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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族长鼓舞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盘王大歌 串春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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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瑶都宝藏——江华文化遗产志》是一部总汇江

华文化遗产的资料_】：具书，具有汇集和抢救江华文化遗

产的性质，是弘扬瑶族文化的一项基础工程。

二、本书编纂。[作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民族观

为指导，严格遵循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各章节均由有

关专家、学者参与或审定。

三、本书以述、记、志、图、录等体裁，以志为主体，以

“大事不漏、小事不凑；要事必编、次要不收；取新舍旧、

特事必录；注重关联，保持连续”为原则，力求记载江华

文化遗产之全貌。

四、本书主体结构根据内容分成4篇，分别收录介

绍江华的不可移动文物、可移动文物(馆藏文物)、非物

质文化遗产，以及属于文化遗产范畴的古村落。

五、本书内容取舍以近年来的国家、省、市、县级项

目为重点，并收录第三次文物普查的最新成果。同时附

录重要馆藏文物名录、《零陵地区志》关于江华文物的记

载摘录以及主要参考书目，以备查询。 J

六、本书记述的时间上限力求上溯事物的发端，下 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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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书编排方法以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为单位，每

个项目单独成文，按照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普查成

果项目的分类依次排列。

八、本书资料来源于各类档案、图书、报刊、旧志、文

物等，以及调查采访的口碑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有些

史实资料无法搜集齐全或难以考核的，则保留本来面

貌，注明出处，以待后人查考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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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文化软实力增强民族凝聚力

——序一

口赵荣学

当前。文化遗产事业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前所未有的冲击。“前所未有

的重视”，是指党和国家对文化遗产保护高度重视，立法

进度加快、投入力度加大、支持政策加强，文化遗产事业

得到了快速发展。“前所未有的冲击”，是指城市化进程

加速引发的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异常尖锐，文化遗产保护

处于最危险、最紧迫、最关键的局面。目前我们的文化遗

产事业发展还相对滞后，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不

相适应．同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要求不相适应。我

们肩负的保护文化遗产的任务十分艰巨而繁重。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必须站在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的高度，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理论和实践上研究探

索文化遗产保护的重大问题，谋思路，促发展。《瑶都宝

藏——江华文化遗产志》的编辑出版发行．既是近年来江

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结出的又一丰硕成果，更是进一步开

发利用文化遗产的成功尝试。我认为．《江华文化遗产志》 DD，

的出版．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大现实意义： 艇翁～

其一，这是我国编辑出版的第一部《文化遗产志》。《《!《，k“瓤

2005年底．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耐确
激亭滔一
④蠢漕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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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首次从战略的高度把“文物保护”提升到“文化遗产

保护”的概念，扩大了其内涵和外延。随着文化事业的发

展，全国各地陆续编辑出版了许多《文物志》，推动文物

保护工作向纵深发展。但能够把文物保护和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统筹考虑，从“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汇编成书

的，《江华文化遗产志》是第一部。

其二，这是民族地区提升文化软实力的积极实践。

民族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要比其

它地区付出更多的努力。虽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但经济落后并不意味着文化落后。某种程度上，民族地

区的文化遗产资源比发达地区保存得更完整，是一座巨

大的宝库。本书的出版就证明了这一点。江华充分利用

传统文化资源，提升并传播民族文化软实力，有助于增

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值得其它民族地区文化工作者

学习和借鉴。

其三．这是文化工作者开拓创新精神的具体体现。

在新时期的新要求下，江华文化工作者以更加积极的姿

态．更加自觉的行动，从理论和实践上推动文化遗产保

护方式方法、体制机制、传播手段不断创新，以此推动社

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充分体现了他们与时俱进的

探索精神和敢为人先的进取精神。在各方面不利条件

下，他们克服种种困难，以开创精神和实际行动，推动了

文化遗产保护迸一步深入，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这部专著的出版．对各地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有着示

范和推动作用。

随着文化的公共性、公益性Et益加强，文化遗产应

融人社会生活．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进一步诠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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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它们的综合价值。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今

天．如何更好地承担起文化遗产保护的责任，增强民族

文化影响力?《江华文化遗产志》的编辑出版是一次有益

的探索。在今后的文化遗产事业中。我们应运用好这次

编纂的成果。坚持把发展文化遗产事业作为保障人民基

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推动文化遗产事业的持久健康

发展。

是为序。

(作者系永州市文物管理处处长)



善于从历史残痕中研究瑶族文化

——序二

口李祥红

桌上摆放着一本《瑶都宝藏·江华文化遗产志》(评

审稿)。认真阅后，感想颇多。我县是全国瑶族人口聚居

最集中、地域最广大的瑶族自治县，人称“神州瑶都”。那

么，我们就有责任、也有条件去加强江华瑶族文化的研

究。这本《瑶都宝藏·江华文化遗产志》，可以说是研究江

华瑶文化的又一成果。它记述和说明了现在发现和掌握

的江华文化遗产。这里有不可移动文物、可移动文物、非

物质文化遗产。当然，还仅是记述和罗列，还谈不上考

证、训诂等学术式的深入研究，但为我们研究瑶文化还

是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自上古时期以来，瑶族的先民就已来到祖国的南岭

山脉，就一直生活在江华这块山清水秀的土地上，可谓

“南岭无山不有瑶”。因此，江华的文化历史，大部分都是

江华瑶族的文化历史。但是，瑶民族在成为纯一民族的

前后，都没有形成自己民族的文字，因而，在历史进程

中，文字的记载就唯一靠汉语，而且，也基本上是靠处于

统治地位的人士来记述、研究瑶族的历史。因为这种记

述是按照统治者的意愿进行的．因而这种文献不能全面

地记录瑶族的生存状况。因此，仅仅从凤毛麟角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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