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苗族调查报告(通用5篇)
随着个人素质的提升，报告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在写
报告的时候要注意逻辑的合理性。优秀的报告都具备一些什
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报
告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苗族调查报告篇一

调查对象：

苗族

调查目的：

了解苗族概况，进一步看我国民族状况，加强少数民族知识

调查方式：

资料法，利用网络查询有关资料

调查内容：

有关苗族分布，历史，风俗，文化等概况

一，概述

苗族，是我国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之一，其历史悠久、分布
面广。苗族又是一个世界性的民族，在五大洲都有足迹，主
要分布在泰国、越南、法国、加拿大、美国等国家。在国内
主要分布在贵州、湖南、云南、四川、广西、湖北、海南等
省内，其中贵州最多。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共
有3686900人，遍布全省的各专州、县（市），占全国苗族总
数的一半以上。



二，苗族源远

苗族源于炎黄时期的“九黎”，尧舜时期的“三苗”。“九
黎”是五千多年前居住在黄河中下游的一个部落，后与黄帝
部落发生战争，即历史所称的“琢鹿大战”。在战争中，黄
帝与炎帝联合，九黎首领蚩尤被黄帝擒杀，余部退入长江中
下游，形成“三苗”部落，建立了三苗国。在四千年前，以
尧、舜，禹为首的北方华夏部落与“三苗”争战近千年，最
后、三苗国被夏禹所灭。“三苗”失败后，一部分被驱逐
到“三危”，即今陕甘交界地带，后又被迫向东南迁徙，经
过很长时间逐步进入川南、滇东北、黔西北等，形成后来西
部方言的苗族；留驻长江中下游和中原地区的“三苗”后裔，
有部分与华夏部落融合，另一部分形成商周时期所称的“南
蛮”；而居住汉水中游的，被称为“荆楚蛮夷”。后来，荆
楚蛮夷中先进部分逐渐发展为楚族，建立楚。后进的部分继
续迁入黔、湘、桂、川、鄂、豫等省毗连山区，成为今天东
部、中部方言的苗族先民。

三，语言文字

苗语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族大部分兼通汉语，有些地区
的苗族还兼通布依语或彝语等。此外，大约有160万苗族人以
汉语或侗语或瑶族勉语等为母语在许多地方的苗族史诗和民
间传说中，都说苗族古代曾有文字，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失传
了。一些地方文献也曾提及古苗文。但是迄至近代，苗族地
区没有仍在使用的传统文字。近代以来，一些苗族知识分子
为了发展苗族文化教育，创制了一些方言文字，如湘西石板
塘创制的方块苗文，湘西石启贵创制的速记苗文，贵州龙绍
华运用国际音标编制的苗文课本，等等。近代，一些在苗族
地区传教的.外籍外教士为了传教的需要也创制了一些苗文，
如柏格理苗文（滇东北老苗文）、胡托苗文等。但是这些文
字，除了柏格理苗文之外，推行面十分狭窄。

新中国建立后，政府组织语言学家为苗族三大方言各创制了



一套苗文，制定了苗文的拉丁字母拼音文字方案，还把滇东
北次方言老苗文改进为拉丁字母形式。然后在一些地方开展
新文字试验推行。

四，文化艺术

苗族的种类很多，主要有三种：一是衣服、胸围镶边用的锦
边，苗语称为“耕”。二是锦带，宽2至3厘米，用作裤带、
袋带、背带等，青年男女恋爱时，姑娘多以自己精心织的锦
带赠送给情哥。三是锦幅，苗语称为“伦”。锦幅多用作背
面、背带兜等。

蜡染，也是苗族著名的传统工艺。苗族染的图案是苗族妇女
的天才创作，是她们现实生活的反映，代表着她们的美好心
愿和对生活的追求。在苗家看来，蜡染艺术是美的象征，也
是爱的表示，不仅自己要发扬，而且乐意传授给别人。蜡染
艺术漂洋过海，传到国外，或许就是这个原因。

