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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镇远，有一座具有 300 多年历史的集自
然风光、民族风情、地方风俗为一体的侗族大
寨，也是镇远县第一个对外开放的民族风情
点和黔东南州第一批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村
寨，这就是报京侗寨。报京侗寨 2013 年被列
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014 年报京“三月三”
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遗”名录。报京侗族
风情习俗独具特色，传奇色彩神秘，吸引了不
少专家学者和中外游客前往寻幽探秘。

几年前，又一次来到报京。走进报京，一
幅富美乡村画卷尽收眼底：炊烟袅袅的乡村，
蔚蓝高远的天空，还有浓郁的村落，都给你一
种都市中久违的空灵。报京侗寨南北青山环
抱，寨内青石板拾级而上，吊脚楼鳞次栉比，
禾仓、古井、鱼塘、踩歌堂、报京楼、风雨桥布
局错落有致，把整个侗寨点缀得庄严和谐，浑
然一体。住在报京大寨静谧的小屋里休憩，
这片绝尘净域，美丽得令人倾心。行走报京，
侗家人用自己古老而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浓郁
的民俗风情，表达对客人的敬重与热情。我
们的心灵守望也在生态美与人文美美美与共
中领略了乡愁之美，也在侗族歌舞的传承发
展中触摸到了报京侗族人民幸福生活的获得
感和文化小康。

说到报京侗族“三月三”的历史渊源，报
京大寨邰湘权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报京侗族

“三月三”有讨葱节、播种节和情人节之称，其
历史悠久。据乾隆《镇远府志》记载，此节已
有 200 多年的历史。此节日的传说与古代农
耕播种有关，它保留了侗族古代以桐树开花
为春耕春种的古老记忆。据说在很早以前，
侗族的祖公巴西年事已高，卧病在床。他知
道自己不久将离开人世，就编歌一首传给子
孙：“种稻季节最讲究，桐子花开要下种，早种
晚种无收成。”于是，寨老决定以每年农历三
月三为播种的日子，同时规定：在三月三吹芦
笙、唱山歌，走亲会友，未婚男女邀伴玩山，大
家兴高采烈地欢乐几天后，就把芦笙收起来，全力搞生产，直到秋后
农闲时，再来吹芦笙、唱山歌庆丰收。有歌为证：“报京大寨三月
三，活路要做花要攀；勤做活路生活好，攀花做完再农闲。”报京侗
族“三月三”还是一个爱情悲剧的纪念日。相传很久以前，报京侗寨
有一对青年男女相爱，男的叫乔生，女的叫良英。良英的父母嫌乔
生家穷，不愿把良英嫁给乔生，硬是把良英许配给一个富家子弟。
良英极力反对这门亲事，背离父母继续和乔生相亲相爱。三月初三
这一天，良英到田里捞了鱼虾，到菜园里扯了葱蒜，约乔生到寨边金
圹洞的莫嗄树下相会。两人脱下草鞋挂在树上，表白忠于爱情生死
在一起的决心，并到坡上煮食了葱蒜鱼虾，以誓永不分离。后来遭
到寨头及族人的毒打，双双跳崖殉情。后人为怀念乔生、良英，反对
封建包办婚姻，每年三月三，一对对青年男女便来到金圹洞边谈情
说爱，瞻仰乔生、良英留在莫嗄树上的鞋印。发誓要学乔生、良英一
样，相亲相爱，忠贞不渝。

报京侗族“三月三”讨葱节是从农历三月初三开始到三月初五
结束，共进行 3 天，尤以三月初三这天最为隆重。节日文化内容丰
富，踩鼓、吹芦笙、跳舞、对情歌、讨葱蒜、捞鱼虾等活动给报京 9000
多侗族人民增添了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从那次民族文化调研考察之行后，我对报京侗族传统文化守望
与繁荣兴盛有了更高的自信。对于早熟于耳的“葱蒜为媒，讨葱定
情”情歌对唱的探究，也因美丽而得到了回答。于是，阳春三月一大
早，我和几位朋友相约到报京，亲身体验和感受侗族“三月三”讨葱
节（情人节）。初三上午八点，报京全寨的男女老少身穿节日盛装，
男青年捧着芦笙，女青年拿着牛角，中年人握着铁炮、鞭炮，在寨门
夹道等候宾朋光临。在一种特殊礼节的拦路酒中，宾朋们在热闹气
氛中“酒未沾唇人先醉”。优美的迎宾芦笙曲，在空旷的丛林深处回
响，此时一种游子荣归故里的激情在心中燃烧，满脑子的乡愁记忆
沉醉在“歌的海洋”里，着实让人流连忘返。

