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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东南自治州地处贵州东南部，有着浓郁的民族
风情。在这里，一年中有 130 多个民族节日，素有“百
节之乡”的美称。不管是官方举办的节日、还是民间
自发组织的节日，苗族女子清一色身着盛装，闪亮的
银饰不可或缺，盛装下的苗族女子在阳光下舞蹈，别
有一番情趣。

银，作为装饰、生活实用和珍宝藏值，一直在苗族
人民心目中、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苗族人民对银饰
如痴如醉的喜爱，从骨子里是对远古的崇拜和记忆。

迁徙对苗族来说，是一个绕不开的命题。迁徙构
成了苗族历史叙述中的重要内容。这使我想到苗族
始祖蚩尤，“尤”为部落名，与“由”相通，为农耕之意
（“东西耕曰横，南北耕曰由”），因此“蚩尤”可释为“农
耕部落”。由于他们发明了先进的育苗技术，所以后
人把蚩尤的子孙命名为“苗族”。蚩尤是苗族的先祖，
是中国上古时期的一个神话传奇，黄帝大战蚩尤的故
事几乎家喻户晓。在这场史诗般悲壮的战争中，蚩尤
战败，黄帝统一了华夏。蚩尤部落在涿鹿大战之后背
井离乡迁徙蛮荒，隐忍亡国之痛。蚩尤不仅为天子作
为战神所祀，在苗族生活的地区也有很大的“魔力”，
精神图腾激励一代一代的苗族人。

“败了的王，迁徙的游民/与一条猎狗，无限亲
近/我们是生死兄弟//斩下牛头，祭祀上苍和神灵/头
顶蓝天，赤脚跪地/有炊烟的地方，就有了生息。”我
在一首长诗如此写到那一场战争。涿鹿之战，第一
次大型战役已经写入中华文明史，为冷兵器时代抹
上浓烈的一笔。

蚩尤部落退到洞庭湖一带，逐步形成“三苗”部
落联盟。商、周时期，称为“南蛮”，随后发展成为战
国七雄之一的楚国。秦、汉时期，在战争的逼迫下，
苗民不断向西、向南搬迁，到达贵州、湖南、四川等地
区。到了唐代，云南的南诏国出兵四川和贵州，抢掠
了大量的财物和人口，苗族因此而流入云南。元、明
时期，苗民为逃避战乱，逐步迁移到文山、红河，有的越出国界，进入越
南、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战败、逃亡，蚩尤部落以三苗之势继续
抗击入侵的黄帝，之后一路迁徙。一支从广西融水溯都柳江抵达黔东
南，最后一批迁徙到现在的凯里一带。据《苗族古歌》唱词说是南北朝
时的“牛年”六月十九日，是汉皇“昱”（苍梧王）执政。照此推算，苗族
先民抵达今天的凯里至今已有 1500 多年。

种种这些，银有着持久的记忆。
穿在苗族同胞身上的银饰，是荣耀，是远古崇拜和家庭财富的展

现，更是历史推进和一路迁徙一路生产的重要记录。苗族先民的迁徙
历程对苗族的文化、生活习俗、环境产生了重大影响。

苗族是一个没有文字记载的民族。银饰、刺绣和蜡染成了苗族历
史叙事的主要成分。从苗族银饰上的图案、制作和工艺可以看出迁徙
历史对苗族有着重大的影响。苗族同胞对银的珍视和喜爱，达到无以
复加的地步。小孩出生，要备一套银饰品；姑娘出嫁，一身银饰价值十
多万元；连老人过世，入殓时也要配以银饰品。

我们看到身着银饰盛装的少女，在阳光下翩翩起舞，向你展示最美
丽的一面，由此可见，苗族是一个非常注重仪式感的民族。

银饰中还有一种独特的饰物是响铃，不论是项圈还是挂牌、吊牌、
围腰吊饰，都常常佩有响铃。这一个个的小坠件，强烈的表现了迁徙的
遗风。在银饰脆响中，人们越过了一道道山梁，淌过了一道道河水，前
呼后拥，互相照应，永不失散。

