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知刊出版社 2024 年 1 卷 5 期

JZKpublishing 建筑技术与创新

92

清水江苗族村寨木构家屋防灾火灾知识及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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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梳理清水江流域苗族村寨木构家屋传统防火知识，挖掘地方性知识。对探究清水江苗族村寨木构家屋传统

防减火灾体系在当地居民生产生活中是如何发挥效能的，以及在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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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清水江流域苗族吊脚楼是我国木质结构建筑的组

成部分。苗寨依山而建，木房鳞次栉比，与山高林密的

生态环境相得益彰。村寨之中簇拥紧密的木楼，具有丰

富的文化含义和较高的审美价值，既是苗族物质和非物

质文化的宝贵遗产，也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瑰宝。

木质房屋具有一个弱点——耐火性低，这是一个不

争的事实。平日，我们偶尔看到有新闻报道了某某村寨

失火，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这些火灾事故的发生，是当

地人缺乏防范和应对火险的知识和经验，防范化解火灾

体系效能不高，还是因为媒体的发达和网络手段的丰富，

使得我们的视觉受到冲击，加重了我们的危机感？或者

说，苗族原有的防火体系失去了效能，才致使当前的火

灾屡屡发生？

2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2.1 有关灾害的民族学研究

灾害研究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研究

领域。有关灾害的民族学研究历程，是从过去相关灾害

内容散见于各类民族志之中逐渐转变到现今的灾害专

题、跨学科比较研究，内容侧重于与人类社会文化相关

联的视角分析，以及民族志的呈现，涉及致灾因素、灾

前预防、灾时救治、灾害影响、灾害善后及汲取教训等

方面。20世纪 50年代以前，马凌诺夫斯基（Malinows

ki）、埃文思·普理查德（Evans Pritchard）、费孝

通、林耀华等人的研究成果显示，长期以来，前现代社

会的人们在面对灾祸时，往往将引发灾害的原因归于

“天降惩罚”、巫术咒语等超自然因素，这其中需要通

过举行宗教仪式活动来祛祸以求福。20 世纪 50年代以

后，关于灾害的民族学研究文献繁多，内容丰富，专题

化研究显现，跨学科比较研究视角突出，研究者探索了

有关灾害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尤其强调与社会文化相关

联的整体性分析视角。例如，苏珊娜·M·霍夫曼（Sus

anna.M.Hoffman）、纳日碧力戈、庄孔韶等从研究范式

和取向上探讨社会文化的防减灾害功能，扎曼（M.Q.Za

man）、张曦、李永祥等从研究方法和叙事方式上讨论

灾害与当地社会文化的关系，包括致灾因子的社会文化

属性、防减灾害的地方知识以及应对灾害的社会文化机

制等内容，成为当前民族学研究灾害的热点和趋势。

2.2 对火灾的民族学研究

有关火灾的研究，自然科学界和人文社会科学界均

有涉及。民族学界关于火灾的研究，侧重于民族与“火

文化”的关系，即当地居民在生产生活用火中所赋予的

社会文化内涵。弗雷泽在《金枝》（2010）中描述斯拉

夫各民族为了预防火灾，把燃烧的木头从篝火中抽出一

些保存于屋内，用它来抵御另外一种“火”（火精）的

侵害，或者避免受到巫术的骚扰。张海洋（2007）认为，

当前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社会底边群体成为社会冲突

热点、火灾受害焦点和消防工作难点，呼吁通过解读中

国社会文化结构，可以在基于多元民族文化的基础上，

来构筑社会公平防火墙，把民族火文化融入消防改革之

中。在防范举措上，应该“两手抓”，即“抓人员和装

备的优化配备”和“中国消防经验的总结和推广，特别

是社会公平和民族文化的重建与传承”。郑晓云（2007）

认为，火文化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虽然随着社会文化

的变迁和发展，其中很多内容已消失或发生变化，但对

于当代的消防来说，仍然有着积极的价值，尤其是对于

预防火灾具有积极的作用。可知，民族文化中富含了各

种预防和应对火灾的地方性知识，而且没有因为社会文

化变迁而丧失功能，至今仍然行之有效，而苗族传统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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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火灾知识体系也应是如此。

