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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瑶族是我国南方少数民族之一。
据2007年统计，广西瑶族人口152.8万人，占广西全区总人口的3.06％，占全国瑶族人口的62％。
在广西81个县市中，有69个县市都有瑶人居住。
主要聚居在都安、巴马、金秀、富川、大化、恭城等6个瑶族自治县，其余分散在贺县、凌云、田林
、南丹、全州、龙胜、融水等县。
大分散、小聚居是瑶族分布的特点。
    瑶族因居地不同，语言有别，文化差异，支系较多。
主要有尤棉（盘瑶）、金门（蓝靛瑶）、布努（背篓瑶）、格劳（白裤瑶）、拉珈（茶山瑶）、藻敏
（八排瑶）等。
分布在广西、湖南、云南、广东、贵州、江西6省（自治区），人口213万多人（1990年），广西约
占61％。
呈大分散，小集中，多与其他兄弟民族交错杂居。
他称有“盘瑶”、“过山瑶”、“山子瑶”、“八排瑶”、“坳瑶”、“茶山瑶”、“白裤瑶”等30
多种，新中国建立后统称为瑶族。
    俗话说：“岭南无山不有瑶”，绝大多数瑶族居住山区，东部有大瑶山，西部有都阳山，南部有十
万大山，平均海拔在500—1000米之间，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物产丰富，粮食作物以玉米、稻谷为主
，森林以松杉为多，经济作物有桐油、松脂、茶叶、香草、八角、药材等，林副产品资源丰富，为开
发山区，发展多种经营提供了良好条件。
    新中国成立前，瑶族社会发展不平衡，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以农业为主，兼营林副业，如都安
、巴马、富川等地；第二类以林为主，兼营农副业，如金秀、龙胜、兴安等地瑶山；第三类地区采用
“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方法，如广西西部部分石山区、十万大山中心地区、大瑶山、广西北部的部
分地区等。
这些地区除耕作制度原始、生产工具非常落后外，人们大都过着狩猎和采集经济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大力帮助下，瑶族地区刀耕火种的耕作方法基本改变，有的地区已使用
机耕和化肥。
    瑶族风俗习惯很有民族特点，但因各支系的居住地区的不同而产生服饰、饮食、居住的差别。
近代瑶族服饰式样多姿多彩。
男子上衣有左大襟和对襟两种。
裤子长短不一，以蓝黑色家机布为主。
南丹白裤瑶男子穿白色灯笼裤，长至膝盖，故称之为“白裤瑶”。
妇女服饰各地不一，有的穿长衫长裤，有的穿短衣百褶裙。
头缠黑色或白色的绣花巾，束腰带，上衣、裙、裤、头巾、腰带均绣彩色花纹。
饰耳环、手镯、银牌。
大瑶山茶山瑶妇女爱戴一斤多重的弧形银板。
灵川、融水的瑶族妇女戴一种高耸支架，上覆布巾，下垂彩色缨络的帽子，显得高雅独特。
新中国成立后，瑶族服饰有所变化，青年人穿着多样，既有家机布的民族服饰，也有毛料做的中山装
和西装。
    瑶族主要从事农业，少数从事林业。
食物以大米、玉米、红薯为主，喝酒吸烟比较普遍。
桂北瑶族盛行“打油茶”，大瑶山瑶族喜欢腌制“鸟酢”、“兽肉酢”，有的瑶族腌制熏干的猪肉和
牛肉。
这些都是具有独特风味的食品。
    瑶族村寨规模小，多则几十户，少则三五户。
房屋多为竹木结构，也有土筑墙，上盖瓦片；一般分为三间，中为厅堂，两侧为灶房和火堂，后作卧
室和客户；在两侧设两门，一门为平时进出，一门为便于姑娘和情人谈情说爱进出；正面开设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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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婚丧祭祀时人们出入之门。
    瑶族民间文学十分丰富。
《盘瓠传说》、《密洛陀》神话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浓厚的生活气息。
瑶族是热爱唱歌的民族，不论男女老少，都喜欢唱歌。
《盘王歌》是瑶族长歌代表作，全歌达万行，形式不拘一格。
还有《密洛陀》古歌、甲子歌、信歌等。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瑶族人民充分享受了当家作主的权利。
在改革开放的方针指引下，瑶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和教育事业，取得了全面的、迅速的发展。
民族特点突出，民俗内容丰富。
长鼓舞和铜鼓舞，闻名中外。
瑶医瑶药，颇负盛名。
节日较多，各地不一。
农历十月十六日为盘王节，农历五月二十九日为达努节，有击长鼓、铜鼓等盛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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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瑶族民俗风情》由广西区内长期从事民俗文化教学、研究工作的专家学者李肇隆编写，内容包