五，传统节日

苗族的传统节日有苗年、四月八、龙舟节、吃新节、赶秋节
等，其中以过苗年最为隆重。苗年相当于汉族的春节，一般
在秋后举行。节日早晨，人们将做好的美味佳肴摆在火塘边
的灶上祭祖，在牛鼻子上抹酒以示对其辛苦劳作一年的酬谢。
盛装的青年男女跳起踩堂舞。入夜，村寨中响起铜鼓声，外
村寨的男青年手提马灯，吹着芦笙、笛子来到村寨附近“游
方”（即男女青年的社交恋爱活动），村村寨寨歌声不断。
龙舟节是每年农历五月二十四至二十七日，此时万人盛装，
云集江边，参加龙舟出发前的献祭活动。比赛开始，几十条
龙舟破浪前进，两岸锣鼓、礼炮齐鸣，观众呐喊惊天动地。
岸上还举行对歌、跳芦笙舞等活动。入夜，余兴未尽，青年
男女相聚对歌，倾诉真情。

六，民族历法



苗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也是中国最早定居的民族之
一。远古时期，苗族文化科技十分发达，苗族有古历体系。
中国苗族古历体系属阴阳历，以太阳历为主。苗族古历以十
二生肖记时、日、月、岁，一岁365。25日，阳历平岁365日，
闰岁366日。苗历除使用十二生肖记时、日、月岁外，还用自
然数相辅助记时、日、月、岁。中国苗族古历的使用时限，
上溯至少可达一万年，下限是光绪三十三年（即公元19）。
中国苗族古历体系表明十二生肖、七曜历和二十七、二十八
宿均产生于中国，后传入巴比仑、印度等国。由此可见：中
国苗族古历是中国历法之母，也是世界历法之母。

七，宗教习俗

苗族过去信仰万物有灵，崇拜自然，祀奉祖先。“牯藏节”
是苗族民间最大的祭祀活动。一般是七年一小祭，十三年一
大祭。于农历十月至十一月的乙亥日进行，届时要杀一头牯
子牛，跳芦笙舞，祭祀先人。食时邀亲朋共聚一堂，以求增
进感情，家庭和睦。

苗族的主要信仰有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等原始宗
教形式，苗族传统社会迷信鬼神、盛行巫术。也有一些苗族
信仰基督教、天主教。苗族信仰佛教、道教的极少。传统地
讲，苗族对一些巨形或奇形的自然物，往往认为是一种灵性
的体现，因而对其顶礼膜拜，酒肉祭供。其中比较典型的自
然崇拜物有巨石（怪石）、岩洞、大树、山林等。此外，苗
族认为一些自然现象或自然物具有神性或鬼性，苗族语言往
往鬼神不分，或者两词并用在许多地区，苗族还认为自然界
存在许多精怪。在一些苗族地区，人造物崇拜有土地菩萨、
土地奶、家神、祭桥、水井等。

图腾崇拜方面。东部地区许多苗族与瑶族共同崇拜盘瓠（一
种神犬）。他们世代传说着“神母犬父”的故事，把盘瓠视
为自己的始祖。中部地区一些苗族认为他们的始祖姜央起源
于枫木树心，因而把枫树视为图腾。另有一些地区的苗族以



水牛、竹子等为自己的图腾崇拜对象。

普遍地，祖先崇拜在苗族社会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他们
认为祖先虽然死去，其灵魂却永远与子孙同在，逢年过节必
以酒肉供奉，甚至日常饮食也要随时敬奉祖先。许多地区定
期或不定期地举行祭祖盛典，在湘西有“敲棒棒猪”、“椎
牛祭祖”，黔东南有“吃牯脏”，黔中地区叫“敲巴郎”，
黔西北、滇东北有打老牛习俗。其中，黔东南的吃牯脏至今
盛行不衰，最为典型。

