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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l自古以来，梳子就是女藏子的贴身之物，研究梳子雕刻，以及它上面绘制的苗族图案。它不但精美而且还体现了苗族地区的民族

工艺特色．本梳上苗族绘画工艺，是民族工艺美术中冰山一角，但它内蕞看深厚的民俗意蕴，所体现出来的装饰的图案。把这些民俗意殖叉
表现得淋漓尽致。

【关键词】禾梳传说故事工艺美术

无论是哪个民族，他们都有爱美的习惯，虽然他们所表达出 蛇、水牛，最后出来的是人类的始祖姜央。这些动物出来之后，

来的方式不一样，但足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梳装打扮自

己，使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显得那么的多彩漂亮。

苗族人民自古以来就足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民族，他们在

原始社会时期，就有着许多的创造发明。比如，在蚩尤时期，就

发明了。刑法”、。兵器”、“宗教”等，除此之外，还发明了

许多的日常生活用品，发明了装饰物。梳子就是苗族少女的一件

不可缺少的心爱之物。梳子是一件极为普通的牛活用品，在现在

的苗族少女们的头上，几乎都能看见它的存在，苗族少女几乎每

时每刻都梳理自己的头发。在节日里，他们随时都会梳理打扮自

己，对自己的头上进行“塑造”，做出一种特别的发式，然后就

把梳子插在发根上，显得那么地丰富多彩。

也就是因为梳子在苗族少女们头上的重要，苗族人民对梳子

已经不仪仪是满足于简单的梳理打扮使用，而是对梳子进行了一

些符号设计和刻画，使梳子的价值又有了其更深的意义。

一、苗族梳子的来历

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苗族少女们的衣装打扮与其他的民

族有所不同，在苗族村寨里，有许多的家庭都会制作梳子，那天

然树木经过能工巧匠的手，就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加工出来，而这

个加工却不足那么的简单，而是完全从装饰的角度来展示，他们

把苗族人民的祖先流传下来的历史和生活习惯都一一刻画在木梳

上，这样的刻画，一是为了纪念祖先的英勇事迹和勤劳勇敢的形

象，二是为了展示木梳的造型美丽，装饰大方的形状，所以在制

作木梳中，其工艺特色和审美意识是特别的讲究。

1．木梳的传说

根据苗族村寨的一为叫吴银九的老人讲：苗族人的木梳看起

来很简单，其实里面有很深的道理．因为在很早的时候，苗族人

在黄河流域一带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苗族的少女从头到脚都打

扮的非常艳丽，木梳就是一件苗族少女们的心爱之物，木梳也有

着他们的历史及其意义。

木梳就是有着特殊的纪念意义，是苗族人们刻在上面的一些

符号标记，也足记录苗族人民在原始社会时期的战争和迁徙的记

载，在一些木梳上，就专门刻有黄河流域的河流形状，刻有在黄

河流域时期在战争中使用过的兵器的形状记录．刻有苗族人民在

战争失败之后，一路迁徙经过的地方的山川河流，所以木梳的每

一把制作都不是一样的图案造型，但内容都是以记载苗族人民的

历史而体现的，可以说是一个史书的符号记录，而木梳就是这样

根据苗族人民自己的喜欢和对那失去家园的纪念而来的，是苗族

人民的历史记忆。

2．木梳的制作

梳子’I：艺制作有它的独特性，在木梳的上面，刻绘有苗族人

喜欢的动植物形象和一些兵器的图案纹样，它不仅精美，而且还

体现出了苗族人民的喜好和个性特色。

木梳在制作上，除了选好一种适合做梳子的材料以外，在

制作过程中，也因为图案的需要，对一把木梳的形状、大小的变

化都有一定要求，特别是图案中的形象有很多的讲究。如牛的图

案纹样在木梳里的造型就特别地站主要位置，因为牛是苗族崇敬

