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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main ethnic minorities in southwest China, Dong minority began to receive attention 
from Japanese academic circles as early as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e results of the translation 
and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on Dong minority which included in the Japanese academic journal 
database CINII, the National Diet Library, and the Japanese scientific research database KAKEN, 
show that Japanese academic studies focus on Dong national songs, folk architecture, folk belief, 
education for national minorities and tourism research. Japanese academic studies of Dong mi-
nority presen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versification and focus on research content, internationali-
zation and cooperation of research members, fieldwork and demonstration of research methods, 
deepening and developing of research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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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侗族作为西南主要少数民族之一，早在20世纪初便开始受到日本学界的关注。系统梳理和译介日本学术

论文数据库CINII，日本科学研究费助成事业数据库KAKEN，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中关于侗族研究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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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资料发现，日本学界侗族研究的焦点内容主要在侗族歌谣，民族建筑，民间信仰，少数民族教育及观

光旅游等方面。呈现出研究内容多元化与焦点性，研究成员国际化与协作性，研究方式田野化与实证性，

研究成果深入化与发展性的特征。 
 
关键词 

日本学界，侗族研究，焦点内容，特征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侗族作为中国西南地区主要的少数民族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璀璨的文化。侗族人民凭借着自身

的勤劳与智慧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因而很早便引起了日本学者的关注，成为了日本学界

研究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视角。早在 20 世纪初，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就深入到湖南、贵

州、云南等地进行田野调查[1]，其 1906 年发表的《从人类学上看中国西南》论文中，如实地记录了生活

在中国西南的侗族、苗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和贵州汉族的风俗文化，并对侗族干栏式民居进行了比较

研究[2]，从而正式拉开了日本学界研究中国侗族的序幕。随着改革开放政策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日本学者得以能够深入到西南腹地展开细致入微的踏查，对侗族的研究逐渐呈现出系统化、深度化及多

元化的趋势。 
因此，本文以日本学界侗族研究为主线，搜集与整理日本学术论文数据库 CINII，日本科学研究费助

成事业数据库 KAKEN，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中有关侗族研究的科研课题、学术论文及专著等文献资料，

对这些史料信息进行数据量化分析和译介述评，以期解构日本学界侗族研究的内容焦点和趋势特征，把

握海外侗族研究的整体貌相，为国内学者研究侗族提供他者视阈下的跨文化思考和基础性资料[3]。 

2. 日本学界侗族研究的焦点内容 

通过对日本学界侗族研究的文献梳理，发现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侗族歌谣、民族建筑、民间信仰、少

数民族教育及观光旅游方面。 

2.1. 日本学界侗族歌谣研究 

侗族歌谣是侗族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都是日本研究侗族的焦点内容之一。辰巳正明、舟

木勇治等人曾对日本的“秋田县金泽八幡宫传统对唱”“奄美的八月歌”及中国贵州南部地区的侗族“大

歌”及“行歌坐夜”展开了实地调研，期间获得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邓敏文及贵州民族学院名誉教授吴定

国的支持，发表了《贵州省南部侗族的大歌及仪礼的性格》[4]、《侗族民歌对唱形式的种类及韵律》[5]、
《贵州省南部侗族的萨岁祭词的性质》[6]、《中国贵州省南部侗族的祭祀与祭词——萨岁的祭祀调查报

告》[7]等论文，并出版了专著《对歌——探寻情歌奇祭》[8]。研究以中日比较文学的视角，系统分析了

中日在民族祭祀、生产劳作等社交集会场合下的对唱歌词，总结了东亚文化中歌谣对唱的基本状况，详

细揭示了中日对歌系统的形成路径，指出“歌路”是理解东亚情歌文化最有效的原理，而情歌中的恋爱

具有模拟性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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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野纮、薛罗军从音乐学的角度对侗族歌谣展开了研究。星野纮于 2009~2010 年先后深入到贵州侗