大多数苗族人虔信巫术。主要的巫术活动有过阴、占卜、神
明裁判、祭鬼等，此外还有蛊术等。

八，饮食习惯

大部分地区的苗族一日三餐，均以大米为主食。油炸食品以
油炸粑粑最为常见。肉食多来自家畜、家禽饲养，四川、云
南等地的苗族喜吃狗肉，有“苗族的狗，彝族的酒”之说。
苗家的食用油除动物油外，多是茶油和菜油。以辣椒为主要
调味品，有的地区甚至有“无辣不成菜”之说。苗族的菜肴
种类繁多，常见的蔬菜有豆类、瓜类和青菜、萝卜，大部分
苗族都善作豆制品。各地苗族普遍喜食酸味菜肴，酸汤家家
必备。苗族的食物保存，普遍采用腌制法，蔬菜、鸡、鸭、
鱼、肉都喜欢腌成酸味的。苗族几乎家家都有腌制食品的坛
子，统称酸坛。苗族酿酒历史悠久，从制曲、发酵、蒸馏、
勾兑、窖藏都有一套完整的工艺。日常饮料以油茶最为普遍。
湘西苗族还特制有一种万花茶。酸汤也是常见的饮料。典型
食品主要有：血灌汤、辣椒骨、苗乡龟凤汤、绵菜粑、虫茶、
万花茶、捣鱼、酸汤鱼等。

九，民族服饰

苗族服饰式样繁多，色彩艳丽。苗族“好五色衣裳”的记载；
苗族妇女的服装有百多种样式，堪称中华民族服装之最。较



有代表性的传统盛装，仅插在发髻上的头饰就有几十种。头
饰包括银角、银扇、银帽、银围帕、银飘头排、银发簪、银
插针、银顶花、银网链、银花梳、银耳环、银童帽饰。

苗族妇女上身一般穿窄袖、大领、对襟短衣，下身穿百褶裙。
衣裙或长可抵足，飘逸多姿，或短不及膝，婀娜动人。便装
时则多在头上包头帕，上身大襟短衣，下身长裤，镶绣花边，
系一幅绣花围腰，再加少许精致银饰衬托。苗族男子的装束
比较简单，上装多为对襟短衣或右衽长衫，肩披织有几何图
案的羊毛毡，头缠青色包头，小腿上缠裹绑腿。苗家的姑娘
最爱穿百褶裙，一条裙子上的褶有500多个，而且层数很多，
有的多达三四十层。

十，婚丧习俗

招郎主要流行于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和湘桂交界等地区，
以城步苗族最为盛行。大山区苗族妇女享有较高的地位，一
般不外嫁，留在家中“讨丈夫”，无儿无女的人家，也往往要
“接”一个女儿，长大后，“招郎上门”，延续家族，而让
男子出嫁，称为“招郎”。“招郎”入门后，女家长辈称其
为子、为侄，忌称女婿、侄郎；同辈称兄道弟，忌称姐夫、
妹夫；小辈称伯伯、叔叔，忌称姑爹。

在青年男女婚恋过程中也必不可少的食品是彩色糯米饭。湖
南城步的苗族把画有鸳鸯的糯米粑做为信物互相馈赠；举行
婚礼时，新娘新郎要喝交杯酒，主婚人还要请新郎、新娘吃
画有龙凤和奉娃娃图案的糯米粑。十一，民族舞蹈苗族人民
能歌善舞。苗族的“飞歌”高亢嘹亮，极富感染力；舞蹈有
芦笙舞、板凳舞、铜鼓舞等，以芦笙舞最为普遍。芦笙舞在
正月十五、三月三、重阳节等节日及建房、丰收、迎亲等日
子里跳，舞姿多重下肢变化。

民间群众性芦笙舞一般由二至五名男子吹芦笙领舞，其他人
围一圆圈踏乐而舞，场面壮观、气氛热烈。竞赛性的芦笙舞



一般在节日或集会上由少数技巧较高的男女表演，一般二至
四人，动作有大蹲、屈身乃至仰卧、倒立等高难动作，很受
群众欢迎。

十二，苗族建筑

苗族由于特有的迁徙历史，在建筑选材和房屋构建行程自己
特有的建筑风格。苗家人喜欢木制建筑，一般为三层构建，
第一层一般为了解决斜坡地势不平的问题，所以一般为半边
屋，堆放杂物或者圈养牲畜，第二层为正房，第三层为粮仓，
有的人家专门在第三层设置“美人靠”供青年姑娘瞭望及展
示美丽，以便和苗家阿哥建立初步关系。苗家整个村寨都使
用木材作为建筑材料，被现代建筑学家们誉为最具生态的建
筑方式，木制杆栏式建筑既解决了山地建筑平地少的问题，
也解决了农家杂物堆放及牲畜的圈养问西江千户苗寨、坡脚
寨、南花苗寨、大簸箕苗寨、格多苗寨是苗族村寨的出色典
型。

苗族调查报告篇二

在一望无际，神秘莫测的大海上，夕阳西下，旭日东升，海
鸥翱翔飞过，一群水手在这儿上演着一场惊险、曲折、扣人
心弦的话剧.

