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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侗族是我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人口约300万，世代居住在湘、黔、桂、鄂毗邻山区，生活在恬静
、安逸的农事劳作环境当中。
侗家人性情温和，勤劳，容易接近，好客。
然而，想要把这样一个淳朴的民族介绍清楚，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本书的编著过程，是自己又一次精神历炼的过程。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一方面，自己虽身为侗家人，也一直在思考侗家人的生活、研究侗族文化，
却一直弄不好该如何把自己熟悉的生活简单明了地说出来，让人听，让人了解；另一方面，一个民族
的文化如此的深远，又如何能在这么一册薄薄的书本中说得清道得完？
为了这些问题，少不了心中紧张。
幸好，有朋友就告诉我说，没事儿，你就想办法把这个民族当做一个漂亮的姑娘，讲她是从哪里来，
她现在在干嘛，她心里装了些什么，在想什么，她喜欢什么，爱好什么，有什么特长，一一道明之后
，这个漂亮的侗家姑娘就活生生的“站”在你的面前了。
于是，自己便日夜思量着这位姑娘。
明明知道相思苦，却又偏偏对她牵肠挂肚。
带着这种“痛苦”、这种“历炼”在煎熬。
可是，到头来，发现这种痛苦是如此的幸福。
    就有了这本小册子的构架，也就是有了讲述侗族——这位美丽姑娘的故事情节。
首先是侗族的族源、其生存状态，通过故事讲述出来；其次是把侗家人的生活、生产习俗、社会交往
习俗、节庆活动、饮食习惯、婚恋习俗，人生礼仪习俗以及民间艺术和宗教信仰，放在侗家人的生活
情景当中来观测，来阅读和理解。
这样，就基本上能把“姑娘”推到读者的眼前了。
    本书遵循了“族内人”眼光与“族外人”眼光相结合编辑原则。
各篇章节中所用材料，大多是侗族人身份（本身是侗家人）所撰写的文章，如杨树清的《热闹南瓜仗
》等。
也有族外人（即不是侗家人的游客）到侗乡采访、调研所看到的情景，比如《“过三朝”：有趣的侗
族生育习俗》等，作者在他不熟悉侗族文化习俗情况下，把看到的场景一一进行描写与介绍。
这样，我们就较全面的通过“熟悉的”和“不熟悉的”两种视角，来打量这位侗族姑娘了。
    侗家人柔韧、温和、善良。
侗家有一首古歌说到，荒古时候，洪水滔天，侗家先祖姜良姜妹兄妹按照上天的旨意与安排，躲在一
个大大的葫芦里幸存下来，之后兄妹开亲结婚生子，生下的孩子是一个肉团，他们用孩子的肠子做汉
人，用骨头做苗人，用肉团做侗家人，所以，肠子做的汉人聪明，骨头做的苗人硬朗，用肉团做的侗
家人柔韧、温和、善良；之后，又有侗、苗先祖一同上天庭讨歌，选芦笙，挑歌挑芦笙到人间来传歌
传艺；侗、苗、瑶先祖一道迁徙，互帮互助，共同找寻生活歇息的理想之地；等等。
流传下来的这些古歌，一代传一代，深深地根植在侗家人的心中。
侗家人这种“用孩子分亲，你我都是身体上的一部分”的文化心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亲相爱
，永远流传在各民族大家庭中。
我想，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细细思量这位美丽姑娘——侗族的共同心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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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侗族民俗风情》由广西区内长期从事民俗文化教学、研究工作的专家学者吴鹏毅编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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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侗族民俗风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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侗族人民的民族性格，民族精神，民族的真、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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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拉山——男子汉的“团歌”    拉山，是侗家男子汉一种壮力美与粗犷性格的结合，是山野里的属于男