族地区，调查了侗族歌谣的多声部合唱，发表了《中国侗族与日本对歌的多声部合唱的由来》[10]《采访

中国侗族的多声部合唱》[11]，对侗族歌谣的多声部合唱进行了音韵学上的详细解析，追溯了侗族歌谣与

日本对歌中的多声部合唱的历史由来。 
薛罗军从 1988 年开始介绍侗族音乐到日本，经过对中国西南侗族村落长达十年的实地调查，系统解

构了侗族音乐的形成、分类、历史演变、社会功能以及传承方式，发表了《中国少数民族侗族的音乐—

音乐的分类及侗族歌师的社会地位》[12]、《中国少数民族侗族的生活与音乐》[13]、《从侗族传统音乐

文化研究的田野记录看民族艺术学的诸相》[14]等论文，并出版了《侗族音乐文化的静态和动态》[15]。
他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详尽阐述了侗族音乐背后丰富的文化内涵与生命张力，为侗族歌谣在日本的传播

和展演做出了积极贡献。 
牛承彪作为日本学界侗族歌谣研究的集大成者，从文学、音乐学、文化人类学及民俗学等多视角出

发，对侗族歌谣文学、侗族大歌的生态、歌师的社会地位、侗族对歌习俗的社会功能进行了系统性研究，

揭示了侗族各地区歌谣传承的实态和整体貌相，探明了其形成、发达的要因及影响因素[16]。在侗族各地

调研过程中收集的大量丰富的录音、录像、照片和文字资料，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他先后主持了《中

国侗族歌谣的实态调查与传承研究——以<歌师>为中心》[17]、《中国侗族大歌的生态研究——以“鼓

楼大歌”“行歌坐夜”“歌会”为对象》[18]及《在礼仪中对唱的作用研究——中日国际比较视角》[19]
三项日本国家课题，发表了《中国侗族的稻作作业歌及其风土——以贵州省黎平县岩洞寨为例》[20]、《侗

族“大歌”的歌词》[21]、《歌谣的两个“场”》[22]及《中国侗族对歌的传承实态：以北部方言地区为

例》[23]等系列论文，并出版了《中国侗族歌谣生态记录与研究》[24]和《中国侗族大歌生态研究》[25]
等学术专著。身为留日学者的牛承彪，经过多年的学术积累逐渐形成了以侗族歌谣为研究中心的学术谱

系，成为了日本学界侗族歌谣文化海外传播的重要力量。 

2.2. 日本学界侗族建筑研究 

侗族建筑研究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土田充义、冈田知子及片冈靖夫三人，他们从不同的视角研究了侗

族的建筑产物和居住环境，发表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学术成果。 
1998 年，鹿儿岛大学工学部的土田充义教授在湖南大学建筑系柳肃、曹麻如、巫纪光等教师的协作

下，对湖南苗族、侗族、瑶族、土家族民居和住宅形态进行了实地调研。在考察湖南新晃县侗族民居时，

土田充义用图文并茂和数字化的方式详细记录了侗族民居的结构特征，剖析了侗族集体住宅在分布形态

上的规律性，发表了《从湖南省新晃县侗族民居中的火炉使用法看侗族的生活方式——亚洲文化圈的民

居和集体居住形态研究 19》[26]、《关于湖南省新晃县侗族及周边少数民族居住平面图的研究——亚洲

文化圈的民居和集体居住形态研究 20》[27]、《从居住习惯看湖南省苗族·土家族·瑶族民居的差异》

[28]等系列成果。 
冈田知子从多国比较的社会学视角研究了中日韩三国的集体住宅文化，以广西合善侗族村落为代表，

对侗族住宅的形状、栋梁方向、共同生活空间进行了建筑学意义上的细致调研，指出东亚集体住宅中明

确存在着一种凝结村落居民的共生组织——中国侗族的鼓楼和韩国的宗家与祭室。冈田知子与伴丈正志

及松尾有平等人于 2005 年，相继发表了《中国广西侗族村落的空间构成：从东亚的集体住宅文化看共生

组织(1)》[29]、《中国广西侗族村落住宅的空间构成：从东亚的集体住宅文化看共生组织(2)》[30]、《广

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村落的空间构成：从中国少数民族的住宅文化看共生组织(6)》[31]、《广西壮族