故事主人公以实玛利受雇于"裴廓德号"出海猎鲸。船长亚哈
是个狡猾老练的水手，计划向一只前次航行中毁了他一条腿
的"海上恶魔"--白鲸莫比·迪克复仇。大副斯达巴克试图说
服亚哈放弃复仇计划，但疯狂的船长胁迫他遵从命令。后来，
他们发现了白鲸，亚哈在与之交战三昼夜后，用鱼叉刺中了
莫比·迪克。白鲸被激怒，将"裴廓德号"撞沉，所有的水手
只有实玛利一人被救起，其他人以及亚哈船长都与"海上恶
魔"消失在大海上，复仇计划也以失败落幕。

在亚哈船长离奇的暴躁下，水手们给予的是理解和宽容。而



在亚哈船长的责备中，他们奉献的是不变的忠诚，他们的团
结协作、不惧牺牲、忠心耿耿、奋勇当先，面对任何天大的
困难都充满信心，毫不畏惧，这些宝贵而又高尚的精神，难
道不值得我们去学习吗?他们是真正的英雄!他们相互信赖着
对方，就是因为这样，他们才有了信心，才能得到与这只"海
上恶魔"英勇交战的勇气，他们这种令人敬佩的力量以随着令
人望而生畏的海水将白鲸吞噬。

《白鲸》告诉了我一个道理："人生的道路是因为坎坷而曲折
才美丽，如果一个人从没有过失败，那他就也不会有真正的
成功。只有迎难而上，尽自己的全力爬上了山峰，你的人生
才会变得辉煌，那时，你一定会看到胜利后的'美景'!摔倒了
爬起来时，成功其实已在你的身旁，只差一步之遥。只有一
次次的失败，才能让我们有坚强不屈的意志和大海般宽广的
胸怀!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因为信心一定是超过你所取得的成
就的，信心是成就之母。"

亚哈船长、魁魁格，还有斯达巴克他们，将永远不能回到南
塔开特了，但对于这些勇敢的水手来说，大海，才是他们真
正的故乡!他们将永远跟大海作伴!

湘西苗族地区的文化调查报告

屏边苗族芦笙文化初探论文

苗族鼓舞艺术特征及发展论文

资源五排苗族歌俗文化调查论文

浅析中越边境苗族中学生流失原因及对策论文

湖南省关于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实施细则



读书笔记随笔

贷款调查报告

规范调查报告

苗族调查报告篇三

民歌是最古老的民族艺术之一,其中承载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内
涵和民族精神。民歌起源于劳动，产生在劳动人民的社会实
践中，它经过广大人民群众口头传唱、广泛流行和集体加工
而形成，是人民群众集体智慧的結晶。民歌的特点是用朴实
洗练的语言、生动形象的比喻，塑造出鲜明的艺术形象，深
刻地表达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願望愿望，反映着时代面貌，
具有醇厚朴实的气质和真挚动人的感情。湖南民歌，源远流
长，浩如烟海。时而高亢，时而婉转，时而诙谐，时而泼辣，
从不同的方向和角度，反映着这“一方水土一方人”的思想、
感情、理想和愿望。在漫长的岁月中，她总是牢牢的扎根于
三湘四水河畔的泥土之中，像一朵朵山野之花，千姿百态的
装点着那些“泥脚杆”们朴实平静的而又丰富多彩的生活。