含欢乐的劳动场景、瑰丽的生活画面、缤纷的岁时节日民俗、五彩的民族服饰、多样的民族美食、庄
重的民族礼仪、愉悦的游艺民俗、动人的民族观念、璀璨的民族艺术、丰富的民间文学等等，具有鲜
明的特色和代表性。

　　《瑶族民俗风情》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图文并茂，使读者在愉悦的阅读中感受八桂大地世世代
代发扬和传承的民间民俗文化和广西瑶族人民的民族性格，民族精神，民族的真、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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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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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保青护苗，爱鸟、忌鸟    在瑶山，农历二月的忌日颇多，自古以来，瑶族深居大山，生活生产遭受
各种各样的灾害不少，便产生了一连串禁忌，以化解各种不幸的灾害。
在全州东山瑶乡，到了农历二月，便有“初一鸟，初二蚕，初三、初四忌野羊，初五、初六忌牛马，
初七、初八忌虎狼”的习俗，在这众多的忌日里，最为隆重有趣的就是忌鸟、爱鸟节了。
东山瑶家自古就流传着一首民歌：    瑶山百鸟叫嘈嘈，日里捉虫夜保苗；    劝君莫拿出窝鸟，死了难
过奈何桥。
    这歌表达了百鸟对护青保苗的作用，告诫人们不要残害百鸟，否则会给自己带来的恶果。
农历初一忌鸟、爱鸟节的由来，各地的瑶民也有各自的说法。
    在广西富川瑶乡，农历二月初一，举行的“招鸟节”有这样一段来由：    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富
川的瑶山遭受到一场特大的虫灾，害虫铺天盖地。
田地的庄稼和山上的树叶都被虫啃吃干净。
瑶民自己消灭不了这些害虫，就买纸钱烧香祈求天神除虫灭害，但拜了几天神灵，害虫照样猖獗，庄
稼树木受损越来越严重，瑶民束手无策，只能望天长叹。
就在瑶民感到绝望时，突然空中飞来无数颜色各异的百鸟，像秋风扫落叶般地飞在田地山林间，叽叽
喳喳地呜叫着，飞了几个来回，庄稼和山林里的害虫，被百鸟除尽了。
这一年田地里获得了大好收成。
为了报答神鸟为瑶家灭虫除害，瑶民就把农历二月初一定为招鸟节，也叫爱鸟节，并严格规定不许任
何人伤害鸟类。
    在东山瑶乡，这爱鸟节、忌鸟节由来的说法是：    古时候，瑶家有一位老猎手，一天他从山上打猎
回来，走到寨子后龙山边，看见一对大鸟，在一蔸古树上空又飞又叫，不时还向古树上猛扑下去。
老猎手仔细一看，见一条大青蛇，正想偷吃古树鸟窝里快要出窝的小鸟。
老猎手见势不妙，端起猎枪就是一枪，把那条想伤害小鸟的恶蛇打死了，古树上的小鸟得救了。
就在这年的夏天，瑶山突然飞来了遮天蔽日的蝗虫，把禾稻、苞谷、高粱、粟苗啃得沙沙作响，大家
用扫帚打、用竹箕捕，但哪里捕打得尽。
正在危急时刻，满山满岭飞来数以万计的大鸟，半天工夫就把蝗虫吃光了。
瑶民生在大山本来就爱护百鸟的，出了这事，老猎手把他打死蛇救鸟的事一讲，大家认为是鸟来给瑶
家灭虫报恩，于是瑶家对百鸟就更加爱护了，就把农历二月初一的忌乌节也叫做了爱鸟节。
    瑶家的爱鸟节、忌鸟节，活动欢乐有趣，花样繁多。
湖南江永的瑶胞在赶鸟会上要举行隆重的敬鸟仪式，广西富川的瑶胞在招鸟会时，则要将做成拳头般
大的汤圆煮熟后装在大簸箕里，放在门口的桌凳上，任小鸟啄食，叫做“招鸟”。
希望田里无虫，五谷丰登，鸟儿无恙，一年四季鸟语花香。
全州东山瑶乡在农历二月初一这天，东方现出鱼肚白时，家家户户就跑到井边，去掏洗头天浸泡的糯
米，熙熙攘攘，络绎不绝。
隆隆的石磨声，从家家户户传出，整个山寨有如闷雷轰鸣，瑶乡喧闹不已。
而人们在这震天的轰鸣声中，不但不会感到心烦，反而磨声越响、越吵，越认为是好事。
相传忌鸟这一天，石磨不响，鸟儿就不怕，不会飞走，这年的庄稼就会被鸟儿损害。
如果石磨响声噪耳，鸟儿就会被吓得远走高飞，这年的庄稼就不会受到鸟儿的损害。
    糯米粑粑粉磨好后，就要做鸟粑。
这做鸟粑的工艺是很精巧的，各人的手艺不同，做出的形态各异。
有的人把鸟的形象做得生动活泼，形神具备；有的人做得非鸟非兽，形貌全非。
心灵手巧的，人们喝彩不绝；技艺笨拙的，惹来大家嘲弄。
大家开心地言来语去，别有一番风趣。
    鸟粑做好烹熟后，各家至少要从山上割回六根青竹，掐去竹叶，留下竹竿，然后在竹竿上插鸟粑。
有的还用烤熟的糍粑把所有的竹竿粘满。
供奉百鸟的枝粑做好后，一枝先插在大门前，敬奉天帝鸟王；一枝插在上厅神龛之上，供奉祖先，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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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神庇佑。
