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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苗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的一支，不过这并不是

中国独有的特殊民族，一些西方国家也生活着一定数量的苗族

人，尤其是美国，苗族人的数量大约超过30万。作为移民，他们

在美国接受教育并且努力生活，甚至有一批佼佼者还有幸步入高

等教育的殿堂，在多个领域发光发热，贡献自己的力量。那么，

他们是如何打破种族间的界限，借助当地文化壮大自己的，又是

怎样在前进的道路上维护本族文化的纯粹性的呢？深入探索其

中的原由，必然能够收获不小的启示。

以亲类为单位的家族活动

苗族的家族体制并没有与时俱进而是延续传统的父系社会

的习俗，父亲仍然是整个家族的最高管理者，负责家族中的各种

问题，而女性的地位则相对较低，甚至没有发言权。以血缘关系

为基础，苗族的家族结构按照亲疏远近的原则大致可分为几个

层面：首先，以家庭为整个家族中最基本的单位；然后是将直系

血缘归为一类；最后便是家族，同一个祖先的群体可归为一个

家族，那么便可得出“家庭—亲类—家族”的族内体系。

苗族有着和汉族同样根深蒂固的家庭观，家庭在整个民族

中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民族起源于群组生活，而整个家族

强大与否将直接决定着家族与个人的切身利益，尤其像苗族这

种移民的外来种族，没有任何权势与地位就更需要依仗整体的

力量来保护自己。苗族为了躲避越南战争才借助国际组织的力

量迁徙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国家，虽然免受战争的迫害，但背井离

乡的生活并不容易，不但要维护本民族文化的纯粹性，更要努力

与迁入国的文化相融合，以谋得更长远的发展。

纵观当下苗族人的生活习惯与状态，无论是生活在中国的

苗族人还是生活在美国的苗族人，都基本完好地继承了苗族传

统的习俗和文化，将具有本族特色的祭祀仪式延续至今。在经

历了战争的洗礼，饱尝了流离失所的痛苦之后，这个民族不但没

有被打败，反而还形成一股强大的向心力，坚持着自己的信仰与

价值观。①每个苗族人都具有非常强的民族荣誉感，并且积极主

动参加集体活动，维护着属于自己的文化体系。

在苗族的传统中，如果族人正常死亡，灵魂便会到祖先那

里集结，不但生生不息更能保护在世的其他族人；如果族人是

非正常去世的，灵魂就会演变成恶鬼，骚扰并且伤害他人。尤其

是遇到自然灾害或者战争，这种恶鬼就会更多，为了避免不必

要的伤害，苗族人就会举行“扫伤”仪式，以祭祀这些鬼怪，保

护当下族人的健康与平安。通常情况下，会在农历九月或春节

期间进行“扫伤”仪式，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这种习俗也

一直延续到今天。主持“扫伤”仪式的通常是族内比较有声望

的巫师，选择一棵树，将祭祀用品用草绳悬挂到树上，祭祀的

家族则要围绕这棵大树转圈，然后巫师手持一只鸡举过祭祀人

的头顶并令其旋转，直到达到驱赶邪气的圈数之后停止。而这

只用于祭祀的鸡则由这场祭祀所针对的死亡人数来决定是在室

内被煮熟吃掉还是在室外。如果死亡人数过多，无论天气多么

恶劣，“扫伤”仪式都必须在室外进行，且进行鸡的蒸煮；如果

死亡人数较少，则可选择室内。在整个仪式中，每个族人都必须

内心虔诚。

在“同姓”层面上的家族组织

对“家族”的重视，令苗族人特别看重“同姓”人。即便

他们没有生活在同一个地方，甚至并不相识，但只要同属一个

“姓”，在苗族人心中就会被认定为一家人。

苗族从古至今都坚持“同姓禁婚”的原则，而且无论是在

中国还是美国，甚至世界各地，只要是苗族人，都必须遵守这样

的制度，姓氏不同的人才可以结合。追溯过去，苗族的祖先最早

设立的是“家族内禁婚”的制度，也就是同一个家族的人不可以

结为夫妻，这与中国近亲不可结婚的制度是非常相似的，也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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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对本族后代延续的考虑。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加之战争的破

