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绵延的武陵山脉横亘湖南西北部，犹如一个弓起

的巨大脊背。在组成这个脊背的高山峡谷之间，散落

着星星点点的村落，十八洞村正是其中之一。

十八洞村由梨子寨、竹子寨、飞虫寨、当戎寨组

成，距离花垣县城 34 公里，距离吉首 38 公里。

近年来，十八洞村原样保护、修旧如旧，人居环境

焕然一新，致富产业纷至沓来，古村、古景、古技在保

护中传承创新，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2016 年，十八

洞村被列入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精准扶贫 成果丰硕

连日的暖阳驱散了十八洞村常年缭绕的雾气，从

高空望去，梨子寨木屋黑瓦，炊烟袅袅。一条蜿蜒的

石板路从山下往上延伸，将小村寨里的家家户户连在

了一起。

村民施成富住在石板路拐弯处。前几年，他开起

了村里第一家农家乐，家里买上了小轿车。用他的话

说，这样的日子“以前想都不敢想”。

几年间，石阶还是一样的石阶，石阶两旁人们的

生活，却早已变了模样。

过去，村民石爬专家里唯一的电器就是一盏节能

灯；如今，他每年可以固定从村里的猕猴桃基地获得

分红，屋里各类家电一应俱全。曾经一度面临辍学风

险的十八洞村女孩施林娇，也因为精准扶贫的政策，

顺利从浙江音乐学院毕业；毕业后，她主动回到村里

和一群年轻人一道创业。

十八洞村每一户人家的生活，都被精准扶贫深刻

地改变了。近年来，每年都有超过 20 万游客慕名前

来，开启感悟之旅。此外，十八洞村还规划了“‘精准

扶贫’首倡地——十八洞村精准脱贫之路”展览。古

朴且有苗族装饰特色的展厅占地 200 多平方米，于

2018 年 10 月底建成开放。展厅以“精准扶贫”为主

题，以新老照片对比、视频滚动播放及驻村扶贫工作

队与村民代表现场讲解等形式，展示十八洞村精准扶

贫取得的丰硕成果。

苗寨风情 活态呈现

十八洞村雨水多，云雾多，空气潮湿，村寨内建筑

均依山而建，靠山取材。苗乡多为吊脚楼，但村中所

在的区域小台地较多，因此建筑多为“一”字形穿斗式

木结构。“一”字形青瓦房主要包括三柱四挂、五柱六

挂、五柱七挂、五柱八挂、五柱九挂等，多为横开三间，

也有多间连开的。房屋多以木或竹作为墙面，盖手工

小青瓦，建筑底部垒石以防水，屋前多用青石板砌成

用于休息和晾晒谷物的坪场，也有部分为水泥地面。

石爬专的房子，属于苗寨房屋的典型布局。穿过

坪场进入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宽敞的堂屋。

堂屋的左侧，则是一个火塘。火塘是苗族农家做饭用

餐、烤火取暖及休息闲聊的常用之所。除婚丧喜庆宴

客用灶之外，常年炊事多在火塘进行。“过去，我们通常

在火塘煨红薯、煨玉米。如今生活好了，腊鱼腊肉敞开

吃也吃不完。”石爬专说。

十八洞村的苗寨文化也有独到之处。村中有苗

族古歌、苗族赶秋、苗医药等国家级非遗项目，还有苗

戏、接龙舞等省级非遗项目。过苗年、赶秋、四月八等

苗族传统节会在这里依然具有生命力。

花垣县的“苗族赶秋”，被列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若是在立秋时节来到十八洞村，可以看到规

