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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承 民 族 文 化 展 示 民 族 风 采

在距离从江加鸠镇驻地 3 公里的东北方向，有一
棵死了四十多年仍然岿然不倒的巨柏。巨柏的四周
散落着羊奥、新寨、上寨和下寨四个寨子，寨子的统一
名称叫加能，2018 年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

在月亮山区，野生的柏树和红豆杉是极为少见
的，所以有人推测，柏树是建寨时，祖先从远方带来
的。这么说，加能人到这里来，应该有四五百年的历
史了。

草之语
加能能追溯到的祖先叫“故圣务跟”，原居住在都

柳江的榕江上游，后来，他们沿江而下，经榕江过传
洞，再过平江，抵达乌牛河汇入都柳江的交汇口孖
温。之后，沿着两河相夹的山脊向上爬，过停洞镇的
东勤，来到如今东朗镇的辣椒基地，即“野蝶摆份”。

一路走来，处处人烟，他们已找不到适合的地方
居住。放眼前方，何去何从？于是，他们在这里做了
一个左右着族群未来的决定。他们决定在这里住一
晚，等待神灵的指引。

晚上，他们找来一根芭茅草，打成草标后插在山
岭上，等待神灵的谕示。到了半夜，有野猪从山林里
爬来，碰倒了草标。第二天，他们起来，去看草标，只
见草标没有倒向大河都柳江方向，而是倒向了小河乌
牛河。于是，他们沿乌牛河逆行而上。过摆里，经高
台，过秀摆，然后下山来，到达能秋。

在能秋，他们打算渡过乌牛河再往前走。可当他
们涉水过河时，只见鱼虾成群，抽脚上岸时，还有鱼
虾吸着草鞋不松口。于是，他们认为这是个宜居的好
地方，便来到乌牛河上边不远的“里纱洋继”居住。

在这里，他们住了许多年，生了五六对兄弟。后
来，他们觉得还是不合适，就继续分迁：“故稀故嘎”
去了“秀摆秀欧”；“故追故该”去了“能牛能内”；“故
耸故叔”去了“虾努乌俩”；“故里故离”去了“里文里
秀”；“故该务挠”去了“乌勇乌这”；“故地故敌”去了

“久央打娘”。
加能的祖先叫“故能务月”，分迁时，他们夫妻俩

向西南方向走，来到现在的摆别新村。在这里住一
段时间后，他们到“党美松记”打猎，看见加能寨脚的“党雨松教”是个好
地方，就翻过党美松记下到党雨松教。在这里，他们生了一对儿子，叫
勇夜内遂，勇夜为弟，内遂是哥。在这里，他们住了几百年。

在党雨松教住了几百年后，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一只老母鸭早上
吃了米后爬上山去，晚上天黑了才下山回来，天天如此。之后，还有一
头老母猪也跟着爬了上去。人们好奇，就跟了上去，发现这里有一口水
潭，内遂一族就搬到这里来了。这口井，如今还在。“洋奥”是音译，“洋”
是寨子的意思，“奥”即是鸭子。他们搬来“洋奥”后，族群的勇夜一脉，
也搬到了山沟对面的上寨来居住。

加能的祖先沿着草标指引的方向一路走来，至此，才正式定居下
来。这口古井，终于给这个族群的曲折叙事写下了圆满的句号。

路之名
在加能和加鸠中学之间，有一段比较平直的公路，这段路，在还是

小路的时候，也是平的，人们称之为“宁汾”。
“宁”是直路的美称，“汾”应该是苗族一个古老支系的称谓，但这里

所说的“汾”，是专指“分汾”，即东朗镇的“汾居”“汾摆”“摆里”一带。
这段路所在的这片山，据说原本没归属，但后来，有人卖给了摆里，

于是，后来发生了纠纷。加能人少，怕在处理纠纷时赢不了“分汾”，就
去请加翁兄弟来帮忙。后来，纠纷处理好了，加能人问加翁需要什么作
回报。加翁人说，我们有山有田，什么都不要。问多了，加翁人才说，这
样：以后如果加翁人多不够住了，容纳一些住进。后来，加能无论做什
么事，都感觉势单力薄，就主动去请加翁人来住。加翁人开始不愿来，
直到加能人提出还要分出一半熟地给他们后，加翁人才有部分搬迁过
来，即现在下寨的王家人。