坏，令苗族内部出现了不可控的分化，不但居住的地区不同，甚

至都不在同一个国度，过去“族内禁婚”的制度也就慢慢演化成

了“同姓禁婚”。而苗族的“姓”其实是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

隐藏在汉姓背后的苗族姓氏则代表了他们族内的血缘和家族关

系，较为复杂。

移民之后，苗族人会接受居住地的文化教育，但这并不影

响他们族内文化的延续和发扬。而且，苗族制度对当代苗族人

的约束力是非常大的，即便是接受过高等级教育的两个同姓的

苗族人想要结合，也会被本族人反对甚至阻止，就算他们坚持

也必然会引起族内的风波与非议。理论上，在经过多年的繁衍

之后，即便是同姓的苗族人他们的祖先都已经无从考证了，自然

谈不上血缘关系，不过苗族中“同姓禁婚”的传统思想却是根

深蒂固的，这种强大的集体意识俨然已经升级到了民族文化当

中，影响着生活在美国甚至世界各地苗族后代的生活。②虽然维

护本族文化的纯粹性是不可厚非的，但与时俱进的思想也是不

可或缺的。对于苗族的情况，笔者则认为可能是因为迁徙令其

离开了自己的故土，导致苗族失去了安全感，害怕被同化，害怕

属于自己的文化逐渐消失，以至于整个民族都不复存在，所以才

固执的认为只有团结互助、维护传统才是本民族得以长远发展

的唯一办法，进而忽略了与时俱进的重要性。

社会进步，如果故步自封，苗族也不可能壮大和发展，所以

从各个方面来讲，生活在美国的苗族人或多或少都会受到美国

文化的影响，但他们始终坚持的原则就是借助美国的土壤与文

化来壮大自己的力量。美国，本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并且注

重保护人权，所以为苗族人提供了足够自由的发展空间，并尊重

他们的传统。

在美国社会的鼓励之下，苗族成立了专属于自己的家庭协

会，用以讨论本族内比较重大的事情，解决纠纷或者分享资源

等。久而久之，这种协会的形式便得到了普遍认可，其不但成功

拉近了各个族人之间的关系，而且增强了大家的归属感。③负责

族人事物的父系长辈会定期召开代表大会，进行族内事务的统

一汇报，针对阶段性的问题总结发言并给出解决意见；会议之

后再分小组讨论，也可以提问，每个代表都有权利和义务进行解

答，令整个过程显得非常正规且民族化。这个协会最具意义的

地方就是能对当地苗族后期的发展动向、预期目标给予设定，

不但团结了整个家族，还增强了每位成员的存在感，同姓家族

的传统习俗和文化得到了非常完好的保护。不同“姓氏”家族之

间的代表大会意义都是不一样的，但为了生存他们所表现出来

的凝聚力却都一样，所以在号召族人方面，不同家族都本着“求

同存异”的大原则。

信仰是少数民族的精神支柱，而对于生活在美国的苗族人

而言，家庭文化就是其信仰的基础，对其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对于一个移民的少数民族，在美国这片陌生土地上生根发芽所

依靠的就是整个民族的强大凝聚力，这层坚硬的屏障支持着苗

族人在异地他乡努力耕耘，为个人和家庭的生活不懈努力。一旦

某个苗族成员取得了成就会变成整个家族乃至民族的骄傲，其

在族内的地位也会得到很大的提升。苗族人想要在美国社会中

工作、成家立业，更离不开家族的帮忙，家族会利用社会关系网

为其提供更多的机会，尽量让他们不那么孤立无援。

不过，个体与家族间的关系永远都是互利互助的，换言之，

家族可以为个体牵线搭桥、摆平一些困难，个人也必须懂得牺

牲自己的利益，来维护整个家族的荣誉。这一点与美国文化则刚

好冲突。④美国社会宣扬的是个人主义，强调个人价值是至高无

上的。因此，每个苗族人都可能面对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就是

在其不断追求个人发展的同时，还必须应对家庭甚至整个家族

的要求，并且努力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有些时候还必须在个人

与家族之间进行选择。

从很多实际例子中可以发现，当一个苗族人在面对家庭和

个人利益的时候，他们通常会倾向于维护家庭的利益，以保证整

个民族的顺利发展。因为，苗族人自小就接受了苗族文化的洗

礼，民族意识在他们心中根深蒂固不可动摇。一批又一批苗族

人慢慢成长起来，他们对血缘关系和家族的认可度也会随着年

龄的增长而增加，同时背负着促进民族发展的使命。因为他们

深深明白，对于美国他们始终都是外来人，要想在这片土地上

幸福的生活下去，就离不开整个家族的庇护，所以只有家族更加

强大，他们所能享受到的权利才会更多，生存才更有保障，强大

的凝聚力是他们最有力的武器。

以家族联盟为特点的苗族组织

为了进一步提升民族凝聚力，由不同姓氏的家族派出一位

代表组成“十八姓苗族协会”，所有家族在这个组织中都享有平

等的地位，不分高低贵贱，具有同等的发言权。

社会的进步和美国的强大令苗族人深刻认识到，仅仅依靠

同姓家族内的强大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联合起整个苗族才能够

更具影响力，这样不但能够扩大苗族人的社交网，还可以应对

来自于外界的挑战和威胁。美国本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文化

的多元化发展更令其变成了一个“大熔炉”，一不留神就可能被

其他民族所吞噬。⑤所以“十八姓苗族协会”便顺势而生了，并且

深得人心，将整个苗族的力量团结起来，才能为本民族的发展

提供更多可能。

“十八姓苗族协会”所讨论的问题是比较宏观的，就像一

个国家的政府一样，讨论的是整个苗族所面临的危机与问题，

鼓励各家族代表积极发言，收集族内的意见，然后反馈给本家

族的领头人。领头人则组织本家族内的代表大会进行问题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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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方案的总结，并将最终结果传递给每个家庭。协会的主要作