自治区侗族的住宅和村落构成要素：从中国少数民族的住宅文化看共生组织(7)》[32]等系列研究成果。 
片冈靖夫曾于 2006~2007 年间三次带领中日合作团队深入到广西和贵州侗族地区，采用先进的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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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对侗族传统建筑物的建造结构进行了精密勘测与解构。于 2007 年发表了《中国侗族杉木传统木造建

筑物的研究第 1 报》[33]《中国少数民族侗族的干栏式结构下传统木造建筑物的构筑体系研究》[34]等论

文，出版了专著《建筑与社会Ⅲ中国少数民族侗族的建筑和社会》[35]。 
如果说土田充义是将侗族建筑放置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建筑整体框架下进行的综合考察，冈田知子

是从社会学角度将侗族建筑置于东亚集体住宅文化下进行的比较考察的话，那么片冈靖夫对侗族建筑的

研究则是一场独立于西南少数民族和东亚文化圈范畴的专题考察和对侗族建筑物的本体研究。 

2.3. 日本学界侗族民间信仰研究 

21 世纪后，侗族传统民间信仰才开始引起日本学界的关注。兼重努作为日本学界风水研究的第一人，

曾发表《从鼓楼·风雨桥看侗族的风水民俗(特集风水的历史与现代)》[36]、《盗取风水：西南中国侗族

的事例》[37]、《风水文化圈中水的意义：西南中国侗族村落社会的事例》[38]、等系列论文，从侗族典

型建筑物、村落地形特征、村落选址、水的寓意、各地区萨岁神的性格差异等方面系统阐述了侗族的风

水思想和风水民俗，从而开启了日本学者侗族研究的崭新领域。 
日本民俗学家的小川直之发表《“依代”的比较研究》[39]一文，将贵州侗族的萨岁祭祀和韩国全罗

北道蝟岛的愿堂祭进行了比较研究，系统论证了两国迎接神灵的“依代”“招代”的概念差异。此外，

留日学生黄洁对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县和湖南省通道县实地考察，详细介绍了侗族的“架桥”习俗、萨

岁信仰、灵魂观及功德观念，发表了《从近现代中国侗族的事例看政策性移动的村落风水传说与实践》

[40]、《符鬼：西南中国侗族的依代信仰》[41]等论文，从现代留日学生的视角将侗族的民间信仰译介到

日本，进一步丰富了日本学界侗族研究的资料。 

2.4. 日本学界侗族教育研究 

日本学界关于侗族教育的研究主要以留日学者为主。20 世纪末薛罗军发表了《从中国侗族的事例看

现代社会中的少数民族教育》[42]一文，分析了 1980 年以后实施的新教育课程模式对侗族学校教育的影

响，考察了侗族社会教育对民族文化传承的意义。 
21 世纪后，金龙哲从侗族歌谣的教育课程化视角对侗族教育问题进行了系统考察，发表了《中国少

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及学校教育：以侗族歌谣教育课程化的尝试为中心》[43]和《关于教育课程化

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化的取舍选择的考察：以侗族的“歌谣进教室”为例》[44]。他还主持了日本国家课题

《关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教育课程化的比较教育学研究》[45]，在研究中首先调研了贵州省从江县

小黄村小学和黎平县三龙小学开展的侗族大歌传承教育活动，考察了率先将侗族大歌引入教育课程的榕

江县车民小学的组织结构，整理了文化传承负责人的生活事例，了解了以侗族大歌为核心的传统艺术导

入学校教育的情况，明确了侗族新创文字的使用状况和地位，指出在少数民族文化的教育课程化过程中

文化选择是关键。 

2.5. 日本学界侗族观光旅游研究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我国进入大力发展民族观光旅游的阶段，长期致力于侗族研究的日本学

者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趋势。其中，兼重努发表了《从中国广西三江侗族·程阳景区的事例看民族观光

开发和当地居民的应对情况》[46]、《从西南中国的少数民族侗族的事例看文化资源的变容》[47]等论文，

以广西三江侗族程阳景区为例，通过实地调研历时性地考察了当地侗族旅游开发的概况及观光开发对当

地侗族居民带来的影响和应对措施，分析了观光资源在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发挥的功能与意义。 
坪乡英彦和金裕美则从工艺品开发的视角对侗族的观光资源进行了考察。坪乡英彦在《中国贵州省

