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历史中走来———

草木皆有趣

　　桂林是古代百越民族生活的地方。秦汉以来，中原地
区汉族不断南迁桂林，带来了先进文化技术，促进了桂林
经济社会的进步和各民族的融合。桂林逐渐演变为以汉族
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在桂林市区宝积岩洞穴中发
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牙化石，在甑皮岩洞穴中发现的
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多具人骨化石，与在广西的“柳江人”
和其他地方发现的古人类遗址化石一样，一般都被认为是
中国南方百越民族的祖先留下的，同时认为他们是今天的
壮族和南方壮侗语族诸民族的远古先民。
　　明永乐年间，学者解缙有诗记述大圩壮民赶集的情
形：“大圩江上芦田寺，百色清潭万竹围，柳店积薪晨爨
后，壮人荷叶裹盐归。”这是关于壮民在附近各县活动的
记载。在桂林的各民族中，除了壮族，汉、苗、瑶、侗、
回也是世居民族。
　　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云：“瑶之属桂林者兴安、
灵川、临桂、义宁、古田诸邑，皆迫近山瑶。”沿边“省
民”（汉族）与瑶民风气习俗、生产技艺略相接近，瑶民
常以山货杉板、滑石之类与汉人交换盐米。《灵川县志》
中记载，“瑶系土著，一云明末自广东韶州迁来”，“义
宁县子焦岭隘，岗岭隘之北部即瑶壮杂处。”
　　桂林独特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特色地域文化，在衣食
住行上各民族都有各自原始、迷人、独有的民族文化。各
民族同胞共居共处，民族文化交相辉映。
　　蝴蝶在生物界中是古老的昆虫。在桂林的山林里也随
处可见。金庸的《书剑恩仇录》中写道：“一缕香魂无断
绝。是耶非耶？化为蝴蝶。”生命如花期般短暂的蝴蝶双
宿双飞常常被人们认为是忠贞、凄美爱情的象征，蝴蝶也
以吉祥之意表达祝福。而在苗族等少数民族中，蝴蝶纹还
是民族崇拜的图腾和标志。在桂林的少数民族头饰中，如
银质帽花等蝴蝶纹样并不少见。在纹样里一只看似纤弱的
翩翩花蝶如何包裹着人们内心最深处的渴望和期盼——— 挣
脱苦难，飞向幸福；挣脱死亡，飞向新生；挣脱枷锁，飞
向自由——— 或许你可以走进龙胜马堤乡东升村，在苗族群
众聚居村里探寻一番。
　　八角是一种十分普通的香料，在桂林也有种植。在桂
林的壮族、侗族、瑶族等少数民族的织锦、服饰上都有八
角花纹，其形状与植物八角（茴香）的形状相近。织锦和
刺绣上的八角纹样，大多数以块状重复、连缕的方式覆盖
整个绣面；少数织绣上的纹样是以大的八角花纹作为主
图，旁边配以其他小八角花纹围绕装饰。而之所以形成这
样以简单的线、面组合成的纹样特点，和梯田也有关。
　　梯田像是被精心雕刻过的群山艺术品，张狂自由的线
条勾画于大地长天之间。投身于层层块块的纹路中，沿山
远望几十上百级的梯田，可以看到它们从山脚顺着坡势蜿
蜒向上伸展，层层叠叠，直至深入茫茫云海中，蔚为壮
观。线条的韵律与节奏，寄托当地少数民族的精神信仰与
情思。而这和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对八角花纹的精巧变化运
用有异曲同工之处。
　　在桂林的各民族文化中，你会发现，一草一木皆有
趣。无论是基于对生活的描绘，还是超越生活的抽象表
达，它们都承载着人们美好的心愿，似河流静静流淌，融
入人们的每一个夜晚。在这些民族文化中，节庆可谓是最
为热烈、最能让人如临其境感受传统文化的形式。也因为
这种热烈而迷人的形式，各民族文化得以更好地传承。

