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侗族鼓楼>>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侗族鼓楼>>

13位ISBN编号：9787536354548

10位ISBN编号：7536354541

出版时间：2008-6

出版时间：广西民族出版社

作者：杨永明，吴珂全，杨方舟  著

页数：199

字数：20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侗族鼓楼>>

前言

中华民族，泱泱大流，海纳百川，遂成千古。
幽幽侗寨，巍巍鼓楼，斑驳磨痕，沧桑历尽，遂成凝聚精神之独韵，激荡情怀之波涛。
建筑是一部凝固的历史。
如果说，吊脚楼是苗族生存智慧的缩影，布达拉宫是藏族生命创造的结晶，那么，鼓楼则是侗族文明
进化的投影。
中国侗族，世代繁衍在山峦莽莽、溪流纵横的南国大地上，并以其刚毅、含蓄、克制的民族个}生创造
了以鼓楼为代表的辉煌的建筑文明。
毋庸置疑，鼓楼不仅是侗民用木质等材料搭建的一种供侗民使用的物体，它还是与这个时代这个地域
这个民族的生产力相适应的一种产物，它深深扎根于侗民族所生存的土壤中，并贯注了这个民族的思
想观念、文化意识、审美艺术、科学水平、生活习俗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充分地渗透出这个民族的个
性。
中国侗族鼓楼，正是凝聚这个民族的一个伟力。
无论是从它的建筑形式上而言，还是从它对侗族人民各方面的生存生活的渗透和影响而论，它都无愧
为当世民族建筑之瑰宝、建筑艺术之精华。
首先，那阁飞檐重，层叠而上，既有宝塔之雄壮，又有阁楼之清雅，与青山绿水相映、与蓝天白云交
辉的外形特征，就足以堪称建筑中的奇迹。
其次，“侗寨必鼓楼，鼓楼必侗寨”，鼓楼并非是孤立的，它已经形成了一个个群落，它所象征所寄
托所寓意的，正是侗民族精神追求的焦点与制高点，它的存在更不是一个个雄伟壮观的鼓楼群而已，
而是涉及侗族其他建筑的形成甚至侗族的风俗习惯。
再次，民族之所以为民族，根据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斯大林于1913年所下的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
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
的人们共同体。
”鼓楼就起到最终稳定这个民族的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作用，在侗族这个民族共同体中，他
们所依赖甚至信仰的，也正是鼓楼这个独特的民族意象，因此，侗族才所以为侗族。
本书所研究和论述的鼓楼和鼓楼文化，是在立足于湘、黔、桂毗邻地区及鄂西南一带的800里侗乡，在
深入考察侗民族包括建筑文化在内的民族文化的基础上，运用文化人类学、考古学、审美心理学、历
史I学、建筑学、民俗学、宗教学等学科对鼓楼这一独特的民族意象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
作者曾用数1年时间对中国侗族地区展开全面而深入的调查取证研究，通过现场采访、文字记录、实
地测量、现场绘图、图片摄影等多种方式方法，获取了有关侗族鼓楼及其所产生和发展的环境——侗
族村寨文化的第一手丰富资料，并在此基础上构架出了本书的基本框架和体系，将鼓楼及其文化更为
全面地展现于世人之前，力图揭示这一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最具特色的一种建筑形式——中国侗
族鼓楼的丰富文化内涵，从而发现其中的运行发展规律，以期为各个研究界的学者提供一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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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民族，泱泱大流，海纳百川，遂成千古。
幽幽侗寨，巍巍鼓楼，斑驳磨痕，沧桑历尽，遂成凝聚精神之独韵，激荡情怀之波涛。
建筑是一部凝固的历史。
如果说，吊脚楼是苗族生存智慧的缩影，布达拉宫是藏族生命创造的结晶，那么，鼓楼则是侗族文明
进化的投影。
　　中国侗族，世代繁衍在山峦莽莽、溪流纵横的南国大地上，并以其刚毅、含蓄、克制的民族个}生
创造了以鼓楼为代表的辉煌的建筑文明。
毋庸置疑，鼓楼不仅是侗民用木质等材料搭建的一种供侗民使用的物体，它还是与这个时代这个地域
这个民族的生产力相适应的一种产物，它深深扎根于侗民族所生存的土壤中，并贯注了这个民族的思
想观念、文化意识、审美艺术、科学水平、生活习俗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充分地渗透出这个民族的个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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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永明，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人，1957年出生，侗族。
文物博物助理馆员。
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艺术摄影学会会员，中国民俗摄影协会会员，广西摄影家协会会员，桂林
市摄影家协会会员，香港林伟群摄影同学会会员，台湾中华摄影学会会员，广西侗族研究会会员。
擅长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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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二节 鼓楼和鼓楼文化中国侗族鼓楼及其建筑文化，是中国侗族建筑及其文化的集中体现。
建筑，是指人类使用特定的物质材料和技术手段，遵循美的规律，为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需
