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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成发展的环境及其特征 

徐美辉 

【摘 要】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其生成的自然环境（包括洞庭、湘江、武陵、梅山、雪峰五个文化区域）

和发展的社会环境（在不断经受外来文明的洗礼中传承至今）。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因其自身生成与发展的环境及

其历史背景与民族结构，体现出丰富性、多样性、独特性、兼容性、不平衡性五个基本特征。 

【关键词】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环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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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指的是湖南境内包括汉民族文化和各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湖湘历史文化中的制度文化层面的民俗风

情与社会习尚，精神文化层面的知识、技能和信仰，经过千百年的历史传承，至今仍在人们生活中产生作用和影响的那种“活

态”的文化。 

湖南作为一个历史悠久且多民族聚居的省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十分丰富。湖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全国具有独特的地

位。湖南是中原文化和东南沿海文化向西部民族文化迁徙传播的过渡地带，其文化遗产的丰富性、多样性、特殊性是其他省区

不能比拟的。 

一、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成的自然环境 

但凡文化，都必须与人连在一起。文化也就是人化。而人是离不开环境的，所以文化也就因环境而生。环境包括自然环境

和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对文化的产生和形成起作用，社会环境对文化的交流、传播和发展造成影响。 

从自然环境来看，湖南的地理位置是三面环山，一面临湖，纯属“四塞之地”。这种闭塞的地域环境使湖南得以保存一些

原始文化生态，构成一个个各具特色的民间文化区域。要言之，这些文化区域有五个： 

一是洞庭文化区域，包括岳阳全境，以及益阳、常德的部分市县。它形成的时间最早。至迟在十万年前，这里便有了人类

频繁的活动。相对于三面环山来说，这里是水乡。虽有800 里洞庭风波之险，但后来的中原文化、楚文化、吴文化，都是冲开

这扇大门进入湖南的。这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有岳阳的端午节的龙舟习俗、汨罗长乐故事会等。 

二是湘江文化区域，包括湖南东部、地处湘江流域的长沙、湘潭、株洲、衡阳至南部郴州、永州的部分地区，面积最为宽

广。这一区域最具湖南本土特色。炎帝南迁、舜帝南巡都是溯湘江而上。而考古史料印证，农耕文明在湖南的传播，也在远古

时代就已经开始进入这一地区。这里的文化胜迹有祁阳县湘江西岸的浯溪。现崖壁间可以辨认的题刻有370 多处，其中唐刻12 

处、宋刻71 处、元刻14 处、明刻59 处、清刻212 处。这一区域间，与胜迹有关的传说、与市场相连接的手工技艺、以及汉民

族较为普遍的民间传统习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比较丰富。 

三是武陵文化区域，包括现在的张家界市全境，以及常德、湘西自治州、怀化市部分地区。西北方向达到了四川和湖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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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邻地区。考古资料显示这里从新石器晚期到商周时代的文化趋势，是外来文化不断迁入之区。现今多为土家族历史文化。有

沅陵“辰州傩戏”，张家界“阳戏”，土家族毛古斯、打溜子、土家织锦等举世瞩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此外还有白族与