而后，由家里负责生产的男主持人，拿一枝走至育秧的田边，稳稳当当地插在田基上，并在田基边虔
诚地唱道：    鸟呃，快来领粑粑哟！
    粑粑黏你的嘴，    飞去高山喝清水；    粑粑黏你的舌，    飞到月亮树下去歇；    粑粑黏你的脚，    拍
打翅膀快扯脱：    粑粑黏你的翅，    飞去银河过一世。
    唱罢，伸手把田中的水用力地戽一顿，能戽多高就戽多高，表示百鸟飞腾得又高又远。
然后默默地走回家，途中遇人，皆不言语。
    其余的鸟粑则由家里主事的妇女拿到田边地头，恭恭敬敬地插上，同样要唱请鸟吃粑粑的送鸟歌，
然后默默地走回家里。
    鸟粑插在田头、园中、地里，当天上午，无论大人小孩，谁都不能去过问搬动，生怕惹怒送鸟之物
，会把百鸟招到自己的田地里损害五谷。
    相传送鸟、爱鸟、敬鸟的鸟粑，受了天地神灵和百鸟的灵气，一过中午，在午时三刻之后，谁能得
到田野供奉百鸟的鸟粑并把它吃了，就会身轻如鸟，展翅飞腾，灵巧如鹰，做事读书都能鹏程万里。
所以这天，一过中午，瑶山寨子里的娃仔，个个都跑出家门，争先恐后，朝田边地里跑去，抢收那插
在田边地头的鸟粑。
那奔跑如飞、你争我夺的场面，把这天忌鸟、爱鸟的节日活动的气氛推向了欢乐、热闹、有趣的高潮
。
个个都想吃了鸟粑，像大鹏一样展翅高飞，走出瑶山，去看山外的精彩世界。
    P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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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广西地处祖国南疆，濒临北部湾，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壮族、汉族和其他兄弟民
族共同创造了悠久灿烂的历史，拥有绚丽多姿的民族风情。
    出版本丛书的初衷，就是立足于广西丰富的民族历史文化和风土民情，以通俗易懂的文字、直观生
动的图片编写一套展示广西多姿多彩民俗风情的图书。
以促进各民族间的相互来往、互相尊重，同时为民俗学者提供鲜活的研究资料，且有利于各级领导在
充分了解民族习惯的基础上，以少数民族群众容易接受的方式宣传党和政府的大政方针。
指导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使读者在愉快的阅读中感受八桂大地世世代代发扬和传承的民间
民俗文化和广西各族人民的民族性格，民族精神，民族的真、善、美。
    该丛书的出版得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局以及广西区内长期从事民俗文化教学、研究工作的
专家学者们的关心和支持。
丛书主编，广西新闻出版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于琛教授为丛书制定了指导思路，确立了编写大纲；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专家对书稿的政治性、民族性进行了审定；在图片征集过程中，
得到了广西民俗摄影家协会唐建强会长、江晓东秘书长，隆林各族自治县县委宣传部，环江毛南族自
治县民俗摄影家协会，东兰县民俗摄影家协会，广西著名摄影家李桐、余亚万、张小宁等诸位老师、
前辈以及相关少数民族网站的热情支持，在此，谨致以我们诚挚的谢意！
书中未署名的图片，多由著者、编著者提供，图片说明中不再赘列，少部分图片因时间关系未能及时
联系到拍摄者，深表歉意，敬请相关作者见书后与编辑部联系，以便奉寄稿费。
    今虽付梓，然因出版时间紧迫、编者水平有限，纰漏之处在所难免，诚望读者不吝赐教。
以便今后再修订时正误补遗。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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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八桂大地世世代代发扬和传承着的良间民俗文化，凝聚着广西各族人民的民族性格，民族精神，民族
的真、善、美。
    李肇隆编著的《瑶族民俗风情》采集有关广西瑶族的历史文化、风土民情加以整理编写，内容包含
欢乐的劳动场景、瑰丽的生活画面、缤纷的岁时节日、庄重的民族礼仪、愉悦的游艺民俗、璀璨的民
族艺术等，具有鲜明的特色和代表性，使读者从中感受到广西经典独特的民俗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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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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