子汉的“团歌”！
而春节期间日夜喧腾于鼓楼与岩坪上的团歌，则是拉山的模拟和彩排。
那间距均匀的队列，那踏有鲜明节奏的舞步，那紧缠或互攀肩膀的手臂，那雄浑高昂的歌声和喊声，
那凝聚着集体主义信念而超然忘我的情境，两者何其相似！
    拉山，是力量、智慧和技艺的严峻竞赛，是齐心团结的严格考试，是循规蹈矩毫不含糊的检验，是
一村一寨英雄好汉胆魄和阵营的大检阅。
作为拉山者，要具备强健的体魄，才能与别人搭档，才能与对手抗衡。
作为拉山的一员，要掌握扛木、抬木和拉木的所有招数，还得具有听从指挥，乐于与人配合的胸襟。
要搬运很大很长的木头，拉山人便像蚂蚁抬食物一样，踩着“团歌”的节奏，簇拥着庞然大物前行。
还要看道路的宽或窄而采用不同的搬运形式。
碰上木头出山的路比较宽，能容下两人并排行走的，常用牛钉吊抬。
两人一杠、一杠一组，至于哪根木头要安排多少杠抬，要根据具体情况和能力而定，量力而行，大木
头把粗棕索吊得绷直，它还不时摩挲着抬杠者的大腿，随着“团歌”的脚步而轻轻晃荡。
抬牛钉时要求各人向前稍倾同一个角度，如果有谁直着身子取消这个最佳角度，他和他的搭档都将前
倒后仰，以致“牵一发而动全身”，乱了几组人的阵脚，破坏“团歌”的和谐，严重的还会造成工伤
事故。
    要是碰上了不容两人并排走的狭路和田基，就只好采取“抬翅”了。
即在被抬的木头下方捆上一根根短而粗的杠子（每根只有一只手臂的长度，而且削得中间肥大两头稍
瘦），乍一看，这根大木头长了一双双“翅膀”。
“翅膀”落在两人肩，道路却不容两人并行，大木头怎么“飞”起来呢？
相信拉山好汉们的绝技吧，他们会像出色的杂技演员，表演出高难度的动作，在独木桥一样窄的山路
上“并驾齐驱”，成功地“铤而走险”。
两位搭档的好汉分别用相挨的那只手臂紧紧有力地缠住“翅膀”，扣稳对方，他们几乎面对面，侧着
身子并排走，小心地踩着号子的节奏，交换着“团歌”的脚步，有条不紊地占有和使用有限的插针之
地。
走到最窄处，两人的膝盖和脚板简直像齿轮一样，相衔，相交，步步都得像铆钉一样踏实、铆紧。
要知道，危险正在他们头上虎视眈眈，只要稍稍出现头重脚轻和左右摆动情况，后果就不堪设想。
    不要以为脱离搭档独自扛运时可以随心所欲，无所顾忌。
拉山，处处是集体观念的显露和体现。
那肩扛的接力赛更是令拉山人热血沸腾，干劲倍增。
经过协商，由各人包一截路，几丈、数十丈，距离不定，由一号“选手”扛运传给二号“选手”，次
第传下去。
按规定，后者要从前者的肩上接过去，不许在地上扛“死木”。
所以一号“选手”还未到达之前，二号“选手”一定得在规定的交接点等待了。
要是一号到了，而二号不来，一号就会毫不客气地把木头搁在地上，这对于后者，是一种羞辱。
速度！
速度！
既紧张又有鲜明节奏，步步充实着“团歌”的神韵和豪气。
    最惊心动魄的莫过于跑栈道拉木了。
    如果要出山的木头很多（常指杉木条），而且路途又比较遥远，人们便用它们铺设具有四尺至五尺
宽的双轨栈道。
两轨间，稀疏地捆上一些小杂木条，以承受拉过的木头。
就这样拆了后头的双轨拉来铺设前头的栈道，边拆边铺，拆掉最后一截木轨时，也就是此次拉山大功
告成之时——这批原木已经全部集萃于它的目的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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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长的双木栈道截弯取直，越深沟，过冲壕，飞架水田，按缓缓的坡度俯冲而下，配上横捆的杂木条
，有如一架斜靠的山上的长梯子。
拉木头的好汉，两人一根长杠，各踩一根杉木轨，拉着牛钉深楔棕索紧吊的杉木风一样掠过，发出因
杉木与小杂木条摩擦而发生的雷鸣般的响声。
两位搭档不偏不倚，通过木杠互相顶着，不先不后，利用木杠互相拨着，以保持平衡，让迈着“团歌
”的步子不会左偏右歪而导致滑足。
分不清是人拉着杉木跑，还是杉木带着人跑，是眼睛上生了脚，还是脚上长了眼，步步如此漂亮，回
回这么利索。
这就是“团歌”的威力和奇迹！
    P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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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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鹏毅编著的《侗族民俗风情》采集有关广西侗族的历史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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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