当我长久凝视挂在墙上的银饰，古老的图案历经岁月沉浮依然保持
着铮亮，隐隐约约在诉说着一路的艰辛，仿佛有银饰脆响陪伴耳旁，久久
挥之不去。

在中国，银文化历史悠久。苗族先民历经征战、迁徙以及图腾崇拜
是银饰制形的基础，《述异记》说“蚩尤氏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
以角觗人，人不能向。”这个部落发明了刑法、武器和宗教，这是维护内部
团结和统一法宝，这三大发明对装饰用银及其制形起到至关重要的决定
因素。

在银饰图案中，寓含着巫术、信仰的图像占据装饰物的主要位置。苗
族先民为了铭记自己发明创造的武器、刑具、宗教及其生活的古老家园、
迁徙线路等，选用银制作成银饰而随身保存祖先功绩并以此炫耀自己。

两汉时期，银作为货币通转全国。苗族先民用银作为首饰就这样
得以流传了下来，并在后来时间里不断发扬光大，我们今天看到的银饰
造型各异、图案各异，是苗族人民对远古崇尚的承传和创新，用银保存
记忆。

一块块银条经过熔化、锤炼、拉丝等技艺，变成一个个小零件，再组
合成一件件精美的饰品，每一步都凝结着银匠师傅的智慧和心血。

来自凯里市下司镇淑里村的潘雪，1997 年出生。从小时候起，潘雪
跟着银匠世家第四代传承人——张永富师父学习加工银饰，贵州财经大
学毕业后，她没有和同学们一样留在大城市找安稳的工作，而是第一时
间回到老家跟着师父学习打银饰。当学徒时，潘雪坦言并不顺利。女孩
子本就力气就小，制作银饰却需要不停地敲敲打打，冬天天气寒冷时，银
水还没有成形就已经变硬，在变硬之前得加快速度。这个95后的女孩笑
道，这些困难比起制作出一件银饰带来的愉悦心情，就不值一提了。

在黔东南，苗族女孩一出生，家里就开始为她准备一套银饰盛装作
为将来的嫁妆。银饰成为每个苗族女子生活中的一部分，潘雪和其他
苗族女孩一样，也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银饰盛装。

刚开始她不相信这些银饰都是手工制作而成，她目睹了师傅的精
妙技艺，她的内心受到极大震撼，她也想成为一个能做出一身银饰盛装
的手艺人，把梦想融进银饰里。

我见过潘雪的银饰作品，延续着苗族银饰锻制的文化底色，加上自
己的创新，别有一番风韵。比如蝴蝶妈妈平安锁、拉丝牛头吊坠、竹节
手镯……苗族文化的传统元素随处可见。

作为年轻一代的非遗传承人，这个苗族女孩尝试通过短视频记录
自己制作银饰的过程，让“银饰锻造”技艺在互联网时代得到传承与创
新，用年轻的方式唤醒非遗，让苗族文化与时俱进。

认识杨平生纯属机缘巧合，一次外省来的客人要求去现场观看银
饰制作过程。

接待我们的是非遗传承人杨平生。带着我们参观了他制作《铜鼓
银饰》全过程。

银饰锻造工艺无疑是杨平生的祖传技艺，出身银匠世家的他十岁
开始正式跟随父亲学艺，出于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他每天清晨七
点开始学习，直到夜里十一二点休息，一直坚持到了二十一岁出师。凭
借过人的天赋和毅力，在黔东南基数庞大的银匠中脱颖而出，展现出了
非同凡响的高超技艺。

