20多年了啊！那时的我和你都还是那样的年轻而单

纯，思想也许还有些青涩，但绝对没有太多的杂念，眼神也许有点儿飘忽，

但内心绝对纯洁。在那片长满松树的山坡上，我们安安静静地坐了一个早

上，还是一个下午？我依旧是有些记不真切了，但我还能清晰地记得那个早

晨或者下午的阳光，是如此的温暖和明亮！还有我给你找寻并用绳子穿起来

的那串松果，最终挂到了你寝室的墙壁上，一直被你珍藏了好多年。这儿不

是你的出生地，但你跟着父亲在这儿读书，在这儿长大，少女时代最美好的

记忆都留在这里了，所以你一看到那栋依然没有大变的政府办公大楼你就抑

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在院子里大呼小叫。我理解你此时的心情。但我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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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是这些。我想到的是那时间的脚步，真是何其匆匆啊！晃眼一看，一切

似乎都不曾改变，一切都恍如昨天。但此时你仔细看看我们周围的景物，再

认真打量我们彼此的身心，却是何等的不同了！所以一切终究都还是变了。

甚至大变了！乃至整个世界都被时光重新雕刻和彻底粉刷了。一个意想不到

的老友闻讯从家里跑出来迎接我们，挽留我们到他家吃晚饭。我们答应了。

他立即电话通知他的家人准备了丰盛的宴席。还邀请来我们认识的文友。热

情的主人极尽殷勤，拿出了上好的重阳米酒招待我们。但那晚上我喝得实在

不多，并不尽兴。一来他家里有小孩生病使我心神不宁，二来我陷入回忆内

心伤感也不敢放肆。回不去了。我想。不是说我们回到故乡见到了故人就回

到了过去。不，不可能回去了。时间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一切，包括我们

的肉体和灵魂。尽管我是多么的渴望着时光能够倒流，祈盼一切都如人们所

期望的那样，一元复始，万物重生，让我好生重新活过……

在这篇题为《回不去的时光》的短文里，我就这样回忆起了我和西子在

这古镇里曾经牵手走过的那些岁月，那段时光。我回忆的是 20多年前的事

情，但勾起我回忆的却是在2011年的冬天，我和西子带着孩子一起回到故乡

老家的时候，当时我们先是在故乡过了年，然后带着全家驱车来到了这古

镇。我们当然不是专程前来凭吊青春足迹的，而是应朋友之邀而来。那是西

子的小学同学，一个名叫培爱的侗族女子，整个寒假里，她一直电话不断，

反复邀请我们一定到她家来坐坐。之前，她有一个孩子，考取了我们的学

校，念的是建筑设计专业。读书期间，她委托我们关照过那孩子。那孩子很

争气，整个大学时代成绩一直非常优秀，毕业后，他留在湖南的一家很有名

气的建筑设计公司上班。公司是随项目跑的。就在2010年的夏天，培爱的孩

子随公司到了炎陵，她那时正在上海打工，就想要到湖南看一看自己的儿

子。她来到湘潭的那天早晨，恰巧我刚把车子买回家，还没上牌，我就跟着

西子去火车站接她。第二天，车子牌照办下来了，我立即马不停蹄带着她们

赶往炎陵。我们很顺利地在炎陵见到了培爱的孩子。同时我们约定，春节的

时候，我们一定得上乐里古镇去看看培爱和她的家人。结果，当然，天遂人

愿，我们不仅见到了培爱的家人，而且还巧遇了一场侗族婚礼。这场婚礼在

当地并无特殊之处，但对我来说却印象非常深刻。深刻就深刻在她们的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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