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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承 民 族 文 化 展 示 民 族 风 采

“荷包”：布依族里结婚喜宴上，新娘子娘家的送亲娘用纸盒折出有四个角
的一种盒子，盒子里放上花生、银杏、糖果，然后在盒子上面绕上五颜六色的丝
线或者毛线，在四个角上留一些丝絮，顶上用一根线拴住，这就是“荷包”，“荷
包”寓意和和美美、早生贵子。

布依族婚姻实行自主婚。接亲时要对歌，俗称对姊妹歌，新娘到男方家的当
天晚上，要进行唱歌讨要“荷包”的活动，讨要“荷包”就先唱“荷包歌”，二人一
对，一个唱一个帮腔，也可以是一群人唱，必须唱满十二首“荷包歌”才能讨要到
一个荷包。其实人们热衷于唱“荷包歌”不仅是因为这是展示歌喉的好场所，而
且会得到当场宾客的赞誉，“荷包歌”唱得好的人，日后也会声名远扬。所以参
加的人非常多，持续时间也比较长，有时一唱就是一整夜。有“一夜荷包一夜
歌”的说法。下面就是一完整的“荷包”歌：这首歌是从正月唱到十二月，歌词寓
意是：送亲妈做一个荷包很辛苦，从挖土——种棉花——纺线——制作荷包。这
里的“荷包”也寓意新娘子，妈妈养大一个孩子不容易，给孩子置办嫁妆也不容
易，希望孩子要记住父母的养育之恩。

正月荷包正月正，打把锄头重三斤，
打把锄头三斤重，挖土记到打铁人。
二月荷包二月间，挖土记到拍土边，
手板冻起良将泡，脚板冷冷要开裂。
三月荷包三月三，挖土记到把土拍，
大的拍得粉粉碎，小的拍像碎米屑。
四月荷包四月八，妈在土中种棉花，
先放肥料后放土，妈是种花老行家。
五月荷包五月间，镐花记到掐花尖，
这头掐到那头转，从头一二掐通尖。
六月荷包绿盈盈，镐花记到翁花根。
这头翁到那头转，棉花朵朵向阳生。
七月荷包交了秋，秋分秋雨冷幽幽，
棉花开有鸡蛋大，秋收记到把花收。
八月荷包活路忙，活路忙忙花正香，
活路忙忙也要采，采得三挑六箩筐。
九月荷包九月间，纺花纺到月亮圆，
慢慢纺来慢馒走，梭子在手月在天。
十月荷包十月间，手拿蜡棒打中间，
慢慢走来慢慢打，妈是纺花老神仙。
冬月荷包冬月冬，荷包高上秀骑龙，
绕的绕来挽的挽，好像仙女搭帐篷。
腊月荷包了一年，妈你会挽又会连，
妈有荷包拿个送，留在我乡美名传。
（这时唱够 12 首，送亲妈就给唱歌者挂荷包。得到一个后又继续唱，再要一

个，然后继续唱）
蚂蚁心大囊了腰，得了一个想一挑，
得了龙之想龙垮，得了龙垮想龙袍，
妈有荷包拿个送，要拿两个有一挑。
（送亲妈再挂一个“荷包”）
（送亲妈挂好“荷包”后，唱歌者拿竹子放到肩上，做挑东西样，这时在场的

人就会哄抢，堂屋一阵喧闹声，“荷包”已被不会唱歌的人抢走了，这时唱歌者又
唱：）

一棵扁担弯溜溜，我拿抬米赶柳州，
今天运气实在丑，走到半路被人偷，
想来想去没办法，又来麻烦送亲妈。
（送亲妈做无奈状，摇摇头又再挂一个“荷包”，得荷包者唱答谢歌。）
多谢妈来多谢妈，妈打发票我回家，
妈打发票我回（去）客，免得半路受人（恰）欺。
（这时送亲妈唱发票歌）
丁竹丫来苦竹丫，我拿荷包挂竹丫，
我拿荷包挂送你，后来主家子孙发。
唱歌者露出微笑，满满收获的样子，挑起“荷包”迈着优美的步伐离开堂屋，