的动物形象之一。它是苗族人民远古时期的“兄弟”，在苗族古

老的传说里，蝴蝶妈妈是他们的始祖．她生了十二个蛋，这些蛋

经过鸲鹆十二年的孵化，先后出来的是老虎、雷公、螟蚣、龙、

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对环境的需要也不同，都想占领

一个属于自已的地盘，所以在他们这些“兄弟”里，发生了“战

争”，也就是在他们之间相互比武，看谁的本事火。最终，由于

姜央的智慧超群，战胜了所有的“兄弟”，把他们一个个地赶到

了深山老林里去了，只有是牛老老实实地留在了姜央的身边．帮

助姜央建立家园。

所以木梳在制作中，这样的图案是必不可少的表现形式，这

种表现形式，就是苗族人民的民族特色，是他们在千百年中创造

的审美观念，有独特的民族文化气息，这样一件小小的木梳工艺

制作品，让人们看见它的时候就会爱不释手，不了解它就不知道

它在平凡的世界里展示着它不为人知的故事及深厚的文化底蕴。

二、木梳的作用

在今天，梳子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上不可缺少的伴侣，它的主

要作用已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巾体现出来了，但在苗族地区，它

用图还是保持原始时期的那种形式和寓意。

在苗族地区，就流传着一个古老而动人的传说故事，在很久

以前，有一个苗族小伙子，他长大成人后，喜欢上了一个漂亮的

女孩，并送给了女孩一把刻有图案的梳子，而那个女孩不知道男

孩的心思，这个男的用自己的方式去爱她，这样，一年一年的过

去了，每年女孩都会收到男孩托人送来的梳子。女孩被别的男友

接走了，他们两个最终没能在一起。

后来，在女孩生日的时候，那个男孩又托人送了一把刻有苗

族青年男女“游方”(苗族人的恋爱形式)的梳子，非常浪漫，

给女孩展示了那个美好的回忆，女孩忽然才发现，自己的真正爱

的人就⋯直以一种浪漫的方式伴随着自己．
1

三、木梳的工艺

在少数民族地区，各种信物都能代表爱情的传递，但在苗

族里，木梳更能体现出男女青年人的用心，因为在苗族少女的头

上随时都有一‘把梳子戴在头上，所以更能代表青年人的爱情表

达，这样一件信物，上面就刻画了他们对爱情的向往，就会把自

己的心思、追求刻画在木梳上面，这样的传承形式一直延续到了

今天，这个对与我们研究和欣赏有着极大的作用，也是开发和了

解苗族民间历史和文化现象的一个方式，特别足木梳上的绘画艺

术，我们研究它的形式，找到了它的规律，在木梳上的刻画上，

大致有以下几方面来表现形式：

1．服饰方面

苗族地区的民族服饰多以强烈的对比色彩，追求颜色的浓郁

和厚重的艳丽感，一股均为红、黑、白、黄、蓝五种。苗族盛装

是为节日礼宾和婚嫁时穿着的服装，繁复华丽，集中体现苗族服

饰的艺术水平。在这样的装束上，苗族的木梳是不可缺少的一件

饰品。有的为了结合服饰的丰富，也在木梳上包银片，并打上银

饰花纹，非常协调。

2、风俗习惯方面

苗族是一个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的民族，他们喜欢把一年四

季都以节日的形式来过好每～天。例如苗年、踩鼓节、芦笙节、

爬山节、吃新节、龙船节等等，节日的规模与形式也不尽相同。

节日青年们提供了谈情说爱的好机会，许多青年就足通过节日中

的对歌、对芦笙传达爱情，结成美满婚姻的，在这样的活动前，

苗族少女们都要在自己家中精心输理大半天时问，要把头发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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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区传统民居建筑文化
——“传统"、“传统文化"的定义

王琳
(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四川成都641006)