因有了这段历史渊源，加能和加翁现在仍然以兄弟相认。加能斗
牛时，加翁人可以进牛塘帮忙。同样，加翁斗牛的时候，加能人也可以
到牛塘中帮助拉脚劝架。

至于“分汾”，其实是个尚歌善舞之地。虽说，“能赏能秋”是月亮山
区苗族人的发祥地，但论歌舞，却比不过“分汾”。所以，撇去那场不愉
快的纠纷，“宁汾”是个有着美好向往和期待的名字。在过去，赶集或斗
牛的时候，这段路，经常看到少男信女情歌互答、往来相送。这里也成
就了很多美好的姻缘。

在苗族居住的月亮山区，给一段路取个温暖的名字，这是绝无仅有
的事。

石之义
在加能上寨的寨边，有一颗十几人才能抬得动的大石头，石头的中

间有个形如饭酉的凹槽。这颗石头，与一段历史公案有关。
在上寨，自然是王家先来的，潘家后面才迁来。而上寨所住的地

方，原来是榕江计划乡加退寨的土地。
一天，一个讨饭婆到这里来讨饭，遇到还不会当家的新媳妇，就没

给讨饭婆的饭吃。讨饭婆很生气，说：“你们住的是我们的山，种的是我
们的地。你们现在饭不给我吃，房不给我睡，我去叫我寨子的人来。”于
是，加退人就到加能来兴师问罪。见加退人来，胆小的王家人就直往外
跑，只有胆大的潘家人顶着巨大的压力跟着加退人协商。后来，处理得
差不多了，潘家人才喊话给王家人：“你们也来帮帮，事情处理得差不多
了。”这样，王家才又转回来。纠纷的结果是：地，加退留给了加能人住；
加能送加退三头猪，作为酬谢。

事后，秉承着以和为贵的理念，加退给加能人抬来了这颗巨大的
“饭酉”，希望加能人繁荣富饶、幸福久长。

林之隐
在下寨的寨脚，有一片古树林，实则是加能的坟山。古老的大树

下，纵横藏着许许多多的新老坟茔，但即使是清明时节，也见不到几炷
香。因为，一直以来，加能人没有挂亲扫墓的传统。

其实，不只是加能，在月亮山区的乌牛河两岸，苗家人以前大都是
不过清明不挂亲的，只是加能人仍沿袭着这一传统。

但不能说，不扫墓，不挂亲，不过清明，就说这里的苗家人缺少饮水
思源的感情，缺少慎终追远的情怀。其实，这里的苗家人，在过去，扫的
是大墓，挂的是大亲，过的是三十年才一次的“大清明”。

吃鼓藏，这是苗家人慎终追远的独特方式，时间长久，气氛庄严，仪
式隆重，礼节繁多。

加能吃鼓藏，也和这一带的绝大多数村庄一样，吃的是水牛鼓藏，
一次要三年才能办完。第一年起鼓买牛，由世袭的鼓藏头带头起鼓。
第二年筹备，筹备钱粮，筹备祭祀物品和猪牛，而更重要的是等第一年
起鼓时还买不到牛的吃鼓藏户买牛。吃鼓藏的第三年才会椎牛祭祖。

苗家有句俗语“客家忌年，苗家忌鼓”，苗家人吃鼓藏有着很多的禁
忌。吃鼓藏后，三年之后才能再斗牛，而三十年后才又再次吃鼓藏。

虽说吃鼓藏三十年一次，但由于吃鼓藏消耗过大，不是很有必要，
延长时间过，或干脆不过，改过清明，也无不可。

加能，最后的一次吃鼓藏，是 1988 年，离现在已经三十多年过去了。
三十年，其实，就是父与子的生命距离；三十年，其实也是一次生命

的轮回。
加能是加鸠镇仅有的五个传统村落之一，这是一个散居在半山腰

上的平凡苗寨，除了晴天大雾时宛若云中仙居之外，看似没有什么与众
不同的个性与形象特征。但当你走近，才感受到，这里潜藏着丰富的民
族文化密码，弥散着暗夜里才能闻到的历史烟尘。

在这里，人们崇尚歌舞，有着美好的精神追求，但娱乐不违农时，开
秧门后，封禁芦笙，开始劳作；在这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斧斤以时入
山林，不到万物长成的新米节，不能砍树伐木，起屋建仓。

在这里，可以看到古韵悠悠的民族舞蹈，可以听到历久弥新的古老
传说，也可以找到一个族群从时光深处走来的历史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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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镇远县四方井巷直上，第一个左
转角围墙砖壁上有两方砖雕印字。这两
个字引起了过往人们格外注意，寻幽访
古探索者询问之声不断。