我有幸见证凯里市2019年“五·一”职工劳动竞赛技能大比武银饰技
艺大赛全过程。在操作现场，选手们全神贯注，手持工具，熔银、锻打、錾
刻、拉丝、镶嵌、焊接、缠绞、拼接、修剪等工序认真操作，处处都透露着紧
张与忙碌，熟练的操作展现了选手们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较高的技能水
平，从他们手上诞生的一件件银饰作品，都饱含着厚重的历史文化与“匠
人精神”。

对于银匠的这门技艺，杨平生抱有一种近乎虔诚、苛刻的态度。哪怕
一件没有任何纹饰的光面手镯，他也会比别人多花上三四个小时的时间
去精心打造，力求尽善尽美，“要把自己的感情融进去，让银饰有银匠的体
温。这样的定情物才有真心实意。”杨平生坦言，打银饰是把自己的全部
情感打进去的。

工作之余，他更是醉心于银饰原创设计，他最满意的作品是自己的
铜鼓银饰系列，这一系列作品做工精细，造型极富特色，远销欧、美，东
南亚国家，深受市场的认可。

历史滚滚，从不停歇。银饰从远古走来，先民们从血染的沙场走到今
天，伴随苦难、伴随欢歌，一路银饰脆响，自豪地表达着内心的英雄情结。

听，银饰脆响的声音不绝于耳，从历史的幽暗处、从遥远的地方传
来。我闭上眼睛，倾听来自远古叮叮当当的声音。恍然间，缀满银饰一
路舞蹈的少女和吹奏芦笙一路歌唱的少男，翩翩向我走来；古老的先民
筚路蓝缕从历史的幽暗之处向我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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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后，抗日
战争全面爆发，中国人民团结一心，同仇
敌忾、不畏强暴、浴血奋战，涌现了许许
多多可歌可泣的英勇故事。凯里作为抗
日后方，虽然没有直接与侵略日军面对
面拼杀，但面对危难国耻，凯里人民尤其
是进步青年群情激奋，纷纷投入到抗日
宣传、捐款捐物之中，更有些年轻人直接
参军前往抗日前线。

为了共同抵御外来侵略，国共两党第
二次合作，全国形成了抗日统一战线，凯
里党小组成员全力投入到抗日战斗中，凯
里党小组组长李光庭打入国民党镇（远）
遵（义）师管区任连长，负责动员、征集、训
练和运送黔东南各族青壮年到抗日前线
参战。党小组成员王毅前往麻江等地组
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党小组成员喻雷离
开凯里前往安顺开展革命活动。凯里党
小组另一个负责人李长青则按照上级指
示，留守凯里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为了宣传抗日主张和纲领，团结一切可
能团结的力量，1938年5、6月间，李长青召

集十几个进步青年在凯里李家祠堂召开筹
备会议，会上大家达成了一致意见，决定成
立抗日救亡组织，以带领凯里人民进行抗日
救援。筹备会后不久的一天，李长青又召集
顾永祥、李长和、唐铭贤、陈忠林等思想进步
的年轻人，要他们挨家通知凯里的青年在万
寿宫召开紧急会议，共同商议支援抗日事
宜。中午，得到通知的青年们陆陆续续进入
万寿宫，大家都义愤填膺，对日本侵略军恨
得咬牙切齿。因为李长青思想进步、思想活
跃，对广大青年都关心热情，参会的人们纷
纷推荐并支持其上台演讲，宣传国家的抗日
政策。会议中，李长青走上一个简易搭建的
台子上，大声激动地说：现在是国难当头的
时候，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作为国家青
年的一员，有责任、有义务为国出钱出力。
我们作为年轻人，保家卫国是我们的神圣使
命和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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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氛，时刻准备着为抗日奉献自己的一份力
量，我作为凯里一小的老师，也要向学生及
家长做好抗日宣传。会上，大家纷纷响应李