湖南民歌作为中国民歌的一个支流，历史悠久。春秋战国时
代，湖南属楚国辖境，民俗信鬼而好祭祀，祭祀时必有歌乐
鼓舞以娱神，诗人屈原就根据楚国民歌加工整理的《楚辞》，
其中《九歌》中的《湘君》、《湘君夫人》两章就是祭祀湘
江水神时所唱的民歌。从屈原根据这一带的民间歌曲而创作的
《楚辞》中，可略知当时民间音乐的风格。《楚辞》具有浓
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充满大胆的想象、追求和寄托，是中国
古代文学时尚的一个里程碑。流传至今的湖南山歌，仍是浪
漫主义创作风格的延续。

湖南地区分为汉族民歌和湖南少数民族民歌两大部分。如同
我国民族居住特点一样，湖南汉民族人多域广，而少数民族
却地广人稀。湖南汉族民歌按地域分为湘中、湘东、湘西、



湘南四个民族色彩区，少数民族则以土家族、苗族等为代表。
民歌与地方方言音调有着密切的关系，湖南历来有句俗
语：“隔山不同音”，这便说明了湖南的语言的复杂性。各
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语言，而为数众做的汉族人民，各自
的方言也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湖南民歌的方言音韵极具特点。
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传统，再加上地形条件的不同带来
的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各民族自己的传统和风俗习惯差
异，地方方言的多样性，形成了湖南各地区民歌风格和色彩
的丰富多彩的局面。

通过几代作曲家的不断探索，已经创作出了一批批极有影响
的作品。如：《洗菜心》、《打硪歌》、《马桑树上搭灯
台》，《板栗开花一条线》等等。但要说到最具影响力的，
那还得说那首脍炙人口的——《浏阳河》。《浏阳河》这首
乐曲原是50年代由著名的戏剧作曲家唐璧光先生所创作歌曲，
旋律流畅、优美动听，深情的表达了人民对家乡和生活的热
爱。这首影响着几代人的歌曲，以它优美、流畅的旋律，亲
切明快的情绪，成为举世公认的一首脍炙人口、蜚声中外的
精典名曲，曾被收入《世界名典汇编》、《中国名典旋律辞
典》、《中国百首精典名曲》等辞书中，并改编为合唱曲、
器乐曲、琵琶独奏曲、钢琴协奏曲等，以各种不同风格的演
奏、演唱形式，歌颂了毛主席的光辉形象，震撼着人们的心
灵。

而随着现代化、全球化的推进,民歌面临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
型问题。近年来流行的“新民歌”根据旋律风格和演唱方法
可以分为“艺术类新民歌”和“通俗类新民歌”两大类。新
民歌虽是作曲家个人的创作,但其旋律的基础音调大体来源于
传统民歌、戏曲音调或传统器乐曲。某些“新民歌”虽然是
创作歌曲,但从音乐的本体特征上看,它们应该是属于“民
歌”的范畴的。

像这首《浏阳河》就是这样，超级女声周笔畅在末的专辑
《now》里用《浏阳河》完成了一段文化的传承，李谷一老师



的加入，经典唱段的融入，勾起几代人的回忆。但这首歌并
不是一份复制品，它是属于这个时代的，属于为梦想离别故
土的游子。上一代人也许为生活所迫踏上远行的路，这一代
青年更多却是为增广见闻实现理想奔向大千世界，于是“让
我经过你那些的经过，更勇于不同”。“雨点找到了长河，
回忆找到主题歌”，往日长辈颂唱过的浏阳河，今日于游子
心间流淌，将惆怅与希望都变金黄。温暖的《浏阳河2008》，
既蕴含了游子对家乡的深深眷恋，更有成长的勇敢。这首
以r&b曲风为主、融合了传统中国湖南民歌的曲子音调优美，
画面感很强，同时对中国的文化、歌曲、民歌进行了重新地
挖掘。

这算是个成功的例子，当然，类似的这种做法越越来越流行
开来。如今的社会似乎很多人都喜欢从传统和经典中吸取养
分，继承和发扬传统本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但是如何取舍、
如何借鉴却是一个有待解决的大问题。改编的本意就是借着
经典的气势让新作品成为经典的“尾巴”，让经典再度流行
才是主要目的。民歌的出现都是与当时的时代息息相关的，
对于如今的年轻听众缺乏吸引力。那些流行的东西更让他们
心动，试想一下如果用这些经典的旋律配上这个时代的语言，
影响会比那些时下流行的东西更好。