捞鱼虾送笆篓。讨笆篓是青年男女借节日表示爱意的一种传
统方式，姑娘们背上笆篓到冬逝春初还未栽种的水田中捕鱼捞虾，
青年小伙来到田边等候，向中意的姑娘讨取笆篓。姑娘若中意小
伙，便会将自己的笆篓相赠，于是两人便结伴到坡上烧火烤鱼拌菜，
共进野餐。待立夏、端午或中秋节之时，男方便以还笆篓为名，与姑
娘再次相会，增进爱情。

讨葱蒜定情。讨葱蒜是报京侗寨的姑娘们在自家耕种的菜地
中采摘最嫩最绿的葱、蒜，用竹篮装上，于三月三这天，拿到寨边水
塘慢慢清洗，等待意中人讨要。姑娘们把葱蒜作为信物是很有讲究
的。因为葱是栽一棵发一蔸，蒜是栽一瓣发一头，象征两人结缘后
人发、家发、财发的寓意。讨得装有葱、蒜竹篮的侗家小伙子，随后
还要在返回的竹篮里放上数十元钱和首饰、耳环等信物赠予姑娘。
姑娘便用小伙回赠的钱请她的伙伴吃饭，以展示其爱情的硕果。这
就为婚姻关系奠定了基础。

欢跳芦笙舞。捞鱼虾、讨葱蒜这两个活动结束后，在报京楼前
的踩歌堂里，一曲团体的芦笙舞之后，身穿节日盛装的青年男女手
拉手，伴随芦笙舞的旋律轻歌曼舞。芦笙声、金银首饰摆动声、青年
男女的欢呼声相互交织在一起，使宁静的报京一下子沸腾起来。主
客手拉手围成一圈又一圈，踩着鼓点欢快起舞，直到血红的残阳躲
进西山，青年男女才依依不舍地离开。芦笙舞散后，主人们各自邀
请宾朋到自己家中品尝侗家长桌宴，长桌宴不散，宾朋怎会舍得走。

隔着板壁唱情歌。三月初三晚上，报京侗寨显得格外热闹。人
们互相串门，姑娘和小伙子三五成群地在一起唱情歌。按此地的习
俗，只有“三月三”的三天节日期间在屋里唱情歌，而其他日子只能
在坡上唱，不准在家里在寨子里唱。有趣的是在侗寨唱情歌，男女
不能面对面唱，男女须各在一边隔着板壁唱。男女轮唱，唱得情意
绵绵。后来，随着各种文化思潮的影响，情歌对唱也可以在白天唱
了，唱的地点一般在报京侗寨的莫嘎树下。

当前，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更加看重，报京侗族“三月三”
就是一个印证。举办报京侗族“三月三”活动，就是要着力提升侗族
人民的文化涵养、精神境界。报京侗族“三月三”保存了黔东南州北
部侗族古老的农耕文化、婚姻观念、民俗活动等原始信息，集中反映
了对阻碍婚姻自由的封建礼教的反抗，对幸福婚姻自由的向往、追
求，对男女之间甜蜜爱情的歌颂和赞美。报京侗族“三月三”是报京
侗族传统的民族节日。姑娘小伙们情歌真切、舞姿优美，民族节日
风味古朴、独具特色，是民族文化的瑰宝，对研究我国民族艺术有着
重要价值。报京侗族“三月三”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民族、民俗、历史学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等学术研究方面有
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报京侗族“三月三”对我国侗族发展史和侗
族文化发展史、对于促进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民
族地区人与社会和谐发展及弘扬优秀民族文化等均具有重要价值
和特殊意义。

吃过晚饭，满载回忆深处最美的念想，我们离开报京侗寨时，已
明月当空。月光下的报京，犹抱琵琶半遮面，显得更加美丽、楚楚动
人、令人神往。踏着歌声渐行渐远，侗家人优美的歌声和动人的旋
律，在心底回荡，令人久久不能平静。于是，又一次拾起幸福记忆，
我的思绪走进了侗族作家姚瑶的《报京侗寨》的诗行里：“无数次，
我想着的从田坎经过的少女，她们的眼睛里没有杂色，清澈如山中
泉水；只饮一瓢，可以荡漾余生；再饮一瓢就醉了，便回到两三百年
前，一起开荒种地；生活的苦，只需要唢呐声一响，灿烂成山后桃
花，像每个春天，必然要到来的情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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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洞村坐落在天柱县石洞镇南面八公里大山中的
九龙滩河畔，八卦河与摆洞河的交汇处，南与锦屏县的
平秋镇接壤，东邻锦屏的三江镇，依山傍水，风景秀丽，
是天柱县近几年来崛起的美丽山村，2022 年被列入中国
传统村落名录。