长青的号召，纷纷表示一定要保卫国家，保
卫人民。同时，李长青还提出，现在全国各
地都纷纷成立青年抗日救国会、救国团，我
们凯里也要成立抗日救国后援组织，以带领
大家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会上，大家高呼，
同意！同意！青年们情绪高涨，打倒日本侵
略者！保卫国家！我们加入救国会！口号
声、呐喊声不停地响彻在万寿宫的上空，大
家纷纷表示推荐李长青担任救国后援会临
时会长，并且会后向国民党炉山县政府呈文
申报批准。就这样，凯里青年抗日救国后援
会（简称抗日救国会）轰轰烈烈地成立了，李
长青光荣地担任临时会长，担下了这一历史
神圣职责。会后短时间内，凯里青年积极加
入抗日救国会，其会员很快发展到 70 余
人。在李长青的领导组织下，凯里组织了

“歌咏队”“街头讲演队”等开展了的抗日救
亡宣传。在凯里小学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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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口号分别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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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刻还完好地保存在凯里市档案馆里。
为了公开合法和得到国民党政府支

持，会员们呈文向国民党炉山县备案，炉
山县政府虽同意抗日救国会的成立，却
另派恶霸王某担任该会会长。王某篡夺
领导权后，却不过问抗日救亡工作，致使
抗日救国会徒有虚名，凯里进步青年气
愤不已，涌上街上高呼“打倒王某、打倒
汉奸卖国贼”，王某恼羞成怒，动用保警
队将“抗日救国会”积极分子顾永祥等
六、七人逮捕关押。后来在凯里区长李
希平的帮助下，被关押的进步青年得以
营救。但由于炉山县国民党对抗日工作
的懒政与不作为，许多抗日工作无法正
常开展，最终，在成员的愤慨中，“抗日救
国会”草草解散了。

这是凯里进步青年所做的一次极具
进步意义的组织行动，虽然因国民党消
极不作为未能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但
它高举着抗日救国的旗帜，团结了民众
的力量，唤醒了人们的爱国激情，为日后
进步青年开展革命埋下了思想的种子。

“三天不吃酸，走路打捞蹿（方言，意
为走路没精神，东偏西倒的）”。在黔东
南地区，不论是苗族、侗族还是其他民族
都喜欢吃酸汤煮的菜，几乎什么蔬菜什
么肉食都可以用酸汤来煮食。

黔东南是我省百岁老人最多地区之
一，有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黔东南拥
有百岁老人117人。10多年来，我在该地
区曾采访过七八名百岁老人，当问及他
们主要吃啥时，几乎都这样回答：天天吃
酸汤菜。他们说的酸汤菜并不是人们所
认为的酸汤鱼、酸汤肉之类的晕菜，而是
白菜、青菜等蔬菜与酸汤煮出的酸汤菜。

“酸汤菜、糯米饭、米酒……我最喜欢
吃，顿顿不离。”去年已是101岁高龄的凯
里市西门街道苗族居民吴周氏对记者说，
这就是她的长寿之谜。老人每天吃四餐，
酸汤菜每顿不可或缺。此外，老人的另一
个长寿秘诀是，乐观向上、性格随和。

5 年前，黄平县黄飘乡蒙加村 106 岁
苗族老人沈告娄，他称他的长寿秘诀也
是：天天要喝酸汤、吃酸汤菜。老人长年
以来喜食粗茶淡饭和苗家酸汤菜，腰板
硬朗耳聪目明，还能做些烧菜煮饭和砍
猪菜的活路。当地乡干部告诉我，沈告
娄是黄平县年纪最大的老寿星，其所居
住的苗寨被誉为“长寿之寨”，村寨中健
在的 80 岁以上的老人有 20 多人。

今年 5 月 12 日，是麻江县碧波乡偿
班畲族村赵忠明老人的百岁生日。老人
的妻子于 40 年前辞别人世，育有两儿一
女。老人为人和善，一生勤劳，早年是一
个建房的木工能手，虽然一字不识却思
维清楚深谙世事。老人现一日两餐，餐
餐必须有酸汤菜，每餐二三两米酒从不
超量，每餐二三碗饭量。老人的家人告
诉我，如果有一餐忘了给他煮酸汤菜，他
就会像小孩一样赌气不吃饭。