2.3 关于苗寨火灾的相关研究

民族学界对苗族地区防减火灾相关研究，文献量大，

内容丰富，具有多学科、多视角等特点。相关民族志作

品的叙述中，费孝通等著《贵州苗族调查资料》（2009）

在叙述苗族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寨老制、立石制、“不成

文”的习惯法等和农副业生产禁忌、生活禁忌等风俗时，

指出其具有社会文化控制的功能，包括火险防控与应对。

《苗族社会历史调查（二）》（2009）记叙述了从江县

加勉乡、雷山县掌批村苗族社会文化，从习惯法、风俗

禁忌、生活习俗等方面综合阐述了预防和应对火灾的措

施。基于苗族习惯法视角探讨火灾方面，徐晓光（2006）

认为每个苗族村落都有“防火公约”或“村规民约”，

林区签订森林防火责任状，内容主要包括野外用火、农

事用火以及对痴呆、弱智、精神病人、儿童等限制行为

能力人的监护等。周相卿（2008）在分析苗族村寨的防

火制度及其问题时，认为仅仅依靠国家法律，难以满足

当地社会生活的需要，而苗族传统“习惯法”则弥补了

这一不足。在苗族宗教信仰及仪式活动讨论防范和应对

火险方面，万必轩（1996）认为长期居住在山地苗族对

其寨子的安全特别重视，尤其防火，因而有些苗寨每年

（有的苗寨需数年）需举行一次“洗寨”活动，以求平

安。任继愈主编的《宗教大辞典》提到，“退火央”（苗

语称“勒下”），是苗族预防火灾之巫术，其仪式过程

旨在祈“火央鬼”离寨，以达到预防火灾之作用。麻勇

恒、范生姣认为苗族“洗寨”仪式是调用神圣与世俗的

力量化解社区成员矛盾的活动，既能够强化苗族传统

“习惯法”的公正与威严，又可以使防范“火殃”、崇

敬“火神”以“社区指令”的形式潜移默化于群体成员

的意识之中，进而实现集体行动的一致性和个体行为的

规范性内化约束，减少社区消防安全隐患。在对苗族村

落或山林火灾的发生原因上，吴一文、覃东平等在《苗

族古歌与苗族历史文化研究》（2000）提到，放火行为

主要是指烧寨和烧山林，有故意和过失两种。苗族地区

多为林区，火灾损失大。房屋多为木质结构，各家各户

首尾相连，一户失火，可能殃及全寨，所以对此处理极

其严厉。吴大华、郭婧（2013）认为，农村火灾多发就

有其深厚的民族、历史、社会、经济、文化根源，如经

济欠发达地区消防工作缺乏资金支持、木质结构建筑或

茅草房居多、水源先天缺乏、用火方式落后等。在讨论

苗族在失火救援及其赔偿上，徐晓光（2014）在其书中

记述到相关“村规民约”及“防火公约”的内容，从村

寨火灾和山林火灾上规定罚款金额、赔偿物资、追究刑

事责任等，对苗族村寨的防控火患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欧文婷等（2015）从法学的角度呈现了以西江村为个案

