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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中的黔东南

那是隐藏在深山峡谷之中的苗寨，叫巫交。巫交村属剑河
县久仰镇管辖，现有213户976人，是个纯苗族的村落。“巫交”是
苗语“欧纠”的谐音，意为住在溪水源头上青山绿水的寨子。

去巫交正是山花烂漫时节。
乡村公路从一个叫中都的寨子蜿蜒而上，窗外是连绵的群

山。晨雾很大，凝润的烟雨中空气弥漫着醉人的花香，吸入肺腑，
有一种禅的味道。山间偶尔露出一两个村庄，在晨晖中若隐若
现，似伸手可及而又遥不可及。树林里几声蝉鸣，细听，或远或
近，不知是鸟儿的鸣叫，还是虫的余韵，也许这就是人们说的天籁
之音吧！路在山间盘旋，不知是车随山转，还是山随车舞，车一下
子爬上山腰，一下子又钻入山谷。一条小溪自南流向西北，日夜
唱着欢乐的歌。乡村水泥公路沿溪而上，沿着溪谷往里走。不
久，晨雾渐渐散去，山谷之中，一片阡陌交通，屋舍俨然的村庄便
释然眼前，几缕袅袅炊烟与迷雾缠绵在一起，赶着牛儿上山劳作
的老人，溪边洗菜的妇人，追逐嬉戏的小孩……宛若世外桃源，这
就是我此次探访的民族传统古村落——巫交村。

巫交处于剑河、台江两县的交界。巫交村对面一山之隔
就是名震中外的台江县反排村，反排因木鼓舞名满天下，巫交
与反排两地语言、服饰、歌舞相同，而巫交村则显得岑寂得
多。如果把反排村比作一位成熟美丽令人瞩目的女子，那么
巫交村就是一位“养在深闺待人识”的含羞姑娘，等待着与她
有缘的人相识相知。

显然，我与巫交是有缘的。走进寨子里，想不到巧逢巫交
苗寨姊妹节，寨子里男女老幼在欢度姊妹节。寨中传来一阵阵
芦笙曲，沿着芦笙传来的方向走去，果然，一群苗家汉子在一户
人家的门前吹奏芦笙。吹芦笙的，拿着酒壶的，端着菜碗的，相
互敬酒，欢度自己的节日。有的似乎有些醉意，随意地坐在地
上。他们见到我拿着相机对准他们拍，一位老人端着一小碗肉
过来，他用筷子从碗里夹一块肉送到我嘴边。老人热情地说：

“今天寨子过姊妹节，来者就是客，客人哟来吃一筷肉。”肉已经
夹到嘴边，我无力拒绝老人的热情，张嘴吃下老人夹到我嘴边
的肉。另一位老人端着酒碗过来，要敬我酒，而对于酒，我还是
婉言谢绝了老人的好意，我告诉老人，我还要开车回去，不能喝
酒。几个老人围拢过来热情邀我进屋吃饭，我知道在这样热闹
的节日宴会，不喝酒是说不过去的。于是和老人们说我还要去
寨子转转看看，一下子再回来和他们喝酒。我喜欢乡村行走，
也许缘于我喜欢乡村人的朴实与真挚，热情与友善吧。转到寨
子溪边的风雨桥上，一伙着盛装的妇女在风雨桥上谈笑风生，
几个小孩在溪水里打闹，快乐的笑声与溪流的声音交融，弥漫
在空气中。站在横跨于小溪的风雨桥上，放眼望去，村子四周，
山水田园，层层叠叠，葱茏的古树把整个村子紧紧搂在怀中。
村子的北面，天水交集之处，便是一帘瀑布。村子、树木、房屋、
粮仓……瀑布的相互交融，构成一幅多彩的乡村田园山水画。
真的，我疑心自己走进了世外桃源。

我是来巫交做什么？我不是为了一睹闻名苗疆的《巫交芦
笙献花舞》而来的吗？那是怎样的一种舞蹈？于是我转了村子一圈，又回到芦笙
吹奏的地方。中午的时候，一群盛装的巫交男女站在村中的芦笙场上，在我的感
觉中，他们就是来自过去的时代。男女衣着大都是家里自织自染的青色布衣，男
人包头帕，其帕宽16至20厘米，长4至5米，折叠成5厘米宽，裹成圆盘状，如戴一
个小斗笠。穿大裤脚裤，裤脚宽 40 至 50 厘米，最大的可达 60 厘米。女子穿裙裹
腿，裙为褶皱裙，衣服为无领右衽大襟衣，襟缀有布扣3至4颗，头上戴着银饰，阳
光下，银光闪闪。芦笙场上的队伍如一队开疆辟土的武士。

