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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水族墓群是指明清时期大量分布在水族地区，地下部分采用竖穴土坑、地上部分用加工整齐的石
料构成一至多层、平面呈长方形、外部形状类似类似于房屋建筑结构式样的一种极富地方性、民族性
特色的墓葬群体。
《水族墓群调查发掘报告》是对该墓群发掘、调查的系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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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五章 水族丧葬礼仪调查 水族墓群反映了水族人民对死者的崇敬和表现这种尊崇
之情的隆葬之风。
在这里，有形的墓葬是一种现象，而水族在处理一个人从死亡到下葬整个环节中以水书为依据、以水
书先生为主持人的一整套繁琐的丧葬礼仪则是一个过程。
鉴于本报告针对的主要内容是水族的丧葬文化，在田野调查工作和资料收集阶段，根据水族现在仍然
保留着的一些传统的丧葬礼仪形式，我们对水族地区目前盛行的比较具有代表意义的丧葬行为过程，
以及该民族还在实行的古老的“二次葬”活动进行了实地的民族学调查，获取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资
料。
在此将水族丧葬礼仪的基本过程作一简要说明，并以丹寨县高寨村潘姓老人的葬礼以及独山县本寨乡
林桥村9组吴仕明举行二次葬的过程为例介绍如下。
 第一节 水族丧葬礼仪习俗 水族盛行隆葬，在处理死者后事的过程中，有一整套相对固定的模式和内
容。
首先是这一活动的所有环节，都必须是在当地比较有名望的水书先生（以一个为主，规模大的需要聘
请几个水书先生）的主持下进行，其次是由水书先生根据水书的内容和死者的生辰八字、死亡时间等
相关内容来测算决定下葬的日子（择吉），如果当时不宜下葬，还需要停棺待葬，待到水书先生择定
的吉日之时再入土安葬，方能完成这个漫长的过程。
据了解，待葬的时间有长有短，短的只有几个月，长的则要等待数年甚至十几年的。
在待葬的过程中，为了表示棺木还没有落土，过去是用木凳或木料等支撑物搁置起来，在棺木上面覆
盖杉树皮作遮挡，然后再象征性地放置一土饼或少量泥土在其上，作为假葬；或以木板等物遮挡住棺
木，其上再用土暂时掩盖，等吉日到来再取出重新安葬；也有临时搭盖一个简易的草棚停放棺材的。
现在为了清洁卫生，则往往是先行浅葬，临时找个地方，将棺木草草掩埋，在棺木的下面用木棍或木
板作支撑，以示与地下相隔。
还有的为了节约省事，干脆就先埋葬下去，在棺木下面垫上两根竹条作表不，等到了水书先生择定的
日期，再将竹条抽出来就算完成了落土的过程。
更有最为简单的，就是埋葬的时候在封土堆的正中心位置预留下一个出气孔，等到了择好的吉日再将
这个气孔用土封堵好就算完事。
这些不同的处理方式，虽然繁简不一，但是都体现出对安葬日期的笃信不疑和恪守遵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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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水族墓群调查发掘报告》系统地收集、整理了水族墓葬这一濒危的民族文化遗产，并对其属性、概
念等相关问题作了初步的分析研究，从而为保护、研究该遗存提供一份较为完备、翔实的第一手资料
。
《水族墓群调查发掘报告》可供文物考古、民族民俗、宗教艺术等方面的专家学者、社会人十、院校
师生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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