我国的民歌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丰厚的艺术积淀，当前随
着改革开房的春风，文艺百花园中民歌演奏迈出了一大步，
架起了民歌与通俗歌曲之间的桥梁。湖南的民族音乐文化，
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湖南各
民族的民间歌曲一般都短小精炼，风格各异，它们都是湖南
各族人民对人类精神文化宝库的贡献。

湖南的民族歌曲在一步一步地成长，正是因为这些流行因素
的渗透，才使得湖南的民间歌曲的声韵风俗更有特色、别具
一格，从而得到更多人的认识与青睐。

音乐学周诗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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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调查报告篇四

我真不明白，虽然说白鲸是珍惜动物，可能人人都想看一眼，
可是想要杀死白鲸，谁会去想。其实一只白鲸的出现有他们
的原因，一只白鲸让它们自生自灭，为什么要去追杀它们。
我理解你们的心情，你们追杀白鲸是为了多赚点钱，可是这
是自然生态，为什么要去破坏它。你门要知道白鲸是一种有
灵性的动物，不止是白鲸，很多所有的动物都是有灵性的，
就算是凶猛的狮子，只要你不伤害它，用心去跟它交流，迟
早有一天它们会跟你成为朋友。

(他们指得是动物)要把他们残忍的杀死。

大自然有大自然的规律，人类有人类的规律，我们要让这种
大自然的生态继续发展下去，不要去破坏它们。

苗族调查报告篇五

苗族大多数居住在山区，“所在多深险”，条件较差，但也
有不少居住在山间平旷之地。苗族多是聚族而居。据《宋史・
蛮夷传》载：“诸蛮族不一，大抵依山谷，并树木为居。”
村寨周围大都茂林修竹，风光绮丽。苗族住宅的房屋式样很
多，各地苗族因经济、地理等情况不同，对所修建的房屋不
仅有差异，而且其居住习俗也因地区或姓氏的不同而有差异。
对苗族居住习俗的了解，对于深入理解苗族文化的特质有着
特有的价值。

黔东南、川东、桂北的苗族住房有平房和楼房两种，多数为
瓦房，也有少数草房。平房一般为三开间，少数为五开间，
中间一间为堂屋，设有神龛祀奉祖先，两端为开间，各分为
前后两间，后为卧室，前为厨房、休息用餐之所。平房之上
有矮楼，作贮藏粮食等用。楼房多为两层，上层住人，下层



关养牲畜及堆放杂物，在坡度较大的山腰，多半建“吊脚
楼”。湘西、黔东北苗族的住宅多为平房，形式和使用情况
同黔东南的平房大体相似，条件好的人家还另建“偏厦”，
作厨房或牲口圈。云南省文山州有些苗族住宅四壁多用竹条
编织，抿上泥土，屋顶盖草，有些地方因常起大风，都建平
房，盖草后再糊一层泥土，以防吹翻。昭通一带苗族还
搭“杈杈房”。海南岛苗族住宅为长而窄的草房，多为三门，
大门开在正中，屋檐较长。

民国时期，湘西苗族地区的房屋有瓦屋、茅屋、杉木
屋、“人字棚”等四种。据石启贵的《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
告》记载，茅屋多为三柱竖立，即房屋上面用长木两根，木
条端凿开公母之马口，以穿上木栓而相互套住，成剪刀形，
架于柱上。剪刀架上安行条，行条上横系以竹条或藤，使之
成蛛网状以铺草于其间，盖屋之草多选用黄茅草，亦用稻草。
茅屋四周夹竹壁，糊稀泥、稻草、石灰，或夹木壁、草壁，
以避风雨。

“人字棚”最为简陋，不需工匠为之。只要办齐草料、木材，
即可架势竖起。结构样式上锐下阔，形成“人”字形故得名，
又叫茅棚子。“人字棚”矮小低窄，除一门而入内，其余封
闭无窗口之孔。杉皮屋多在盛产树的地方才有，其屋以杉皮
盖之得名。杉皮宽而长、薄而轻，组成内外两层，雨雪不易
透入，经久不致破坏。