的苗族防火制度，包括“逐户防火安全检查制”、“十

户联防”和“应急救火策略”等，认为在预防和应对火

灾上起到了关键作用，即使提到了当地苗族社会文化的

防减火灾功能，但没有过多讨论，而是侧重于法律意义

上的制度及其效能。

就苗族预防和应对火灾的研究现状而言，可分归为

四类：从文本形式上，在著作方面，主要散见于各类民

族志作品和地方志之中；在论文方面，主要从某一文化

事象阐释防火功能和国家法与民间习惯法耦合关系的

预防办法进行探讨。从研究内容上，主要从历史记载、

习惯法、宗教信仰、引发火灾的原因、失火及救援工作

等方面进行讨论。在研究视角上，大多数研究者主要从

苗族社会文化的某一文化事象及其功能讨论防火。在研

究问题上，大多学者主要以苗族文化“发展”为中心，

而忽视了苗族发展中的保障功能，即预防和应对灾害的

文化。基于上述研究，以下三个方面仍有继续研究的空

间和加强的薄弱环节：（1）忽视了预防火灾与苗族生

产生活实践整体相关联，尤其“以人为中心”的视角；

（2）过于注重研究预防火灾的技术性预防措施，忽略

了当地居民的主观能动性，即预防火灾的地方性民间知

识；（3）缺乏讨论防灾减灾地方性知识与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过程之间的关系。

3 田野点介绍

清水江流域苗族村民延续了中部苗族方言区所擅

长的以水稻种植为主、家禽家畜养殖为辅的复合型生计

系统，采取“一年二熟”的耕作模式，即春收油菜籽粒、

秋收稻谷和玉米，男女分工明确，农忙、闲时节明显。

当地家屋以干栏式木质结构建筑为主，建造于河坝

耕地或者山腰陡坡上，高度在 1.6-1.8丈左右，也有高

达 2丈多的和低至 1.5 丈的房屋。常见的民居样式，有

“凹口式”和“平口式”二种，分别是 22根和 20根柱

子，墙体是由 5-8 块不等的木板组成的 1块墙体，由2

根插削固定，均为四排柱、三开间。屋内正中开间为堂

屋，两侧各开间分成 4小间，用作卧室和厨房，也有人

家另建偏旁作厨房或灶房。厨房内设火坑及堆放柴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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灶台、厨柜等，摆有一个大水缸、两只水桶以及其他烧

火做饭的炊具。火坑里有三脚铁（砂）质架，常常放上

一个烧水壶。在火塘之上，设有（自下而上）晒篓、晒

台和晒篓。晒篓，用竹或木板制作而成，高于三角铁架

150 厘米左右，用作烘烤如豆腐、辣椒等干货。晒台，

高于晒篓 50 厘米左右，用于烟熏腊肉。晒楼，即厨房

的楼顶，用数根木柱搭建而成，高于晒台约 30 厘米，

既有利于火坑里燃烧柴禾所产生烟气的排放，又可存放

稻谷、玉米、辣椒、烟叶等，通过常年烘烤以防潮。

4 传统防灾火灾知识研究方案

梳理清水江流域苗族传统防减火灾知识体系；阐明

这套传统防减火灾知识体系在苗族人民生产生活实践

中发挥的效能及其及其形成过程、逻辑和价值，包括其

传承和变迁的过程；分析防灾减灾地方性知识与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过程之间的关系。

1.清水江苗族的生存环境和社会文化。对清水江流

域苗族的来源、分布、生存环境、资源条件和田野点的

生计方式、社会组织、习俗信仰等进行了介绍。

2.苗族村寨传统防范火灾知识体系。从古歌、谚语、

俗语、禁忌、仪式、教育、行为规范（包括乡规民约）

等方面，整体呈现田野点苗族居民有关火和火险危害的

地方性知识。发掘整理当地村民烧山、垦荒、狩猎、采

集等生产活动和家庭用火、仪式活动等日常生活的用火、

防火、救火的知识、习俗、规范和观念，以及村民应对

火灾隐患的防控知识和措施，分析这些知识、习俗、规

范、观念和举措是如何进行代际传递，并转化成个体和

社群的能力的。

3.苗族失火及其善后的案例分析。关注村民是如何

总结、汲取、传承相关的经验与教训，提高整个社群对

火灾隐患的防范意识和应对能力的。

4.苗族传统防火知识的变迁及其影响。分析在社会

文化变迁的背景下，作为防控火险主力军的青壮年大量

外流，以及生产生活的电气化，使乡村社区防范火灾的

传统手段效能弱化、对新火警火源知识缺乏和防范手段

匮乏所引发的新问题，并探讨和总结应对之策。

5.防减火灾与区域共同体的构建和发展。讨论防灾

减灾地方性知识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之间的关

系，旨在长期居住在一个区域的人民，是否存在彼此合

作、共同管理，开展了村与村、寨与寨和人与人联防的

机制，以防减火灾知识体系为纽带形成了命运共同体，

共同营造出区域和谐并进的社会秩序。

应对火灾的传统社会文化机制并未因“失败”而失

去效能，而是需要与相关的新知识、新技能、新手段进

行有效整合，才能增强社区抗御火险的能力。苗族传统

防减火灾知识体系不仅仅是个体在防范及应对火险方

面掌握的能力和内生的动力，还是一村一寨的防减火患

文化体系。由于火灾发生具有突发性，重大火灾对人的

生命财产的威胁带有毁灭性，并且火情还有快速蔓延的

危险性，因此彼此相邻的若干村寨必须守望相助、休戚

与共，从而形成了区域命运共同体。

5 讨论

当地居民在相对稳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经过长期

探索，形成了一整套防范火险的社会文化机制，有效地

保护了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生态安全。苗族传统防减

火灾知识体系不仅仅是个体在防范及应对火险方面掌

握的能力和内生的动力，还是一村一寨的防减火患文化

体系。同时，事实上，由于火灾发生具有突发性，重大

火灾对人的生命财产的威胁带有毁灭性，并且火情还有

快速蔓延的危险性，因此彼此相邻的若干村寨必须守望

相助、休戚与共，从而形成了区域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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