用就是用于解决家庭矛盾、婚外情、离婚、家族内外纠纷和冤情

等问题，尽量平衡民族内部的关系，以保证出现危机时能够一

致对外。这种模式也体现出一定程度的民主思想，或多或少受

到美国文化的影响，但核心就是以集体利益为大前提，重视的是

民族整体的荣誉。

作为一个民族最高阶层的政治组织，“十八姓苗族协会”

有着严格的纪律、流程与规范。首先，协会设秘书长一职同时担

任调节委员会的首席主席，调解员则从各家族代表中甄选，秘

书长与各代表负责调节制度的设定，由调解员负责执行。通常情

况下，当苗族家庭间或个体间发生纠纷，第一时间就会向“十八

姓苗族协会”求助，其所给出的意见都是依照苗族习俗与文化

拟定的，容易被接受且有说服力，且美国政府已经正式承认过

“十八姓苗族协会”的权威性。

由于对协会的认可度高，苗族人以能够在协会中工作为荣，

所以特别认真地对待自己所负责的事物，并且严格按照规章制

度执行。例如召开代表会之前，代表们需要进行充分的会前准

备，开幕之后首先是点名程序，然后是积极的发言与讨论，结束

后还要有正式的闭幕仪式。会上提及的家族问题，大会还会借

助不同的渠道在家庭成员间收集意见并进行汇总，且以书面形

式上交给大会，然后再下发给各个家族，促进大会成果的普及。

大会期间还会针对纠纷进行调节，每位调解员都认真地进行事

件缘由的调查，在尽可能尊重当事人确保不侵犯他人隐私的前

提下完成任务。调节过程一般情况下只允许当事人旁听，但非当

事人因特殊原因需要旁听的可向大会提出书面申请，在审核通

过之后方可旁听。在旁听过程中必须按照规定，不得给当事人

拍照，不能记录细节，不能在新闻报纸等媒体上传播甚至宣扬

等。调节过程就像法院审理案件一样，必须按照规章流程进行，

并且保证严肃公正。纠纷的情况不同，当事人也可能因为某种原

因出现情绪激动并无法与对方达成统一意见的状况，这时调解

员就必须按照苗族习俗与文化传统做出正确与否的判断，并做

出惩罚的决定，处罚等级以苗族协会制定的为准。

结语

战争迫使苗族不得不迁徙异地他乡，但其对本族文化纯真

性的保护和大胆的尝试却给人以深刻的启示。文化的融合与转

型会涉及到整个民族的利益，苗族人在这个问题上所做出的努

力为其他移民民族的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非常值得借鉴。作为

移民，尤其是少数民族的迁徙，在新的土壤上要完成不同文化

间的融合同时又不失本民族文化的纯真性是一件何其困难的事

情，但苗族人却处理的非常好，并且尽可能保全了整个民族的最

大利益。首先，每个苗族人自小就接受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文化

教育，民族价值观在他们心中根深蒂固，即便后期会接触到美

国的教育甚至高等教育，都无法动摇民族荣誉在他们心中的地

位；其次，苗族人认为民族荣誉高于个人荣誉，脱离了民族的个

体会失去庇护，利益自然也无法保障，只有凝聚在一起，才有归

属感和安全感；最后是强大的民族信仰，让他们在面对外界影

响和诱惑的时候不至于迷失本性，坚持苗族传统的规章制度，

在与当地社会相融合的基础上，保持苗族自身的特性。

时代的发展令很多传统文化失去了一部分意义，但苗族并

没有因社会的进步适时得进行自身风俗习惯和文化素养的改

革，固守陈规固然能够令苗族文化保持原汁原味，但却脱离了

实际，这样的方法是否可行，是否存在更完美的解决途径呢？

从批判性的角度分析，苗族如今仍然沿用的是以男性为主导的

父系体制，这种制度早就不符合当代社会的发展；“十八姓苗族

协会”里面的代表也都是男性，所以在解决有关女性问题或者

讨论与女性利益相关的问题时都会做出一些主观性判断。女性

在苗族社会中依然不具备发言权，也无法享受与男性一样的社

会地位，即便协会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准备选派一些女性

代表，但因为受到“同姓禁婚”制度的约束，本家族中的所有女

性其实都是其他家族的女儿，那么面对娘家与婆家之间的纠纷

时，她又该进行怎样的抉择？

虽然移民的本质是相同的，但不同民族间的习俗、价值观

和经历却千差万别，苗族的情况是否适合其他群组的搬迁还需

要考证。但移民文化与本土文化、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间的融合

问题确实成为很多少数民族的困扰，怎样才能在保证自身文化

纯粹性的同时又能与外来文化相互融合并共同发展呢？文化间

的碰撞与融合是全球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话题，更需要人们继

续探讨与思考。

（作者单位：华北理工大学；本文系中国教学学会外语教育

专业委员会项目研究成果，项目编号：NAFLE011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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