“茅草房”“人字棚”以及“杉皮屋”在解放前较多，现在
多已改为瓦房。然而现代的瓦房与古老的住房不仅在外表上，
而且在房屋内部的结构上都一致，只是内部的宽窄和外部的
高矮有所不同。古式房屋矮而窄小，屋脊最高为5米左右，一
般为4米；现代的房屋一般高为7米左右，最高达8米。苗族住
房的最大特点是为木质结构，经济条件好的也有砖瓦结构，
但仍多在木质结构之外砌成，并设法使之连为一体。如是三
间房屋，则木柱四排。起屋多是一层楼，中柱居中，次为二
柱，再次称无柱。木柱竖成，上挂防接楼枕，安横条，钉椽



皮，盖瓦即可。周围筑土墙，或垒石壁，或装木板，或编竹
等。

苗族村寨根据地形情况可分为三种类型，即依山型、傍水型
和平地型。依山型的村寨，是依山麓的形状修建房屋的，苗
语称为“皋”；傍水型的村寨是沿水流曲折为村落，苗语
叫“佳”；平地型的村寨是将村落散布于平地的一端或中部，
苗语叫“垌”或“排”。此外，随着交通的发达、城镇的兴
起等，苗族村寨的择地与坐向测定也有所改变，但基本上仍
保持坐北朝南的坐向。

苗族住屋的外形，不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其外表形式只
有两种，一种叫全平式，一种叫内窝式，或叫倒凹式。

全平式是指房屋的外表是“一”字形，即房屋大门的设计与
房屋南面从东到西的房屋板壁形成“一”字，中间没有凹或
凸的现象，这种房屋的檐较宽大。这种全平式的住房，其大
门为六合门，即中门左右两侧各有一个旁门与中间相连，三
个门的高度与宽度一致。中门苗语称为“明株”，即大门之
意，大门左右两侧的旁门分别叫“竹诺”“竹最”。另在中
门两旁还各开一个窗户，窗户距中门的距离是相等的。其窗
框可以全是空的，也可以安装有规则的格形花样，以饰其美
观。倒凹式住房即是在房屋中间的前部要向内退去一个柱子，
其格式为东西扭抖，或叫左右扭棍，向屋里凹进去叫左右扭
楠，或称东西扭楠，使之成倒“凹”形。这种房屋的大门只
有两扇，两边无旁门，门的位置设于左右扭楠。在东扭和西
扭抖的东西两侧各开一个门，这两个门的名称是以主人家的
夯公的方位所在地来定名的。夯公在东面的门苗语叫“竹
对”，西边的门苗语称“竹左”。这两个门的高矮、大小和
宽窄都完全一样。东门的户枢在西，其门向东开；西门的户
枢在东，而其门向西开。不论是竹对还是竹左，均面对庭院，
庭院苗语称“果吉”，即晒坪之意。如果在东西扭抖的左右
房屋板壁上不开门，那么，竹对和竹左就开在德德排放（小
坪院）的左右，也就是在沿东扭楠向南或沿西扭楠向南的板



壁上各开一个门。这两个门枢都设在南面，门向北开。另外，
在房屋的外形上，不论是全平式还是倒凹式，在屋顶上都有
瓦脊。在房屋的正中，瓦脊中间有顶，其形态有堆成古钱的，
也有堆垒成“品”字形的。在瓦脊的东西两端，既可以做成
翘棱形，亦可以做成羽翼形，也可以什么都不做，垒上一叠
瓦即可。

湘西苗族房屋是有一定讲究的。就一般的三间屋而言，中间
一间汉族称为堂屋，而苗语叫“曹邶”，堂屋的东西两间分
别称“夯公”与“芭贝”。夯公与芭贝的方位是根据主人家
来定的。夯公意为祖先的方位，在苗族房屋中是最神圣的部
位。夯公一般都铺有地楼板，这个地楼板苗语为“宗”
或“吉宗”。夯公的对面为芭贝，芭即末端，贝为房屋之意，
合起来意为房屋的末端，苗语又名“吉左”。