于是，过去时代的影子就站在眼前了。
随着芦笙鸣响，人们迈开了舞步。跳舞的人绕芦笙围成圈，摇曳着身子翩翩

起舞，舞步随芦笙曲调一下子激越奔放，一下子温婉如水。我没有专门研究过各
地苗族芦笙舞的异同，所以，我确实不能分辨出巫交的芦笙献花舞与别处芦笙舞
有什么不同。一位在场边的老人告诉我，《巫交芦笙献花舞》就是记录巫交祖先迁
徙的舞蹈，该舞蹈有十一种舞步，每种舞步隐含不同的意思，这些舞步反映了巫交
苗族先民们的迁徙历程：一、跳舞的人绕芦笙沿反时针方向横走两步，吸左脚，身
体向正前方摆动，踢右脚，双手前后摆动；复原前动作二次；停一步，左脚向前横跨
进一步，右脚左脚靠拢的同时，转体360度，原地左右踢腿，反手拐180度结束。（表
示先民们沿河而上，要到很远的地方去。）二、顺时针横走两步，吸左脚，身体向上
前方摆动一次，踢右腿，复原前动作二次；停一步，身体向上前摆动一次，向左横走
两步，反手拐 180 度，再左横走两步，右横走两步，顺手拐 180 度，行走时双手在前
面摆动。（表示先民们来到九千山，来到七万寨，指今榕江、剑河、台江、雷山交界处
的剑河县境属地昂英、昂宿一带）……每一个肢体动作在悲戚沉重芦笙节奏召唤
下均有明确的寓意，整套动作分别记述了该支系先祖自入榕江境后，历经昂宿、久
脸、南东、久仰、奉党、巫溜、摆伟、巫交、反排等地的迁徙历程。

我明白巫交芦笙献花舞表演的是对巫交苗族先民迁徙路上的情形演绎，在这
种舞蹈中，人们可以看到过去，回到无限久远而且宽广的记忆中去。

澳大利亚民族学家格迪斯丽说：“世界上有两个苦难深重而又顽强不屈的民
族，是中国的苗族和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自五千年前的涿鹿之战失败后，
苗族经历了漫长的迁徙。爬山涉水，经历千难万苦，朝着太阳落坡的地方寻找幸
福家园，将自己坚韧不拔的迁徙历程，用血泪养育古歌和神话，用歌舞记载历史，
用生命谱写自己灿烂的民族文化。

一场芦笙献花舞表演就是巫交苗族迁徙历史的演绎。据巫交老人介绍，巫交建
寨已有八百余年历史，如果所言属实，按时间推算巫交苗族祖先是唐末宋初迁徙到
此定居。“巫交”有历史文字记载始于清乾隆年间的《清江志》，当时“巫交”称为“巫交
姑”，以后称“巫脚岭”。《清江志》记载，当时巫交村有40户202人。巫交苗族自称是

“九黎”和“东夷氏族集团”的后裔，属剑河县境苗族三大支系“西”、“方”、“柳”中的
“西”支。剑河县境苗族先祖由江淮至洞庭至榕江至昂英、昂宿迁久仰，后又分迁，
“西支”迁出90人，“方支”迁出70人，“柳支”迁出30人。巫交先祖“西支”祖西抗迁
至奉党，传7代后，一部分迁巫溜、巫里、党开、摆尾、夭那等地，一部分迁到了巫交。

当黄昏慢慢降临，巫交芦笙献花舞在暮色中结束，人们依次散去。留给我的
是一个人对一个村庄的思考。我认为，在一个七八百年的古村落中行走，必须静
下心来，张开所有的感官触角，调动起全部心智，才能触摸到乡村岁月深处的灵
魂。夕阳余晖下的巫交似一位披着美丽衣服的姑娘，美丽而祥和。就这样静静地
观望，我觉得自己很喜欢眼前的这幅人与自然和谐的巫交景象——空气中百年古
屋散发出的独特味道夹杂着自然的淡雅与馨香，人们友善地邀约客人去家吃饭，
眼光慈祥和蔼。置身巫交，这里的人与自然融洽和谐，人们热情友善好客，恍若桃
花源仙境，脱却尘世纷扰，使人纯情，令人神往。

虽然巫交村偏远闭塞，但却有多项殊荣加身。巫交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苗族多声部情歌的发祥地。2004年，巫交村杨开员、杨开勇、梁秀花、张文化
四名歌手在中央电视台主办的“清逸 佳雪杯”CCTV 西部民歌电视大赛上，演唱

《久仰情歌》，获对唱组铜奖。“巫交芦笙献花舞”是巫交独有的原生态舞蹈，1999年
巫交芦笙舞获凯里国际芦笙节二等奖。2005年，巫交木鼓舞参加贵州省第十届少
数民族文艺汇演，获二等奖。无疑，巫交是一块盛产歌舞的土地，是一座隐藏于大
山深处的苗族文化宝库。