维吾尔族的传统文化习俗。 

四是梅山文化区域，包括湘中的娄底、益阳、邵阳、湘潭的部分市县。这个区域保留了早期瑶苗文化的印痕，如安化境内

的风雨桥、新化境内的傩祭仪典；又具有受外来先进文化影响、与本地生态文明相陶冶的鲜明特征，如崇礼重教、耕读传家、

尚武仗义、开拓进取的文化传统。 

五是雪峰文化区域，包括湘西自治州南部，以及怀化、邵阳、永州的部分地区。其中含有以苗族文化为主体、苗、瑶、侗、

汉族文化为内容的各民族文化。该文化区域的形成，与湖南的历史变迁有很大关联。受外族入侵的影响，原居住在湖南全境的

古苗人开始向西、向西南迁徙，最终定居在沅水中、上游的雪峰山区（部分徙居更遥远的两广、乃至越南）。 

上述五个文化区域的形成是历史变迁的结果。当然，这五个文化区域之间，也有重叠和交汇之处，如与洞庭文化毗邻的湘

江文化、武陵文化相连结的地区，文化的边界就不明显；在武陵文化区域与雪峰文化区域接壤的五溪地区，其文化形态就更加

丰富多彩。 

二、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社会环境 

湖南虽属“四塞之地”，但封闭的自然环境却无法禁锢其社会环境变化发展的进程。湖南古为三苗之地。这里最早居住着

古越人、蛮、濮、巴等族，他们分别是今侗族、苗族、瑶族和土家族人的祖先。考古资料表明这些原居民早在9000 年前就开始

人工栽培水稻。由于稻作农业的出现，改变了过去游猎不定的居住习俗。据传说和史志记载，中国农业最早的开创者神农氏及

其部落，在湖南留下诸多活动足迹。如耒阳就有“神农创耒”，嘉禾县亦得名于“天雨粟”的传说。古三苗族在经过与尧、舜、

禹北方华夏族长期的战争失败后，主要退居在江南一带，湖南中北部是其活动中心。作为有据可考的湖南古三苗先民，其实就

是因最早种植水稻而得名。 

商周之际，湖南先民被称为“荆蛮”和“百越”。其时湖南已进入青铜时代，所制作的古铜器不仅形体高大厚重，而且纹

饰优雅。商文化的南下，带来了湖南民俗的变迁。 

春秋战国时期，楚人征湘，并成为湖南的主体民族。楚人与当时的越人、汉人、巴人都被称为“南蛮’。这些民族共同缔

造了当时灿烂的文化。其时湖南已开始进入铁器时代，农业获得了巨大发展。战国后期，楚三闾大夫屈原被流放沅湘，写下了

《九歌》等被誉为千古绝唱的诗篇。 

秦统一后，湖南古民族曾有一次大的融合和分化，特别是秦王朝采取的征越人、戍五岭的政策，使湖南境内的越人大为减

少。汉以后，境内不少居民被逐渐“汉化”，牛耕民俗逐渐得到传播，铁器农具明显增加，农副产品种类和产量都不断增长。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连年战乱，天灾人祸频繁发生。东汉末年，大量流民从北方流入湖南，由此带来北方中原的民俗文

化。其时佛教和道教的传人对湖南的民俗文化影响尤大。 

唐代，湖南经济进一步发展，每年均有大批稻米运往北方。君山茶和洞庭橘都被列为朝廷贡品。长沙窑的釉下彩更远销欧

亚十多个国家。唐代中叶“安史之乱”后，大批北方移民进入湖南，又一次带来北方民俗文化。北宋时期，统治者实行奖励农

耕政策，客观上促进了湖南经济文化的发展。北宋熙宁年间，统治者派兵开发“梅山蛮”和“南江诸蛮”，又催化了湘中、湘

西山区一带少数民族的渔猎民俗文化及“刀耕火种”、游耕民俗文化向定居农业民俗文化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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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之后，中原文化向南扩展。其时湖南有了“鱼米之乡”的美誉。至南宋末年，湖南已有书院50 多所。自唐到宋，佛教

和道教的传播由湘中、湘北扩展到湘南、湘西一带。宋代著名学者周敦颐及胡安国父子所创立的湖湘学派对湖南民俗文化影响

巨大。 

元代实行行省制，但在湘西少数民族地区则沿用宋代的“以土制土”的羁縻政策，并发展为土司制度。宋末元初，一支来

自云南的白族人落籍桑植县境，带来了白族民俗文化。到元末明初，由于战乱，湖南大部分地区田园荒废，人口亡散。明王朝

便将外省人口大量迁入，这便是历史上的“江西填湖广”事件，也因此给湖南各地带来了新的民俗文化因素。同时，又由于一

批信奉伊斯兰教的回、维族将士于明初奉命进驻湖南的邵阳和常德两个军事重镇，自此，伊斯兰教也在湖南扎根，为湖南增添

了新的宗教民俗文化。 

明时，湖南成为了全国粮食的主要生产与供应基地。稻作民俗文化更具系列性。到了清代，农业地位进一步加强，以致乾

隆皇帝要将“湖广熟，天下足”改为“湖南熟，天下足”。完成于雍正年间的“改土归流”，很大程度上加强了少数民族与汉

族之间的民俗文化交流。受满人影响，湘西苗族妇女在服饰上有了变异。满族妇女的旗袍也在汉族妇女中流行。 

鸦片战争发生，国门洞开，西方的天主教、基督教相继深入湖南各地传教。到清末民初，湖南有47 个州县设立教堂。随着

岳州、长沙等城市被开为商埠，湖南逐渐变为西方列强商品倾销和原料供应地，由此也刺激了一部分实业家投资于近代工矿业，

商业民俗、工矿民俗随之产生发展。此后，又历经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重大历史事件，中国社会

发生了巨大变化。湖南民俗民间文化也和全国一样，以较快的速度发生演变。淘汰了缠足、蓄辫、跪拜等旧俗；出现了舞台、

旅馆等新名词。服饰习俗经历了满服与本民族服饰并存，再到中山装，又到中西混杂，再到当代西服占优势的变迁过程。 

简言之，湖南非物质的民族民间文化，是在不断经受外来文明的洗礼中，传承至今。今天湖南民族民间五个文化区域的格

局，在宋代已经基本定型。 

三、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特征 

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因其自身生成的自然环境和发展的社会环境以及历史背景与民族结构，显现出如下基本特征： 

一是丰富性。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十分丰富。其民间音乐多姿多彩，以嘉禾民歌、土家族打溜子最为著名。其传统

戏剧特别是湘剧具有代表性，外来的戏曲在长期的演出活动中，与本地区民间艺术、地方语言紧密结合，逐渐形成了这一包括

“高”（高腔）、“低”（低牌子）、“昆”（昆曲）、“乱”（乱弹）四大声腔，唱白用中州韵、富有本地特色的剧种。其

传统手工技艺尤其突出，包括土家族织锦、苗族银饰锻制、浏阳花炮制作、蓝印花布等。其中湘西土家族织锦技艺自成形以来

已有1500 年的历史，其400 多种传统图案花纹充分展示了土家人的创造力，对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有积极的见证意