苗族侗族的工艺品资源的活动》[48]一文中，探讨了苗族和侗族的家具、木工及竹工艺品在观光开发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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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问题。金裕美发表了《从民族观光地区的工艺品销售看女性的连接性：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侗族的事

例为基础》[49]，分析了侗族地区工艺品开发销售过程中当地女性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 
绪川弘孝在《贵州的民族观光地和观光地区的生命周期论》[50]论文中提到，在贵州省政府和州政府

的支持下，从观光经济学的角度实地调研了贵州苗族和侗族观光开发较为成功的地区，并运用观光地区

生命周期论的理论探讨了贵州省内各大观光地区的发展定位，分析了各大观光地区发展成功的要因及尚

存问题。 

3. 日本学界侗族研究的学术特征 

通过对日本学界侗族研究的文献资料进行系统译介和梳理发现，日本学界在对侗族的研究过程中呈

现出以下学术特征和发展趋势。 

3.1. 研究内容的多元化与焦点性 

日本学界对中国侗族的早期研究主要聚焦于建筑领域，随着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日

本学界对中国侗族的研究逐渐得到多元化发展，开始涉及民族文学、民俗学、音韵学、教育学、文化人

类学、旅游学、建筑学、服饰学及地域研究等多领域内容。从总体上来看，日本学界关于侗族的研究仍

具有焦点性特征，主要集中以歌谣和建筑文化为核心的人文社科领域。 

3.2. 研究成员的国际化与协作性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无论是在日本学界的侗族国家课题研究的项目负责人中，还是在各类学术论文

和专著的作者中，都能发现大量留日学者的身影。留日学者的侗族研究不仅客观上促进了我国少数民族

文化的海外传播，反映出留日学者逐渐成为海外中国学研究的重要力量，同时还体现出日本学界侗族研

究的国际化趋势。此外，日本学界侗族研究能够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可以说既离不开中日学者之间的

相互交流与协作，更离不开或民间或政府层面的相互支持与援助。 

3.3. 研究方式的田野化与实证性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西南地区的交通有所改善，但西南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相对欠发达的经

济条件却客观上加大了日本学者进行田野调查的难度。侗族主要分布在贵州、湖南和广西的三省交界处，

环境相对闭塞。尽管如此，日本学者仍坚持深入到贵州黎平县、从江县、榕江县，湖南的新晃县，广西

的三江侗族自治县等侗族地区进行潜心调研和实地考察，并对侗族歌谣、建筑、信仰、教育及观光等领

域展开了深入研究，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其中的艰辛不言而喻，也反映出日本学者重视田野调查和研

究的实证性。 

3.4. 研究成果的深入化与发展性 

在梳理日本学界侗族研究的学术系谱和课题研究内容时发现，日本学者在进行横向多元化拓展的同

时，也在不断对先行研究成果进行深入化挖掘。2010 年以前的侗族研究主要以建筑文化为主，此后侗族

歌谣、民族观光、民族教育、民间信仰开始备受关注。其中土田充义、冈田知子、片冈靖夫等日本学者

相继从不同视角对侗族建筑文化展开的研究，牛承彪和金龙哲等留日学者对侗族歌谣、少数民族教育进

行的系列化课题研究，都充分体现出日本学界在侗族研究成果上的深入化和发展性趋势。 

4. 结语 

本文以日本学界侗族研究的学术成果为线索，系统梳理和分析了日本学界侗族研究的内容焦点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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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特征，并对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译介和概述，为国内学者的侗族研究提供了他者视阈下的跨文化

思考和与基础研究资料。在日本百余年的侗族研究进程中，新老学者孜孜不倦的学术传承与创新，细致

入微的文献考证与史料梳理，深入侗族地区的田野调查与现代化记录手段的积极应用都是值得我们学习

与借鉴的。同时历时梳理近百年来日本学界侗族研究的丰硕成果，并对其译介和述评，揭示侗族形象和

侗族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化在海外的多维展演与接受情况，不仅具有学术意义，而且符合中华文化走出去

的时代背景。 

基金项目 

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科研项目“改革开放以来日本学者侗族研究文献考述”(GDWY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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