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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控拜村——苗族村落文化的传承者》由于法稳、但文红、宋江著，以贵州省雷山县控拜村为村庄调
研对象，其内容主要包括：控拜村的自然、经济概况，以及控拜村的历史演变及社会管理结构；控拜
村家庭从业结构及收入结构；控拜村苗族银饰技艺及其演变；控拜村传统节日及村落文化的传承；控
拜村农户抽样资料分析等。
《控拜村——苗族村落文化的传承者》除导论外共七章。
导论除介绍研究背景和意义外，介绍了鄂西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侗族村高拱桥村的一般情况，其余
五章从规划、主产业、乡村旅游、生态家园、建设基金几方面介绍现状，最后一章为构建新农村建设
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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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实地调研及问卷审查
  第二节  样本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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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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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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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供电供水设施　　全村实现了电力全覆盖，电价在0.45元／千瓦，2009年仅停电5天，能够满足
全村生活及生产活动的电力需要。
25%的农户安装了电话，自来水普及率为100%，但饮用水没有经过集中净化处理，也没有公共污水排
放管道；全村生活垃圾的处理仍旧采取随意堆放的方式，缺乏集中堆放点。
　　控拜村排水系统分为村寨生活排水系统与农业生产排水系统。
村寨生活排水系统主要有三条，分别是上寨龙家至控拜村小学、原控拜村小学至下寨、中寨至下寨。
由于传统生活排水设施简陋，坡度陡，对传统民居构成直接威胁。
目前，控拜村农业生产灌溉用水主要依靠地表水，在正常年份水源是有保障的，灌溉渠道2.5公里。
农业生产排水系统全长3公里，都是20世纪60-70年代修建的，由于年久失修，损害程度较大。
　　第三节 控拜村的历史演变及社会管理结构　　一 控拜村的历史演变　　据记载，1735年以前，控
拜村由大营坡寨、展良偏寨、展多生寨、甘也祥纳寨、甘打寨、也薅狼寨、甘多久寨、甘展荒寨和也
就寨等九个自然寨组成，共有七八百户人家，是当时雷山县、台江县、凯里市周边最大的苗寨之一。
村落居民在这片高山峻岭之地，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给自足生活，人们生活安定，生产得到
了发展，苗族文化得到了较好的传承，是当时中央政权难以管辖到的苗族藏身之地。
　　据传说，控拜先民原来生活在天连着水、水连着天的浑水河流域，即现在的黄河下游和长江中下
游的地区，从事农耕生活。
由于战乱，祖先战败，被迫南迁，后来又经历了西迁。
他们艰苦迁徙，历尽沧桑，后来到了贵州榕江，成为最早开辟古州大坝的先民之一。
由于连年战乱，控拜先民又一次大规模迁徙，定居在雷公山半山腰。
当时，这里山高谷深，到处是原始森林，成为当时中央政权不能征服的天然屏障。
　　先民们在这里开田土，盖木楼，经过一代代人的艰苦创业，开辟了层层梯田，从山脚到山腰，总
面积达到了1.7万亩。
从此，控拜先民世代在这里生活，已有近千年的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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