义。 

二是多样性。首先是民族的多样性。湖南早在远古时代，就有三苗、越人、楚人、梭人、巴人等古代民族。秦汉以后，有

以地区命名的“长沙蛮”、“武陵蛮”、“零陵蛮”、“辰州蛮”、“澄州蛮”等。在现当代，又有汉、土家、苗、侗、瑶、

白、回、维、壮、黎等现代民族。每个民族都有其自身文化渊源、创造和贡献，体现出湖南非物质文化一体多样的格局。如汉

族地区传统的花鼓戏、湘剧、祁剧、辰河戏、布袋戏等民间戏曲，在中国戏曲文化史上都占重要地位。土家族的《哭嫁歌》、

毛古斯、土家族织绵，苗族的《古老话》、服饰银饰、蜡染扎染、挑花，侗族的《侗款》、侗锦，瑶族的《盘王大歌》、刺绣

等等，都各具特色，享誉海内外。同样是民间舞蹈，土家族的摆手舞，苗族的花鼓舞，侗族的哆耶，瑶族的长鼓舞，以及苗、

侗的芦笙舞等，又都有着各自的民族文化背景和艺术表现形式。其次是形式的多样性，包括有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

传统戏曲、民间美术与传统手工艺技艺、民间绝技与民间知识、民俗等七大类，在2006 年6 月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共计518 项）中，湖南省占了29 项。2008 年6 月公布的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510 项）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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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共计147 项）中，湖南又有41项名列其中。目前湖南省公布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共

121 项，其中湘绣、浏阳花炮制作技艺、土家族打溜子、花瑶挑花、湘西苗族鼓舞、常德丝弦、湘剧、苗族银饰锻制技艺和女

书习俗等项目纳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三是独特性。独特是就地域而言的。湖南地处古代楚国的南部，在历史上，其民族民间文化曾对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

过深刻影响，直至今天，它仍然保存了许多湘楚文化的独特遗风。如湖南一些地方所流传的祭祀歌，和楚辞中的《九歌》、《招

魂》，无论在内容上还在形式上，都十分相似。湖南又是地域广阔、地形地貌较为复杂的省份，其民族民间文化又具有其不同

的地方色彩。地处武陵山脉的湘西，山峦起伏，群峰高耸，川洞交错。这里的民族民间文化，神秘古朴，发散出巨大的诱惑力。

湘中湘北一带，地势平坦，交通便利，其民族民间文化则在细腻中藏着博大，不乏抒情色彩。湘南地区，五岭山脉盘踞其间，

交通虽有不便，却又比邻港粤，这里的民族民间文化则质朴奔放，富有人性化的欢乐。湖南江永女书，是现今世界上唯一存在

的妇女文字，被人们誉为“女书”。它流传在江永县潇水流域一带，记录当地土话、在妇女中传承使用的特殊表音文字，它不

仅是人类惟一现存的性别文字，而且是举世罕见的文化现象。 

四是兼容性。湖南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各民族杂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便是在少数民族较为集中的地区，一个民族

的分布也是大分散，小聚居。因此，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十分频繁，文化之间的相互吸收和融合十分常见，这样就导致一些文化

现象很难区分其族属。如流传普遍的傩文化，其中不少内容都是共同的，很难截然分清其源流。又湖南属古代楚国南疆，北有

中原华夏文化，南有岭南文化，东有吴越文化，西有巴蜀文化、夜郎文化，处于这一多种文化区域的交汇点上；历史上湖南曾

有过多次来自北方及浙江、江西等地的移民输入，由此带来其他地方的民族民间文化，这些外来文化很快与湖南本土文化溶为

一体。这种兼容性还表现在湖南本土的巫与从外面传入的儒、释、道的和谐共处上，一些民间法事或宗教胜地，往往数教合一，

相互杂揉，成为整个湖湘文化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 

五是不平衡性。一般说来，居于湘西、湘南山区的少数民族，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比较封闭，受外来文化影响较慢、较少，

所保留的古代文化因素较多。而处于湘中、湘北的汉族地区，由于交通便利，经济较为发达，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快、较多，所

保留的古代文化因素则相对要少。如土家、苗族、侗族、瑶族等少数民族，因所处的生活环境和没有自己本民族文字等因素影

响，民族历史往往用古歌来记忆。因此，这些民族所保留的古歌，不仅十分丰富，而且至今还相当完整。如土家族的《梯玛歌》、

苗族的《古老话》、侗族的《侗款》、瑶族的《盘王大歌》等等，都是富有多方面价值的鸿幅巨制，不愧为国之珍宝。而在经

济较为发达的汉族地区，却难以找到这一类的长篇古歌。又如在苗、瑶等民族中，至今还保留着十分古老的盘瓠图腾文化，而

汉族地区的图腾文化则显得甚为淡泊。这都反映了湖南民族民间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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