各民族文化艺术异彩纷呈———

在节庆中与民族文化热烈相拥

　　龙胜各族自治县的黄洛红瑶寨背靠龙脊山，面临金江
河，处于龙脊梯田开始向上盘旋的地方。红瑶妇女自古有
蓄长发的传统习俗，全寨头发长达 1 米以上的妇女就有
70 多名，最长的达 2 . 3 米，并于 2002 年获评“吉尼斯
群体长发之最”。这些瑶族女子，将头发视作自己生命的
一部分，所以头发都很长，这个村子就叫长发村。这些女
子，一生都有着固定的发型。不论年龄大小，一律都要将
头发在头上盘起来。她们的头发是不能轻易修剪的，未婚
女子十八岁时才能将头发剪了，代表自己已成人。
　　成人后的女子，每个人都有三束头发。第一束就是十
八岁时剪的那一束，另一束是平时掉的一根一根攒起来并
束好的，第三束是自己头上现有的。这三束头发，每天都
要一层包一层地在头上盘好。
　　成年后未结婚的女子，发型到底如何，一般人是不会
知道的。只有在结婚那天，她丈夫才可以看到。所以未婚
女子在十八岁的时候，都在头发外面又包了一圈黑色的
布，等到结了婚以后，这布才能取下来，那时将头发盘在
头上，盘一个无髻的圈。而女子结婚后生了小孩，那额
上，就将添上一个代表小孩的髻子。所以从一个女人的发
型来看，就知道这女子到底有无结婚、有无小孩。
　　每到阳光明媚的日子，瑶族妇女们相约下金江河洗
发，她们边唱歌边将长长的发丝梳洗。这样的一幅画面，
美得让人觉得不真实。每年“三月三”寨子里都举办长发
节，向人们展示她们的长发。

　　走进这片土地，你会发现，如同走进一个没有围墙的
多民族文化博物馆。
　　瑶族人民很久以前就已经熟练掌握镂花蜡染技艺，至
今“红瑶”蜡染工艺仍兴而不衰。每年农历六月初六，龙
脊镇大寨村会举办传统晒衣节，这是红瑶除春节外最隆重
的一个传统节日。这一天，艳阳高照，每家每户都把
箱底的花衣、饰衣、花裙拿出来晒，各家的晒排
上、走廊上一串串红红绿绿的衣裳鲜艳夺目，美
丽的晒衣风景和瑶族服饰的魅力都能感受一番。
　　龙胜被誉为“百节之县”，有民族节庆近
百个，侗族的侗年节、苗族的跳香节、壮族
四月八等节庆是龙胜最具民族特色的节庆文
化的组成部分。可以说，龙胜现在已成为中
外游客探访多民族文化的重要目的地，于
2016 年荣获“中国品牌节庆示范基地”的
称号。
　　“恭城油茶喷喷香，既有茶叶又有姜；
当年乾隆喝一碗，金口御赐爽神汤。”在恭
城，这是一首大人孩子都爱唱的打油诗。在
恭城瑶族自治县，瑶族传统饮食油茶及油茶
小吃承载了人们共同的民族记忆，一碗油茶也
凝聚了瑶族人民的养生智慧。瑶民世代居住在
山区，山地潮湿瘴气阴重，茶叶含丰富的茶碱，
起到全身调理作用；生姜驱寒；大蒜消毒；花生米
含有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能补充能量；葱花、香
菜具有生发作用；炒米有健脾胃作用。油茶配以各种传
统佐食小吃，真真是让人垂涎三尺的健康美味大餐。
　　历史发展中，优秀传统饮食文化支撑人们走过了苦
难，也指引人们创造了丰富灿烂的美食文化，这是瑶乡人
民坚定不移走自己的饮食文化的骨气所在。如今，多少人
千里之外，来到恭城就为了这一口“爽神汤”。而人们也
总不会失望。在油茶节上，瑶族同胞身着瑶族盛装，唱起
油茶歌，跳起油茶舞，请远道而来的客人体验油茶制作，
品尝特色美食，观赏瑶族婚嫁展演……
　　还有农历正月十四花炮节、二月初二的古窑圩节、瑶
族盘王节……一次又一次的活态民族文化体验，瑶族歌
舞、民族节庆、瑶族服饰、饮食文化、瑶族建筑等民族传
统文化进一步焕发生机和活力。