笔者遍查《辞源》《辞海》乃至《康熙
字典》，皆找不到这两个字的踪迹出处。
联想到书法字有多种书体的写法与印版
有些字不尽相同，如书法字里京城的京
口中就多一横，流水的流右上没有那一
点。荒字的下部用一横代替等。于是又
查《书 法 字 典》，然 而 ，这 两 字 均 无 记
载。既然几种字典都查无依据，那么它
是字吗？

笔者认为这应是这院墙内原主人在
搞大窨子房建筑之初，到乡下砖窑订制
砖时，为他家的砖上用的字符标记。因
订砖人家多，各家对砖的长宽厚薄又各
有要求。有了这个专用字符为辨别记
号，在众多砖堆前就不得扯错卖家。如
邹公祠大门两边墙砖上就印有“鄒公専
祠”字样。四方井前这个墙砖上的字符
是变体字印记，是专用于他家订砖所用
的印章记号，是一种合体字。

这种合体字就是取既定的几个字
边旁进行组合。 坊间常见的合体字如

“招财进宝”、“鸾凤和鸣”、“黄金万两”
等。合体字起始于先秦时期，是君主用
来传达命令或征调军队的符文。将几

个篆字合并在一起，刻在竹木上，再剖
为两半，双方各执一半，接洽时将两半
合体以辨真假。汉代，此法被道士们借
用到神符上，流传了两千多年。至今，
城乡仍见江湖术士在闭目念念有词中
画神符作法事。那些奇形怪状的篆字

神 符 也 就 是 合 体 字 符 。 其 中 教 义 奥
秘、奇门秘道只有能与神仙们对话的
道人通晓。笔者看到过一本古代中医
要籍《灵枢》，那里面就有为化喉卡鱼
剌，用指头在水碗上空画合体字符的
口诀秘法。自古以来，有很多文人也

以自创合体字为雅事。相传唐伯虎独
创合体字“日日有见才”，是为勉励自
己每天要勤奋学业上进，但他创作的
这组合体字被求财人演变为“日日有
财见”。在农村，乡学究们也常弄些个
合体字张挂以显学问高深。

话头拉回。四方井巷的字笔者先
是将它认作“隆记”。古今商人们都很
重视取字暗含瑞祥生发之意。于是隆
字借了顺字左边的“川”来取代“阝”。
寓意有二，一是暗指主人祖籍四川；二
是取财源如大江河而来，吉顺又鸿发之
意。但仔细琢磨，若为隆记，就可直接
楷体隆记，又何必拉另外字的偏旁来
配？想来只有以合体字来释义方合制
符者的初衷。于是认为此砖字应认作

“隆顺卜记”比较合理。“隆顺记”是他家
商号标记，“卜”是这围墙内主人的姓
氏。因年代久远，世道沧桑，人物易主，
这围墙内最早建大院的人家一时难以
查究。但那记字右边将“已”合于“言”
旁下，右边的位置却让给了“卜”，查卜
为姓氏，如以此为依据，那么这个砖符
字读作“隆顺卜记”还是顺理的。当然，
此仅为一孔之见，意在抛砖引玉，引起
有识之士慧眼识断。若将这砖上异字
作为古巷文化探索宣传，必将会引发游
客之猎奇兴趣。

猜 猜 镇 远 古 巷 奇 字
○ 陶钟麟

近日，由麻江县妇联组织开展的“锦绣计划”
培训班来到金竹街道仙坝村和龙山镇共和村，为
妇女们培训立体手绣布偶制作和刺绣技艺。

据了解，麻江县“锦绣计划”培训班是由麻江
县妇联搭台，县、乡、村三级妇联组织共同筹办，麻
江县绣娘文化有限公司提供技术指导。从今年 9
月初至今已开展 9 期培训，共培训绣娘 500 余人。

目前已在宣威镇卡乌村、龙江村、琅琊村、甲树村，
龙山镇复兴村、龙山村、共和村，金竹街道隆昌村、
仙坝村建立了绣娘工坊，不仅让民族传统文化和
民族手工技艺得到传承和发扬，也让广大妇女拥
有学习、交流的平台。同时，带动更多的农村妇女
参与刺绣、学习刺绣，绣出更加精美的绣品，绣出
美好幸福的新生活，将指尖技艺变为“指尖经济”。

麻江举办绣娘培训：

让指尖技艺转变为让指尖技艺转变为让指尖技艺转变为“““指尖经济指尖经济指尖经济”””
O 黔东南州融媒体中心记者 姚 宁 通讯员 王家敏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