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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 5月 ,新华社发布一条消息: “我国瑶学研究获重大突破 ,瑶族圣地千家峒地理位置被确

认”。不久 ,人民日报、中国旅游报刊发相关报道: “宫哲兵 17年研究含辛茹苦 ,千家峒七百年之谜终被破

解 ,千家峒将成为桂林旅游大热点”。 3年后的 2001年 5月 ,宫哲兵撰写的《千家峒运动与瑶族发祥地》

由武汉出版社出版。该书分上下两卷。上卷探讨动态的千家峒运动。 1941年 ,广西大瑶山周边数县瑶民

组织起来 ,发动了“杀回千家峒”的武装迁徙 ,遭到国民党军队的残酷镇压 ,这是一次典型的千家峒运动。

书中把形形色色的千家峒运动分为四种类型:寻找返回型、文化传播型、舞蹈祭祀型、圣地认同型。宫哲

兵认为 ,千家峒运动是 19世纪兴起、 20世纪达到高潮的全球性民族复兴运动 ,它与同时期世界各地发

生的本土运动有特别相似之处。 运动的功能是复兴民族意识与民族性格 ,提高生存能力 ,推动迁徙热情

等。

下卷前三编静态地考证千家峒的地理位置。 宫哲兵运用大量的田野调查资料 ,以及县志、地图、地

名、族谱、碑文、出土文物 ,有说服力地论证 ,瑶族世世代代寻找的圣地千家峒在广西灌阳、湖南江永县、

道县交界的都庞岭地区。书中对这三县千家峒的地域范围、风光景色、民族民俗 ,作了详尽的介绍 ,把一

个美丽、古朴的自然人文景观活泼泼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确认千家峒的地理位置和发展历史 ,对于探讨瑶族族源与迁徙过程具有重大意义。下卷第四编提出

零陵、千家峒地区是瑶族发祥地之一的重要观点 ,描绘了瑶族历史上漫长的迁徙之路。 这些新的见解已

引起费孝通、李亦园等著名人类学家的重视 ,从他们为本书写的提辞、序言中可以看出本书的特色:

第一是将人类学的田野考察方法与历史学、考古学的方法相结合 ,既解读了大量的史志文献 ,又收

集了许多珍贵的出土文物 ,还特别重视民间手抄文献与口碑传说的价值。

第二是对千家峒问题进行了多层次的立体研究: 从千家峒运动入手 ,到确认千家峒的地理位置 ;从

千家峒的风光民俗介绍 ,到开发千家峒旅游的策划 ;从瑶族的发祥地千家峒 ,到飘洋过海 ,万里迁徙 ,都

做了层层递进的研究。

第三是每编之后有小结 ,通过小结把感性资料上升为理性思索 ,从纷乱的现象中概括出本质 ,常有

画龙点睛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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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是图文并茂 ,书中在关键地方配有地图与照片 ,这不仅使一些抽象难懂的问题一目了然 ,而且

使整个文本具有直观、生动、真实的品格。

本书的创获 ,首先在于确认了千家峒的地望。瑶族发祥地千家峒在哪里? 瑶民用几代人的努力 ,付

出血与生命的代价在寻找。 国内外的瑶学研究者 ,用了几十年的时间 ,进行了艰苦的调查与探索。过去

有多种看法 ,聚讼纷纭 ,而到目前为止 ,宫哲兵对千家峒的考证最有说服力 ,获得张有隽、奉恒高等大多

数瑶族学者与民众的认可。

其次 ,宫哲兵运用人类学的方法 ,从全球的视野出发 ,提出“千家峒运动”的概念 ,认为千家峒运动与

美国印第安人的鬼舞运动、澳洲新几内亚巴布亚人的船货运动一样 ,都属于世界性的本土运动。这样 ,就

把对千家峒的地理位置的考证 ,与对现实千家峒运动的分析结合起来 ,把地理与人文沟通 ,使历史与现

实结合。

再次 ,千家峒问题是瑶族历史上的局部问题 ,但是对它的研究成果有可能引发其它一些论题的突

破。如瑶族的族源问题历来争论很大 ,有武陵蛮说、山越说、多元论等。 宫哲兵提出“零陵蛮说” ,即认为

汉代零陵蛮是瑶族的主要先民。舜帝南征三苗 ,葬身零陵、九疑山 ,此后荆蛮、零陵蛮、莫瑶、瑶 ,血脉从未

中断 ,至今仍然是瑶族人口最集中的地区之一。莫瑶主要向北向东迁徙 ,瑶主要向南向西迁徙 ,迁徙中多

次飘洋过海 ,即过洞庭湖 ,这些都是有价值的观点。

本书还具有明显的应用价值

千家峒自然风光秀丽 ,森林茂密 ,动植物资源丰富 ,目前灌阳、江永、道县三县都建立了自然保护区 ,

都有强烈的开发千家峒旅游的意向。 江永县开发最早 ,省市县三级政府对千家峒瑶族乡已有大量投资 ,

目前已有比较好的经济效益。灌阳县的旅游开发力度最大 ,其开发规划已纳入桂林市大旅游圈的整体规

划之中 ,近年来新开辟的几个景点已初见成效。

本书为千家峒旅游开发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历史定位。确认千家峒的地理位置 ,考察千家峒的地域范

围 ,承认其瑶族发祥地的历史地位 ,描述千家峒的昔日辉煌 ,这些对于重建千家峒都是必需的。

本书对开发千家峒旅游提出了一些精辟的设想。例如根据都庞岭顶峰韭菜岭的特殊地形 ,不需大的

投资即可建成一个天池。如果建成它将是南方唯一的天池 ,与东北长白山的天池南北辉映。又如在千家

峒内建设瑶族图腾园、图腾柱园、中华各民族图腾园、世界各民族图腾园的创意也是很新颖的。

总之 ,本书是有关千家峒问题和瑶族族源问题的一本富于学术价值的著作 ,它是将西方人类学本土

运动理论运用于中国实际的尝试 ,也是将历史寻根与现实经济、理论探索与可读性相结合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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