民族文化交相辉映走向未来

　　桂林有汉、壮、苗、瑶、侗、回等 6 个世居民族，
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绽放出迷人光彩，是每一个桂林人
的精神家园和文化传承的根，有着源源不断取之不尽用之
不竭的力量源泉。近年来桂林积极探索民族文化产业发展
的新路子，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和发
展，增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形成强大的凝聚
力、向心力。
　　例如，“长发”不仅为黄洛瑶寨带来了美誉，也为村
民们带来丰厚的财富。黄洛瑶寨以“红瑶长发”为核心品
牌发展旅游，不断挖掘龙胜民族文化内涵，将红瑶长发、
红瑶服饰、传统民族歌曲等传统习俗进行有机整合，策划
了“优美的长发会唱歌”原生态民族歌舞表演。全寨的妇
女不论老少，均可以上台进行演出，参与演出的妇女达
124人。长发展示多次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并多次亮相国
际舞台。
　　龙胜借助“百节之县”平台，举办“开耕节”“晒衣
节”“鼓楼文化节”等民族节庆活动，让民族文化之花在
当地绽放。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龙胜申报获得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中，有国家级 1项、自治区
级 13 项、市级 19 项、县级 58项。
　　党的十八大以来，桂林市安排少数民族发展资金超过
3 .6 亿元，为民族地区选派驻村干部 524 名，建立产业基
地 860 多个。龙胜、恭城两个民族区域自治县财政收入
年均增长超过 7 .8%，高于全市平均增长水平。
　　 2022 年，恭城申报的“茶俗（瑶族油茶习俗）”被
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目前桂林市各地共有 1800 多家以经营油茶为主的餐饮
店，营业收入达 35 亿元。截至 2022 年底，恭城茶叶种
植面积达 1 万多亩，年产量达 800 多吨，生姜、玉米、
花生等辅料种植面积达 18 万亩。恭城油茶已形成全产业
链条，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创新发展。油茶从瑶乡走进了都
市，油茶文化不再只是刻在恭城瑶族群众心里的荣誉，还
成为桂林的健康饮食品牌。
　　“现在是民族文化发展最好的时期，我们也用一针一
线‘绣’出了美好生活。”在资源县中峰镇瑶寨传承刺绣
基地，“绣娘”冯小兰说出了人们的心声。近年来，资源
县建成了该县首个瑶寨传承刺绣基地，并创建公司经营刺
绣及工艺品等，实现了“传承”和“效益”的结合与
转化。
　　山水多娇，民族多彩。桂林各族群众在秀甲天下的山
水之间，绘就了一幅民族团结进步的壮美画卷。民族特色
文化从桂林历史中缓缓走来，也缓缓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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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苗族头饰上的一只蝴蝶，窥见人类内心

最深处的渴望和期盼——— 挣脱苦难，飞向幸

福；挣脱死亡，飞向新生；挣脱枷锁，飞向自

由。绣在龙胜少数民族服装中的八角（茴

香），成线或成面，线条的韵律与节奏，竟和

梯田一般，寄托了当地人的精神信仰与情思。

壮族人沿江而居，其生活与鱼有着密切的联

系，枕巾上的鱼纹，写满了人们对于多子多

福、生活富足的期盼……如果陷入桂林少数民

族的文化中你会很难自拔，因为在这片土地

上，一草一木皆有趣，在美的积淀中，是人们

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源源不断取之不尽用之

不竭的力量源泉。

　　桂林是多民族散杂居地区，全市少数民族

人口 101 . 8 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 18 . 80% 。

在所辖 17 个县（市、区）中，有 2 个民族区

域自治县、 1 个县享受民族区域自治县待遇，

另有 15 个民族乡，有汉、壮、苗、瑶、侗、

回等 6 个世居民族。各族同胞与自然和谐共

生、民族文化交相辉映，共同书写了桂林悠久

的历史，也在赓续传承中彰显文化自信。

■专家访谈

　　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

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今

年以来，桂林市民宗委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共同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

神家园。深度挖掘以桂林宝积岩、庙岩和甑皮岩等为代表的

“史前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进程的文化

符号；以桂林灵渠为代表的“水利文化”，作为各族先民胼

手胝足、披荆斩棘，共同开发祖国锦绣河山的文化符号；以

摩崖石刻和山水诗文为代表的“山水文化”，作为各民族文

化互鉴融通、交相辉映的文化符号；以湘江战役为代表的

“红色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同各族人民风雨同舟、血脉

相通、鱼水情深的文化符号。让那些沉淀着历史烟云、凝结

着先贤智慧的中华文化活起来，点亮中华文化的“桂林印

记”，成就和合共美的“桂林典范”，唤醒中华文化中积淀

的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

　　（记者周文琼 整理）  

唤醒中华文化中积淀的

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
□戴伟鹏（桂林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

赓续历史文脉 谱写桂林新篇







  图①： 4 月 22 日，龙胜各族自治县黄洛瑶寨举

行一年一度的三月三龙脊“长发节”，瑶族阿嫂集体

在月亮岛上梳妆，展示自己的长发。 秦榛 摄

  图②：瑶族群众正在打油茶。

          （恭城融媒体中心供图）

  图③：瑶族刺绣。    记者周文琼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