模宏大的赶秋盛况。

赶秋是一个集体的盛会，首先需要一个足够大的

“秋场”。在十八洞村，秋场就是村中开阔地的一块坪

场。赶秋那天，各个村寨的男女老少都会早早来到这

里，等待节日的开场。人们穿着节日的盛装，沿着山

坡的梯田依次站立，将秋场围绕得层层叠叠。

随着上百面红艳艳的苗鼓敲响，赶秋活动正式开

始，穿着盛装的苗族女性随着鼓点载歌载舞。紧接

着，由赶秋仪式主持人——“巴代”手持绺巾，身穿红

色长袍，开始表演。整个仪式需要经过迎秋、祭秋、赶

秋三大环节。除了流程严谨的仪式，赶秋活动上还有

八人秋千、苗歌等表演。

如今，十八洞村的各个村寨，已经形成了各自的文

化特色。坐落在群山环绕之中的竹子寨，竹篱小道通往

各家各户，竹子元素特色随处可见；而当戎寨的民

居则主要依山就势而建，青石板街巷、吊脚

楼是这里的亮点。

传统民居 现代治理

近年来，十八洞村全村 237 户民居风貌进行了

改造，功能得到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已实现现代化，

但传统民居和传统格局依然随处可见。

十八洞村 4 个村寨均为保存完好的苗家传统村

落，全村有 90%以上建筑为传统苗家民居，百年以上

的古建筑约占 10%。苗寨的传统风貌，不仅没有因为

经济的发展而被破坏，反而因为合理的规划布局，更

加凸显。

村党支部书记施金通说，前些年，也有一些村民

将自己的老房整修成了“洋房”。2018 年，十八洞村

从外部引进规划设计团队，对全村自然资源、历史人

文、基础设施现状，进行了“地毯式”摸排，并以此

为基础，编制实施精准规划，建立湖南省首个驻

村规划师制度，形成一套精准规划模式。在改

造中，采用当地常用的技术、材料、工艺，

依山就势、就地取材，让建筑物与周边山

水田园融为一体、面貌一新。

为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激发村民的

内生动力，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十八洞村

近年来推行了互助“五兴”的基层治理模式。全

村组建了 41 个互助“五兴”组，每个互助组由 5 户村民

组成，由党员担任组长，从“学习互助兴思想、生产互

助兴产业、乡风互助兴文明、邻里互助兴和谐、绿色互

助兴家园”5 个方面建立互帮互助关系。

村 民 龙 先 兰 正 是 受 益 于 这 样 的 帮 扶 机 制 。 在

“五兴”组“扶贫先扶志”的影响下，他成为村里的养

蜂能手，不仅自己生活小康，娶了媳妇，有了女儿，

还带动了村里更多贫困户脱贫。如果问起龙先兰女

儿的名字，他一定会自豪地告诉大家，女儿叫龙思

恩 。“ 希 望 孩 子 长 大 后 能 多 学 知 识 ，建 设 好 家 乡 。”

龙先兰说。

图①：十八洞村梨子寨风光。

资料图片

图②：身穿民族服饰的村民在自家门

口小憩，露出灿烂的笑容。 资料图片

图③：在外务工多年的村民杨超文回村

开起了农家乐。这份事业不仅让他一年有 10
多万元的收入，还能陪着孩子们一起成长。

李 健摄（人民视觉）

图④：杨斌是村中最年轻的共产党员，如今在山

泉水厂上班。家门口的稳定工作让年轻人对未来充

满了希望。 李罗庚摄（人民视觉）

图⑤：村中的绣娘现场制作苗绣作品。

资料图片

图⑥：村民龙圆满参加了“星盛果蔬”合作社，走

上致富新路的她，脸上总是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李 健摄（人民视觉）

图⑦：村里的养蜂能手龙先兰（左）和妻子的日子

过得像蜜一般甜。 李 健摄（人民视觉）

图⑧：在村里的果园中采摘猕猴桃的小女孩，与

果农们一同分享丰收的喜悦。 资料图片

图⑨：施林娇大学毕业后返乡创业，通过拍摄短

视频、直播等方式，让家乡的风景、美食、民俗、建筑为

更多人所知。 资料图片

外地游客可乘坐高铁到达吉首东站，此后转乘旅

游大巴或当地车辆，沿包茂高速行驶约 50 公里，即可

抵达十八洞村附近。

十八洞村可分为人文和自然两个游览部分。人

文景观中除了精准扶贫相关展厅外，还有党性教育基

地等。自然景观则主要包括十八溶洞、夯街峡谷、苗

家梯田等。景区内因道路落差较大，距离较长，游客

需要准备相应的徒步装备。

十八洞十八洞村村

景象秀美景象秀美 生机勃发生机勃发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孙孙 超超

地处武陵山区腹地的湖南省花垣县双龙镇十八洞村是一个苗族聚居村落地处武陵山区腹地的湖南省花垣县双龙镇十八洞村是一个苗族聚居村落，，据说因村中有据说因村中有

十八个溶洞而得名十八个溶洞而得名。。巉岩高耸巉岩高耸，，涧水幽碧涧水幽碧，，古村的秀美景象见证了当地村民生活的巨大改变古村的秀美景象见证了当地村民生活的巨大改变。。

20132013 年年 1111 月月 33 日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十八洞村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十八洞村考察，“，“同大家一起商量脱贫致富奔小康之同大家一起商量脱贫致富奔小康之