要，在自然界中营造的具有固定工程形态的实体空间。
文化，是人类为适应环境而创造的一种工具或手段，是人类认识、适应和改造自然的一种成果；它既
是人类文明的体现，也是人类从荒蛮走向文明的巨大动力。
鼓楼作为侗族社会中一种特殊的建筑形式，有着自身丰富多样的特点：首先，鼓楼本身就是一种极富
魅力色彩的建筑形式，它以挺拔的身姿、轻灵的飞檐、严整的结构、精美的雕饰展示了独特的建筑风
格，既有宝塔之壮观，又有阁楼之清雅，更有恢弘壮丽之气象，也有典雅俊秀之风范。
鼓楼不同于民居、庙宇、萨坛等侗族社会中其他的建筑形式，它是一种集实用性、娱乐性、观赏性、
政治性、宗教性、艺术性等多种性质于一身的建筑形式，甚至可以说鼓楼在侗族社会中是一个微型的
建筑大观，在鼓楼身上可以找到任何一种侗族社会中其他建筑形式所拥有的特征。
其次，建筑是一个民族在一个时代背景的习俗、宗教和政治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反映，而鼓楼的造型，
是侗族建筑艺术的集中表现，因而从横向上看，即从侗族社会在同一个时代背景下的习俗、宗教和政
治等方面上看，鼓楼则是这个时代背景下侗族社会各方面各层次的反映。
随着时代的发展，“侗族的历史文化导致的群体意识，已不能满足于单纯的建筑功能，而有着更高的
精神追求”①，因而从纵向上看，鼓楼正是这种更高精神追求在艺术上的集中体现。
所以，鼓楼这一独特的建筑形式本身所蕴涵的是侗族社会横向文化与纵向文化的总和，是为鼓楼文化
。
最后，在鼓楼建筑形式本身和鼓楼建筑文化之间起到一种衔接连贯作用的，使其二者成为形式和内容
的，即侗族人民。
“侗族聚居地因受高原文化的影响，为群聚而居的集团生活，既包含家庭生活，又寄托于宗法社会，
聚居多以氏族为集团，这一族系社会需要某种标志物予以强调，以加强氏族社会的内聚力”②，于是
，才导致侗族人民于鼓楼这一建筑形式的构筑行为。
综上所述，本书所论之鼓楼，应该包含了三个层面：第一，鼓楼，即鼓楼建筑形式本身，这包括了鼓
楼的名称、起源、分布、建造位置以及鼓楼的建筑结构、空间构造和艺术风格等，是鼓楼的外在形式
的表征；第二，鼓楼文化，即鼓楼这一建筑形式本身所承载的丰富的文化内容，这包括了鼓楼的政治
、军事、文化教育等各种功能，鼓楼与民居、萨坛、风雨桥等侗族其他建筑形式的关系以及与侗族各
种习俗的关系等，是鼓楼建筑的延伸和拓展，是鼓楼建筑更广更深层次意义的挖掘；第三，构筑行为
，即将鼓楼与鼓楼文化衔接连贯起来的行为或方式，而这些行为或方式的施动者则是侗族人民，正是
他们的构筑行为，才得以将鼓楼这一枝独秀又极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展现于世人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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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侗族鼓楼是集建筑、文物、历史、民族、民俗、宗教等学科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
而《中国侗族鼓楼》一书，正是为了挖掘和保存中国侗族这一特有的文化遗产，以期推动祖国民族文
化的繁荣和发展。
作为此书的作者之一，身上共同流淌着侗族与汉族血液的我，因为民族文化交流的需要，民族文化传
承的需要，祖国民族大家庭共同繁荣的需要，而深感自身责任之重大。
杨永明，我的父亲，同样作为此书的作者之一，是此书最初的构思者和最主要的撰写人。
我刚学会走路说话的时候，也就是从1990年起，正当壮年的父亲便用了近三年的时间，左手一本日记
本、一支笔，右肩一个旅行袋，颈上环套着现在最老式的而在当时的他看来却是最珍贵的国产“海鸥
”牌照相机，将足迹遍布了湘、黔、桂毗连的侗族地区和鄂西南一带，包括城步、通道、靖县、新晃
、芷江、天柱、会同、锦屏、玉屏、镇远、三穗、万山、剑河、洪江、凯里、榕江、从江、黎平、龙
胜、三江、融水、恩施、宣恩和利川在内的二十余个自治县（县）和地区，转战于祖国西南山区的各
个侗族聚居区。
在这一过程中，父亲真可谓是历尽沧桑，风餐露宿更是家常便饭。
皇天不负有心人，‘他最终拍摄下了近八百幅各具特色的鼓楼照片，记录下了有关侗族鼓楼文化的文
字十余万字，积累了《中国侗族鼓楼》一书的原始资料，并由此逐渐形成了该书的最初结构框架。
时至十年之后的世纪之交，正值少年的我初出茅庐，在父亲细心地引导之下，我也对侗族鼓楼文化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们两人利用假期时间，脚踏两轮摩托车，曾两度踏上桂、湘、黔的侗族聚居区，重略侗乡风情，一
睹鼓楼风貌。
在这两次侗乡之旅中；那一个个幽深古朴的侗寨，那一幢幢鳞次栉比的房屋，那一座座遍布侗乡傲耸
于世的鼓楼，无一不令我动容，无一不令我惊叹。
于是，我与父亲，再次用手中的、纸笔和相机补记了更多的有关鼓楼文化的空缺，补摄了更为翔实的
鼓楼照片。
这样，两次侗乡之旅，极大地拓宽了我的视野，丰富了我的见识，使我首次从感性层面上深深地体会
到了中华民族文化之丰厚，中国侗族鼓楼之精髓。
在以后的日子里，父亲就开始进一步整理总结这些资料，包括文字资料、图片资料的整理工作以及鼓
楼结构图的绘制工作。
在鼓楼结构图的绘制工作中，得力于蒙建基与唐丽娟两人的大力投入，他俩曾是父亲在县文物管理所
工作时的老同事。
在蒙建基与唐丽娟两人共同合作下，由蒙建基主笔，一幅幅精密细致、构造复杂的鼓楼结构图得以呈
现，让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到鼓楼这一建筑形式具体的内部科学构造，使我们对鼓楼的认识上升
到一个更加理性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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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侗族鼓楼》是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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