2014年，巫交村入选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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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祠堂，凯里地下党的摇篮。
原本一个家族的公共活动场所，因为
有了一段革命史话而浸润着经久不
衰的红色经典。

1934 年秋，凯里乡绅李万培的大
孙子李长青经共产党员秦天真介绍，
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贵
阳男子师范学校党支部负责人。后
因 1935 年贵阳发生“7·19”事件，贵州
省工委书记林青惨遭杀害，贵阳的党
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李长青也遭到追
捕，便潜回凯里。

回凯里后，李长青通过关系到凯
里一小教书，以教师身份为掩护隐蔽
下来，并通过组织介绍，与在凯里开
展党组织工作的李光庭、喻雷、王毅
取得了联系。同年 11 月，四人在李长
青家楼上秘密成立了凯里党小组。
李长青和李光庭任负责人。从此以
后，凯里党小组便以凯里为中心辐射
周边县开展起了革命活动。

为躲避敌人的耳目，李长青将自
家管理的较为偏僻的李家祠堂作为凯
里党小组联络活动的地点。李家祠堂
位于凯里市金泉湖公园内，仰阿莎广

场东侧。建筑面积约 60 平方米，青瓦
屋面，庑殿顶建筑。凯里乡绅李万培
常年以务农经商为生，经常河运麦子、
大米、桐油和五倍子到湖南洪江出售，
大量购买田土，家业不断壮大。膝下
两个儿子继承父业，也成了当地有名
的富绅。李家祠堂就是当时李家修建
用于家族开展公共活动的场所。

1938 年，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
全国形成了抗日统一战线，李长青也
按照上级指示留守凯里开展抗日救
亡运动。当年 6 月的一天，李长青又
召集顾永祥、李长和、唐铭贤、陈忠林
等思想进步青年近二十人，在李家祠
堂召开会议，商议支援抗日事宜。会
议上，李长青激动地说：现在是国难
当头的时候，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
们作为国家的一员，有责任、有义务
为国出钱出力。我们作为年轻人，虽
然现在不能奔赴前线杀敌，但在后方
也要做好宣传，营造良好的抗日气
势。会上，大家纷纷响应李长青的号
召，并决定筹备在凯里召开一次大规
模的会议，成立“凯里青年抗日救国
后援会”。不久，经过积极紧张的动

员和准备，便在凯里万寿宫成立了
“凯里青年抗日救国后援会”，李长青
被推选为临时会长，很快会员发展到
七十余人。在李长青的领导下，凯里
组织“歌咏队”“街头讲演队”等开展
了抗日救亡宣传。同时，李长青将抗
日宣传口号精心雕刻在木板上，印成
字帖发给学生以练习书法。宣传语
分别有：“虽剩一兵一卒，必须抗战到
底，始能操到最后胜算”“最后胜利是
我们的”等。现在，这些珍贵的木刻
还存在凯里市档案馆里。

1941 年夏，为适应抗日战争形势
发展的需要，李长青和李光庭召集喻
雷、黄玉如等人在李家祠堂召开党小
组会议。会议提出，根据抗日前线的
需要和目前党小组的处境，应该继续
以创办实业为主，筹集资金，既解决
党小组的活动经费，又可支援抗日前
线，还可购买部分武器弹药，以预防
突然事变。同时，提出党小组成员要
利用合法身份作掩护来开展隐蔽斗
争。党小组认为，麻江大良田适宜建
立革命根据地。

1942 年，李长青、李光庭等先后

又在李家祠堂召开会议。组织大家
认真学习党中央关于“隐蔽精干，长
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白区
工作方针，要求大家以各种社会职业
为掩护，争取团结一切反蒋爱国力
量，采取合法和隐蔽相结合的斗争方
式，开展有效的对敌斗争。

1942年9月，黔东民众为反抗国民
党的反动统治，举行武装暴动，李光庭
与李长青一道在李家祠堂召集革命骨
干分子紧急商议，专题讨论如何对待
西江人民参加抗暴斗争问题。在国民
党当局白色统治时期，由于李长青身
份的便利，革命青年和一些思想进步
的青年多次在李家祠堂秘密集会，研
究革命工作，为凯里党小组开展革命
活动提供了有效的平台。

1991 年，李家祠堂被定为县（市）
级文物保护单位，并作为凯里市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向公众免费开放。

李家祠堂里的红色史话
○ 通讯员 唐军娥

8 月 2 日，榕江县举行攀岩活动。来
自全州各地攀岩爱好者进行了难度攀岩、
速度攀岩和攀石等项目的比拼。据了解，

攀岩是极限运动中的一个项目，时尚而富
有挑战性、趣味性，被称为“岩壁芭蕾”“峭
壁上的艺术体操”。

高手聚榕江 攀岩大比拼
○ 通讯员 杨成利 吴妮 熊俊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