【摘要】藏区传统民居建筑文化是藏学研究中相对较少的学科，而在研究传统民居建筑文化之前，蓥须先明确“传统”、 “传统文化”的

定义，为研究藏区传统民居建筑文化提供曲须的先备条件。

【关键词】藏区民居、传统、传统文化

1．藏区传统民居建筑文化
藏区传统民居建筑文化根植于悠久的历史民族文化之本，有

着与西方迥异的民族特性，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国内对藏区民

居建筑的理论分析很少，大多是最近几年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

群体、民居、园林资料少而且零碎，其中1989年版《四川藏族住

宅》是较好的四川藏族民居资料，分类较细，涉及群体布局、单

体空间与结构布置、装修与构造等。‘众多学者对藏族文化的探索

和研究也从未间断，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的文献典籍仍在日积月

累。从独特的物质文化到行为文化，再到无比丰富的精神文化，

藏族文化不谓不博大，藏学研究不谓不繁荣。而对传统民居的研

究从四十年代刘敦祯教授首次提出把民居建筑作为一种建筑类型

来研究开始，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也出版了很多专著。民居

研究己开始多角度、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已经从单纯的建筑学范

围扩大到与社会、历史、文化、民族、民俗、语言、美学等学科

结合在一起的综合研究。但是总的说来，以往这些对传统民居的

研究还只是停留在“是什么”的阶段，它们较多注意平面布置和

类型、构造材料做法以及内外空间、形象和构成，虽然也探讨历

史背景、文化因素、气候地理等自然条件以及使用者的生活、习

俗、信仰等对民居建筑的影响，但较多的足从形式上来说，很少

对民居建筑环境的发展演变机理进行综合性的研究。

最近几年，藏区的经济得到了飞跃式的发展，民居改扩建

工程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正在快速稳定地进行中，针对

这些情况，2004年7月30日保护西藏传统建筑文化座谈会及《西

藏传统建筑导则》赠书仪式在北京国谊宾馆举行：来自中国工程

院、中国建筑设计院、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中国城市规划研究

院等单位的著名专家、学者就保护西藏传统建筑文化提出了很好

的建议，西藏传统建筑文化具有鲜明的建筑艺术形式和建筑艺术

风格，是中华民族建筑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应当用科学的发展

观，进一步开展多层面的西藏传统建筑文化的研究。专家学者认

为：要尽可能吸取、借鉴和反映西藏的优秀建筑文化，保护好建

筑的风格和历史街区原有风貌，提高保护西藏传统建筑文化的认

识。在建筑的规划选址、建筑方案设计以及建筑材料使用等各个

方面要充分尊重和服从汉地管理，使项目建设充分体现地方和民

族特色⋯。看来，保护独具特色的民族传统文化迫在眉睫。

2．“传统”、“传统文化”的定义

藏式传统民居是与自然环境最密切相关的建筑形式。是藏

区广大劳动人民在传统建筑哲理思想的影响下，崇尚自然、结合

不同气候、民族风俗习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运用世代相传

的朴素的建造技术，自己设计、自行建造的供自家使用的居住建

筑。“人们对西藏传统文化的认识就出现了各种不同，甚至完全

相反的看法。我们认为，全盘否定和全盘肯定的做法都是不科学

的，也是不可取的态度。那么究竟应该怎样对待才能做到客观公

允的对历史负责呢?惟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不断地学习和深入地

研究它，对它进行理性的批判和扬弃，并在实践中不断地检验、

丰富和发展它。” 旧1其实人们会对西藏传统文化的认识表现出

不同看法，除了对西藏的历史文化掌握的不够系统与全面之外，

还因为对“传统”及“传统文化”的定义界定的不够明确，有的

甚至将一些传统习惯看作是传统文化。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文化的创造都离不开人的生活需要，一

种文化的传承也离不开人类自身的繁衍，在‘正典与资源一当代

艺术中的传统转换辨证》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随着考古的许

多新发现、文化遗产的开掘与整理、公私收藏的披露与浮现，关

于‘传统’的视域正在迅速的扩展，中国艺术传统特别是视觉艺

术传统在时间上不断向前延伸，在内容上更是无限丰富，这就为

今日艺术创造对传统内容的选择吸收带来多种可能性。能够进入

创造视野的传统越大，就越发检验着选择者的知识结构与文化眼

光，因为，不断丰富的传统也同时使传统显得驳杂，成为一个视

觉的迷宫。”¨J“传统”是一个名词，在今天的文化条件下，

“传统”这个概念在扩大，对于“传统”的定义也说法不一，本

文主要根据部分词典以及一些学者对传统的理解来下一个定义。

传统是基于特定民族、社区传统的信仰、道德标准和实践活动，

并被世代承袭的传统。邵大箴在《民族美术传统当下意义一中国

美术成才论坛文集》的序中写道：前人一切优秀的创造，经过沉

淀，成为传统，成为新文化的起点。他认为：“民族传统不是一

成不变的、凝固的法则，它会跟随时代的变化，在内容和形式上

不断丰富和更新。”【41康·格桑益希教授在《藏族传统美术在当

代的继承弘扬》一文中曾提出继承传统美术的各种价值以及如何

保护与继承传统美术的几种观点、藏民族传统美术的嬗变与通

融¨1。传统是以前时代留下的一种文化。传统意为世代相传、

具有特点的社会因素，如文化、道德、思想、制度等¨J。辞源

中“传”有“转授、宣扬、转达、表现、移置”等多种含义：

“统”也有“丝的头绪、纲纪准则、统一、综理、世代相继的系

亮亮的、整整齐齐的然后在头上插上一把心爱的人送的梳子，带 的一支奇葩。

着羞涩去那芦笙场。

总之，从苗族的历史上来看，我们可以了解到，他们的历史

悠久，民族的传承文化也非常优秀，无论是从古歌，还是从服饰

刺绣文化，无论的传说，还是苗族民间雕刻艺术，都无不投射出

苗族人民内藏着深厚的意蕴，也就是这个寓意，苗族人民把自己

最美好的愿望和寄予体现在装饰的图案里，尽力把这些图案表现

得淋漓尽致，产生了具有一种富有想象和意境风格化的美，是最

具特色、最典型的艺术表现形式，可谓民间民族艺术表现形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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