把歌台让给下一拨唱歌者，就这样，讨要荷包成功。

布依族讨要“荷包”习俗
○ 通讯员 罗先敏

记得儿时在黄飘老家，每年的秋后收了粮，苗寨
里家家户户就要准备做过冬和过年吃的土米酒。自
制的土米酒虽然不能与茅台镇制作的国酒媲美，却
也色香味全，芳香可口，别具一格。自制的米酒，酒
纯无杂，看似有点土、但是原生态的土烧天然液酿工
艺为家乡的米酒增添了不少光彩。每到逢年过节，
贵客临门，土米酒还是家家用来招待亲朋好友的必
需品。在老家，家酿的土烧米酒十分盛行，即使过去
再穷的人家也要想法做上十斤八斤的土米酒准备过
节和招待客人。那时几乎家家户户常年藏有一缸香
醇的米酒，用以盛情接待客人，或者家人自饮。过去
只要在黄昏晚饭时分走进村子，老远就闻到那种浓
烈又带有一丝清雅的酒香，那香气不浓不淡，闻起来
令人愉快又感觉不到有丝毫粗俗的味道。特别是酿
酒的时候，初闻到那种新鲜出炉的米酒的香味更是
强烈而粗猛，细细嗅来似乎夹杂着轻微的焦糊气焦
香。如今游走他乡的我也算喝过几种所谓“名酒”，
但是总觉得没有家乡土米酒纯正、醇厚。

家乡酿制的土米酒喝在嘴里，醉在心里，香在
记忆中。到了冬春交替的季节，逢细雨濛濛的时
候，下田耕地的人们，都会用个军用绿色小背壶，灌
上一小壶自家酿制的土米酒，然后在耕田劳作疲惫
时喝上那么一两口，消解一时的疲惫。在劳作时，
喝上适量的土米酒，既补充了营养，又驱寒去湿，通

血活络，真是益处多多。壶中有美酒，劳作不愁，农
家一天的劳累，随着浓浓的酒香会自然飘散，真是
幸福之极。

老家的人喝土米酒时不用什么太好的下酒菜，
抓几粒花生米或几颗自家腌制的酸辣椒即可。土米
酒入口绵软，醇厚，暖心暖胃，其酒力是缓慢地上身
的，喝起来不像高度白酒，一喝就感觉到喉咙里有一
道火舌流过。而土米酒却如丝绸缠绵，是一层一层
温柔地浸润你，不知不觉地，你就会被缠醉，有时候
甚至醉得如软泥一般，扶也扶不起来。

当然，土米酒的度数不高，一般不超过 30 度，土
米酒这种又甘又醇的低度酒，让人微熏却不会沉
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有一方口味，亲身见
过，喝过，这个感觉就更好了。正宗的、窖藏数年的
土酒是不多见的，极少有人能喝到。但在过去黄飘
苗寨百姓家的老灶头边，每家每户，至少是有一坛土
酒醋在的，这不仅是用于去除腥味的料酒，又起到了
和姜、葱、蒜一样的作用。比如，烧鱼、做肉丸子时总
要洒上一点陈年米酒醋，立刻就散发出一种醉人的
酒香。即使在炒某些菜的时候兑入一些米酒，也别
有一种风味。

如今，进入新时代，在党和国家的好政策下，家
乡黄飘苗寨也在驻村第一书记的带领下，打赢了脱
贫攻坚战，正在全面开启乡村振兴的新征程。如今

家乡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米酒反而更
加有了市场，乡亲们家里储存着的一缸缸的土烧米
酒，也销往全国各地。说到这里我不得不说在老家
黄飘苗寨创办“苗家私酿酒坊”的党员致富带头人潘
胜贤。2001 年潘胜贤从湖南工程学院毕业后，就一
直在外闯荡，从普通员工做到主管、部门经理。正是
事业风生水起之时，受家乡父老乡亲及苗寨乡贤们
的邀请，2016 年，他以一名返乡青年人才的身份，满
怀一颗赤子之心，毅然辞去了在大城市的高薪工作
带着在外学到的技术和资金回乡创业，通过多次的
尝试和努力，如今他创办的苗家酒坊已经成功注册

“君兰醇”商标，年产万余斤精品五粮原浆苗家酒深
受全国各地客户的青睐与好评。家乡土米酒产业在
党的好政策下，通过潘胜贤等返乡创业的青年人才
的带动越做越大，同时也直接和间接带动父老乡亲
实现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的美好愿景。