在夯公的中间（以中柱为中心）设有“火堂”，苗语称
为“库吉道”，火堂中央放置三脚架，苗语为“果钢”。三
脚架是铁制的，扁形，外口大内口小，呈斜坡形，外口背面
按比例铸有三条腿落地。这三条腿苗语称“果专钢”。火堂
呈四方形，四边镶以石条，地楼沿石条铺设。冬天，家人常
在此取暖，也在此烹饪饭菜，时常还放一个鼎罐在旁边热水。
鼎罐煨于上方为生水，即活人吃的水，煨于下方为死水，因
为苗家老人去世时，煨菖蒲水浴身时总放于下方，故谓之死
水。于是，通常煨饮食开水，均于上方煨之。

火堂的东边或西边是夯公，夯公以中柱为中心，中柱离火堂
约1.5米。中柱南北各1.5米的范围是夯公的核心区域。在这
区域内除了放置有灯座用来照明外，还放有三个碗，用以表
示祖先神位。夯公的南边，以扭楠为中心的地方称“夯碗”，
是放锅、鼎及碗柜的地方。夯碗的南端，沿扭向北有一个小
推拉门，苗语称“德德竹”。夯公是主人家祖先灵位的集中
地，因此，夯公所在方向的座位是老人和长辈坐的，年轻人
是不允许坐的。家庭中的女性，只有祖辈于此就座，母辈也
不能坐在此方向。凡坐此方向的`人，不论任何人都不能放屁。



如果客中老辈偶有失误，客人会因羞见主人而自动离去，主
人如果知道内情也不挽留。因为这种失礼行为是对主人的轻
视或歧视。但如果客人出现此类现象后，可以立即向主人表
示歉意，并将座位从夯公移开到他处就座，或者客人长者离
去后托人在其他时间向主人赔不是，以恢复和好。如果客人
离去后又不向主人表示任何歉意，以后这位客人就不再受欢
迎了。

火堂的北面，苗语称为“壬不”，是尊贵客人的座位。壬不
的北面沿着东西扭楠向北到东西扭棍，可以隔开组成一间房。
这间房为主人父母的卧室，如果主人的双亲辞世了，它就是
主人的卧室了。火堂的南边，苗语称为“夯不”，也是客位，
是一般客人的座位处。靠中堂的那一面，苗语称为“杯宗”，
是主人家的座位和活动的地方。

客人进屋后，必须按方位就座，不得坐错或有失误。除此之
外，还要观察这家的夯公是否有标志，如果有标志的话，除
了上文讲的座次及不许放屁之外，还应该注意如下一些禁忌：
如果主人家在火堂中烹饪食物，当主人正在操作时，吸长烟
袋的人，在用火点烟时，千万不要将烟锅头往三脚架上碰，
也不能动手弄火。如果客人碰了三脚架或帮助拨弄火，主人
当时不说什么，但这一锅饭菜主人家是不会食用的了，将全
部端给客人食用；客人吃不完，主人家用东西包好，待客人
走时让其带走，这时客主双方都难为情，特别是客人更为难
堪。关于苗家的夯公，湘西苗族有的姓氏有两处。凡有两处
夯公的，一处即是上文所言的位置，另一处则在从扭楠到扭
即扭棍处设有祭坛，祭坛也放有三个碗，这是老祖先的所在
地。这个方位一般放有杂物，如专放有箩筐、背笼等来拦住
以免他人在此就座。如果进屋后发现有此设施，而且这家人
现在的夯公就是朝东的，这就是“冠那的住家”，便可确认
这家人乃是石姓中大哥家的后人。逢年过节，对这两处的夯
公都要祭祀。也正是这样，“冠那人家”的后人的住屋必然
是全平式的。



此外，有的人家还把夯公的位置设在中堂北面的板壁上，苗
语称为“相佩”或“宗登”，即汉族所称的神龛。逢年过节，
与其他处的夯公一道祭祀。在中堂还有一个设施，称为“板
柔戎”，即龙石板的意思，也是主人家的龙神所在位置，这
也是不容许他人去踏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