策策”。”。在这里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精准扶贫”，”，明确要求明确要求““不栽盆景不栽盆景，，不搭风景不搭风景”“”“不能搞特不能搞特

殊化殊化，，但不能没有变化但不能没有变化”，”，不仅要自身实现脱贫不仅要自身实现脱贫，，还要探索还要探索““可复制可复制、、可推广可推广””的脱贫经验的脱贫经验。。

■■走进传统村落走进传统村落R

■■游览贴士游览贴士R

在十八洞村苗绣特色

产业专业合作社，村民石

顺莲正带着合作社的社员

们，赶制一批苗绣作品。

有的是蝴蝶、花草图

案。“花草代表着儿女，蝴

蝶代表着妈妈，蝴蝶和花

草连接在一起，就像儿女

和妈妈的心永远不分开。”

石顺莲说。

有的则是描绘新气象

的新苗绣。五彩丝线在石

顺莲手里上下翻飞，她绣

的是一幅名为《丰收》的苗

绣，展示的正是近年来村

里人脱贫致富的新图景。

还有更现代的题材。

有的绣着地铁和动车，还

有的苗绣图案绣在新潮的

女士挎包、家居用品、现代

服装上。

“传统苗绣背后，既是

苗寨山川草木的体现，也

反映了苗族人民的历史文

化和审美情趣。”湘西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民间文艺家

协会主席龙杰说，苗绣技

艺流传已久。沈从文曾这

样介绍湘西苗族挑花绣：

“这些花样虽完成于十九世纪，却和二千多年前楚

文化中反映到彩绘漆器上和青铜镜子的主题图案

一脉相通。”

或五彩缤纷，或恬静淡雅，或朴素大方，苗绣

所能呈现的不同风格，来自丰富多样的天然染料

来源，以及独特的印染工艺。龙杰介绍，苗

族多居山区，资源丰富，为印染提供天然

材质。传统苗绣绣线与布料采用手工

自 制 ，线 和 布 的 染 料 取 材 于 植 物 的

根、茎、叶、皮和种子。“比如红色取

于椿树，黄色取于黄连根，还有一

些颜色甚至就是来自河里的彩色

石头……”

印染是苗家人的传统技艺，各种丝线印

染程序也极为讲究。在染制丝线时，要将采集

的材料洗净，捣碎加水，然后将染物泡在其中拌浸

或煮染，直到染好后取出晒干。如此经过反复多

次染制，直至染出满意的颜色为止。

染制后的针绣环节，则是苗绣最令人眼花缭

乱的部分。“苗绣到底有多少技法，至今无人能准确

统计出来。”龙杰说，苗绣技法纷繁复杂，涵盖了绘

花、凿花、剪纸、贴花、牵花、挑花、编花、雕花等多种

门类。具体到苗绣针法上，又可分为平绣、辫绣、结

绣、缠绣、绉绣、盘绣、挑绣等上百种。在每种绣法

里又综合多种技法，如平绣就包含绣、插、捆、洒、

点、挑、串、边八大类 20多种针脚系统。

平绣，苗绣中运用最为广泛的技法，

用丝线穿针绣制，绣法简单灵巧，成品

光洁平滑，故称平绣。

挑花绣，也称挑纱或数纱。“数准

纱眼挑花纹”，苗族妇女穿的白衣，不

挽袖见花，挽起衣袖同样有花，两面都有好

花，别有一番风味。

贴花绣，则是用不同颜色的布料，剪成花枝、

花叶、花朵或各种动物的形态，针线锁边连接成

形，贴在绣品的适当部位，使绣品形态更加逼真

饱满。

除了传统的生活装饰品和服饰，在发掘苗族

文化传统、收集整理苗族史诗传说的基础上，当代

人还创作出更多大画幅的苗绣作品。2018 年 9 月，

巨幅苗绣《苗族古歌史诗绣卷》被认证为“世界上最

长的苗绣”。这幅长 148 米、宽 1.13 米的巨型苗绣，

是湘西州苗绣代表性传承人向秀平历时 2 年多

完成的作品。“刺绣 7 亿 3584 万多针，用丝线

80 多公斤。参与其中的绣娘们说，从没听

过、见过，更没绣过这样大的作品。”

向秀平说。

双龙镇夯寨村的农民画家石惠

云，是这幅绣卷的样稿绘制者。“每

当抬头仰望巍巍群峰，低头抚摸多

情的苗乡土地，我都能从中汲取到

文化的养分。”石惠云不禁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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