前些日子国庆长假，我邀约几个朋友相聚，大家
都喜欢喝土米酒，于是大家就来个一醉方休的约定，
大家喝了个酩酊大醉，离家时要我提一壶土烧米酒
醋，每当我打开母亲亲手酿造的米酒时总是慢慢品
尝，酒液入口后，含在嘴里便感到一阵辛辣，但是等
酒液咽下后，才感到有一股无法言语的香气，香气悦
人，如鲜花、香果散发出的纯净无杂气的幽香，让我
真正体验到饮后余留的香气和家的味道。

家乡的土米酒
○ 通讯员 潘江平

“精彩，老师，我也要学唱侗戏！”仲冬时节，贵州
省天柱县第四中学侗戏社团演出《长坂坡救主》：赵
子龙于百万军中东斩西杀，七次冲入重围，单骑救阿
斗。剧情跌宕起伏，打斗场面惊心动魄。围观的学
生被精彩的表演所吸引，争先恐后向戏师请求加入
戏班学戏。

天柱县第四中学侗戏社团成立于 2019 年。社团
聘请渡马镇杨柳老街侗戏班戏师陈通敏执教，挑选
七年级 30 名具有表演天赋的学生作为演员。购置
皇冠、帅盔、长短靠等侗戏服饰 20 多套，长柄斧、大
砍刀、马鞭等道具 30 多种，锣钹鼓唢呐等器乐 16 副，
设立戏剧排练室 1 个。历时 3 年，已培养学生演员
160 人，师生能合演《空城计》《长坂坡救主》《巾帼英
雄梁红玉》等剧目。“陈师傅教唱腔、教动作、教化
妆、教着装、教出入场，很是用心。他不仅教学生还
教老师。”学校副校长朱海燕说，学校固定每周二、周
五的课后进行一至两个小时的排练。同时利用课后
服务，学校老师将侗戏融入社团活动中，逐步形成了

一届传一届、学长带学弟学妹的氛围，侗戏丰富了学
生的课余生活，学生掌握了一门艺术特长。

以社团兴趣班等活动为载体，以课题研究为抓
手，以音乐老师为主要力量，学校整合美术、音乐、历
史、语文、体育、英语等学科，让对侗戏传承有兴趣的
老师参与进来，共同开展适合学校传承侗戏文化的
教育教学工作。“学校已经把侗戏开发成为校本课
程，已申报省级课题。”侗戏课题主持人杨凤芝说，学
校制订了《本土非物质文化课程纲要》，编写了侗戏
校本课程教材，举行侗戏优质课、优秀论文、优秀教
案、优秀原创作品竞赛，为侗戏寻找一条传承与发展
的路径，课题申报进入结题阶段。

天柱四中侗戏课题研究团队还借助省州县三级
名师工作室开展送教推广活动，将侗戏辐射到了县
内蓝田、坌处、高酿等中小学，侗戏传承氛围浓厚。

在 2020 年贵州省贵青杯“传承经典，传播文明”
课本剧展示活动大赛中，天柱四中侗族大戏班表演
的剧目《巾帼英雄梁红玉》获得了省级二等奖；2021

年 6 月，黔东南州第十二届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天
柱举行，侗族大戏班在三门塘分会场演出，表演的

《空城计》得到州、县领导和观众一致好评；2021 年 9
月，侗戏班参加天柱民族中学校庆演出，《空城计》惊
艳全场，得到与会嘉宾和民中师生的赞赏。

天柱侗戏始于明末清初，是当地侗族人民在长
期的劳动生活中逐渐发展形成的艺术形式，从京剧
演化而来，以地方侗话唱念历史故事，经过几百年沉
淀，汉戏演变成了现在富有侗族生活气息的“侗戏”，
剧本有《大破天门阵》《穆柯寨招亲》等百余个，2019
年 6 月天柱侗戏被列入贵州省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近年来，天柱县通过侗戏进校园等形式，让侗戏
不断传承。渡马镇小学建立侗戏班，把侗戏带进了
课堂。侗戏班的孩子参加省、州、县的各种演出活
动，都捧回了闪光的金杯和满载自豪的证书、奖牌。
侗戏进校园，学生进戏班，古老侗戏在天柱校园焕发
勃勃生机。