8月上旬的一天，我再一次来到凯里市
和平村和平寨，拜访一对已近百岁的恩爱
老夫妻，今年他们结婚已整整81周年了。
这对老夫妻男主角叫廖永香、女主角叫潘
海珍，两老仍身体健朗，不仅能做饭、洗衣，
甚至连上山摘菜等农活都还能干。由于生
活习惯的原因，两老是自己做饭吃，一日三
餐，顿顿不离酸汤菜，每顿晚餐二老都要对
饮几两米酒。两老平日从不吵嘴打闹，偶
尔斗斗气也只是因“饭煮硬了，盐放重
了”。自去年7月，二老每月都按时领取当
地政府发放的一共440元老龄补贴。

“在这对老夫妻的榜样影响下，和平
村家里老少、邻里乡亲关系都相处和谐，
远近闻名。”和平村村干部胡仕顺告诉记
者，和平寨有 340 多人口，如今寨子中像
廖永香这对夫妇一样近百岁年龄的老人
一共有 5 人。“长寿的原因也许是因这里
的生存环境好，空气新鲜，不受外界的干

扰有关外，还是与他们喜欢吃酸汤菜有
关。”胡仕顺告诉我说。

据悉，黔东南各民族特别喜爱吃酸
食，这是与当地的地理及传统习惯有关，
相传是由于他们世居深山峻岭之中、山
高路遥、交通不便，很不容易吃上鱼肉类
和蔬菜、也缺盐，所以，为适应日常生活
上的需要，便家家户户都设置酸坛、制作
酸菜、贮存酸汤，用之与其他食物来煮
食，不仅可口，而且又能增进食欲。

在百度上搜索获知，据科学检测：酸
汤含多种维生素，有 8 种人体必需的氨
基酸和丰富的蛋白质，具有止渴生津，开
胃健脾的功能。

我以为，黔东南的长寿老人们，他们
长寿的原因除了黔东南宜人的气候、平
衡的生态等自然优势为老人们的健康提
供天然的优势环境外，另一个原因就是
与吃酸汤菜有关。

酸 汤 菜 与 长 寿 的 关 联
○ 通讯员 吴如雄

苗族银饰锻制技艺，是黔东南州地方传统手工技艺，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之一。其以银料为原料，银饰的式样和构造经过了匠师的精
心设计，由绘图到雕刻和制作有 30 道工序，包含铸炼、吹烧、锻打、焊
接、编结、镶嵌、擦洗和抛光等环节。

就其历史渊源来说，贵州少数民族有关银饰的记载首次出现在明代郭
子章的《黔记》中，之后的史料记载也越来越多。就其工艺特征来说，苗族
银饰都是根据其自身历史文化演变而成，具有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从银
饰的品种、纹饰设计构造到制作组装都体现出浓郁的民族风格和极高的文

化品位。苗族银饰的加工是苗族民间独有的锻制技艺，银饰的式样和构造
经过了匠师的精心设计，工艺流程极其复杂，即使是同一品种，也往往有若
干种造型。论工艺，苗族银饰锻制技艺主要有錾刻和编结两种。就其传承
价值而言，苗族银饰具有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从品种、图案设计、花纹构
建到制作组装都有很高的文化品位。在对外交往中，苗族人民把银饰作为
礼品赠送友人，和藏族的哈达、汉族的珠宝一样珍贵。苗族银饰的创制技
艺充分体现了苗族人民聪明能干、智慧机巧、善良友好的民族性格。银饰
洁白可爱、纯净无瑕、质地坚硬，正是苗族精神品质的体现。

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苗 族 银 饰 锻 制 技 艺
○ 通讯员 娄 山 摄影报道

○ 通讯员 唐军娥

凯里万寿宫的抗日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