天柱百年侗戏校园绽放异彩天柱百年侗戏校园绽放异彩天柱百年侗戏校园绽放异彩
○ 通讯员 金可文 陈光昌 摄影报道

12 月 17 日，凯里市文联民间文艺家协会组织 26 名作家、
工艺师、蜡染师、绣娘、苗文工作者、歌手和剪纸艺术家等，
在阳光灿烂、暖意浓浓的气息中，开展了一次“走进岩寨”的
大型采风活动，去感受古寨魅力。

美丽的岩寨村隶属湾水镇，位于重安江的北岸，得名缘
于寨后的岩壁。其中，红石建筑为其最大的特色，现仍保
留有清代以来很多古色古香的石头建筑及大片以红石垒
砌的梯田，为目前世界上遗存规模最宏大的石坎梯田群之
一，此外，该寨还拥有码头、武术、歌舞、银饰和红色等多元
的文化，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被列入第五批中国传统村
落名录。

当日下午 2 时许，会员们沿着当年红军长征走过的小
道，兴致勃勃地走进了该寨。一进寨，就被满目皆是的红石
文化震撼了！但见凡是寨门、屋基、房子、墙壁、房门、院子、
巷道、拱桥、水井和田坎等，均为红石建成，就连许多生活用
具也是以石头加工的，可谓步步皆石头，石石皆有景，景景
皆成趣，令人一下想起了“石上有石石对石”等有趣的佳句，
充分显示出岩寨人就地选材、极富智慧的一面。尤其是，因
岩寨为史上古码头之一，因而这些建筑还保留有一定的清
代和民国时期风格，以及苗汉建筑文化有机融合的痕迹。
其中，一些石头门窗精致的造型、雕刻，令人叹为观止，充分
显示了岩寨兴盛一时的历史。

岩寨不愧是一个崇尚习武强身的苗寨，闻鸡起武的文化
至今依然长盛不衰，从儿童到耄耋老人，从拳术、到刀术、棍
术、枪术，人人皆会几招几式，一耍起来，个个都拳拳带风
声，棍棍皆劲爆，刀刀皆准狠，气势惊众人。过去，因岩寨人
依托水运，闯荡江湖的汉子们特多，加之悍匪时常不期而
至，逼迫寨民们不得不习武自卫，因而习武渐成风尚。但想
不到的是，虽然号子声早已远去，纤夫们不见了踪影，小木船也在渐行渐远，然
这一风气却居然保留到 21 世纪的当今，让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得以传承下来，
成为宝贝。当天，一位老武师现场为会员们表演了苗族拳术，让会员们见识了
这一古老的文化。

岩寨是个名副其实的苗寨，苗族的服饰、歌舞等文化在这里一直根深蒂固。
至今，该寨传统的“黄平式”服装和银饰，依然穿戴成风，圆筒帽、大襟交领衣、围
腰、百褶裙和银花冠等，依然是衣着的主流。特殊的服饰与奇特的石头、岩山，以
及美丽的江河、碧水等，在这里天然搭配，高度和谐，相映生辉，爽心悦目。尤其这
里流行于口的苗歌和唱词，朗朗上口、婉转动听，蕴含有很多古典的苗族文化信
息，与现实中的美人、美酒、美味、美景等，共同组合成岩寨一道特殊的风景。当
天，在观看绣娘们一一展示精美的刺绣时，所有会员无不细细品味，啧啧称奇；在
听到歌手们张口喝出一曲曲敬酒歌时，所有会员不由细细体味。

岩寨还有一道极为珍贵的文化——红色文化。1935 年 12 月底，中央红军一
支小分队因敌人围追堵截，为了隐蔽行军，不得不取道台江的革一，经凯里市的
凯棠、旁海、湾水，前往黄平，岩寨因此与红军结缘。据说，当年，战士们就地而
卧于村民们的屋檐下，秋毫不犯，令感动了的村民们非要以好菜好饭相待。1950
年，在激烈的湾水剿匪战斗中，作战的指挥部就设立在岩寨。多少年后，岩寨人
一直将这些红色基因视为珍宝，到今天，终于打造出自己的红色教育基地。所
以，在当天的活动中，会员们还重走了一次长征路，接受到一次革命传统教育，
让心灵受到一次净化和洗礼。

收获满满在心间，激扬文字方显才！会员们都表示，通过这次很有意义的采
风活动，已对岩寨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回去之后，一定会激发起心中的灵感，
喷发出火热的创作激情，也将会推出一批反映岩寨各方面文化的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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