摆洞是江西、湖南两地部分百姓为了躲避战祸 ，纷
纷向湘黔边境迁移，有的进入湖南靖州，有的进入天柱
与当地侗民杂居。其中杨姓、王姓等带着家人跋山涉水
来到了摆洞。他们看到这里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杉林
莽莽，河中鱼儿成群结队，河水碧透平缓，是放木排、打
鱼和种庄稼的好地方，是人居的理想之地，于是他们就
开始在两河交汇的河滩上立屋定居。他们起早贪黑，劈
山修路，开荒造田，种植庄稼，打鱼，伐木，放排等，为开
发摆洞奠定了基础。之后，其他姓氏也相继融入开发，
村寨逐渐形成规模。而今村民居住地和住房基本保持
的是明清时期的模样。相传摆洞在清乾隆时期，人口发
展到 300 多户 1500 多人。从时间推算，摆洞这个村落已
有上千年的历史。

摆洞村现有 191 户 956 人，全是侗族，生活习俗原汁
原味。好客是侗家人的特性，摆洞人亦如此。在日常生
活中，摆洞人衣着整洁、干净，态度端庄和蔼。筵宴请
客，客人先就座，主人后入座，陪客必须会喝酒。劝菜、
劝酒、敬酒礼仪温文尔雅。目标是让客人吃得开心、喝
得开心，一切安好为荣。唱侗歌是摆洞人的爱好，这里，
年长者教歌，年轻者唱歌，年幼者学歌。唱侗歌是摆洞
人千年传承下来的一种生活习惯。这里可说是侗歌的
故乡，山歌、酒歌、伴嫁歌、孝歌、上祭歌、龙灯歌、桃源
歌、古歌、放排歌、拉木歌等在这里均能听到。这里的侗

歌内容丰富、曲调流畅优美，含蓄情深、高亢嘹亮。摆洞
人每次参加镇政府举办的侗歌比赛均获大奖。更重要
的是这里的人待人接物以诚相待，淳厚朴实，敬老爱幼，
和睦相处，待客如宾，童叟无欺。千百年来，他们代代安
分守己，与世无争。北伐名将王天培将军的幼年就是在
这个宁静祥和的村寨里度过。

摆洞的独特地理位置就是江河环绕“九龙”归摆。
摆洞有九条绿色的山脉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绵延而来，
猛扎于两河的交汇处，所以当地人称之为“九龙归摆”。
扎入摆洞的九条山脉高大巍峨，林木葱郁，迤逦蜿蜒，犹
如一幅工笔画卷，光艳迷人，给宁静的山村带来了无限
的魅力。

摆洞村八卦河和摆洞河水力资源丰富，近两年来，
国家为了充分利用这一水资源，造福于百姓，在两河交
汇处的下游修了一座小型水电站，改变了两河的水流状
况，使两河交汇处变成了悠长深绿的美丽河堰。从高处
俯视，这就像一颗碧绿的明珠，镶嵌在秀丽的深山峡谷
里。从岸边观看，河面平静如镜，倒映着蓝天白云，青山
绿树，一切美不胜收，让人如走进画卷之中。这个水乡
真正是人们钓鱼、划船、避暑的好地方。

摆洞虽然较为偏僻，但水陆交通便利。水路，顺八
卦河往东可下锦屏县城王寨；往西顺八卦河而上可达剑
河南明。陆路，北宋王朝时期（961——1127 年），落户于
摆洞的村民，为了改变交通闭塞的状况，加强与外村的
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全体村民出工出力，修通了与周
边村寨十余条小路，初步改变了交通闭塞的面貌。到了
明清时期，当地木材商贾和绅士出资，村民出力修了五
条石板路。石板路以摆洞为中心，一条叫“琴堕”，上水

洞过黄桥通剑河南明；一条叫“琴广”，上槐寨至石洞过
都岭通润松；一条叫“琴列”，过木杉圭地上甘洞通高酿
入县城；一条叫“琴老”，上锦屏万丰到平秋；一条通锦屏
小江。这些石板路的修建，方便了民众的出行，美化了
乡间道路，成为当地靓丽的风景线。虽然这些石板路现
大多已遗失，但在很多地方仍残存，让人们依稀看到当
年石板路的风光。

现今的摆洞村的交通更胜于古时，有六条硬化的公
路从四面八方涌向摆洞村，大公路、大动脉的交通网络
已经形成。还有四座跨河大桥，大桥将两岸寨子巧妙相
连，一幅小桥流水人家的世外桃源风貌跃入眼底。

而今的摆洞村变化令人震撼，绵延几十米的风雨桥
气势磅礴，庄严秀丽；屹立于文化广场的鼓楼高大雄伟，
美轮美奂；建立在码头上的亭阁玲珑精致，气势恢宏；鳞
次栉比的吊脚木楼穿古越今，重展新颜；高档家具搬进
了村寨的农户，村民们的荷包鼓起来了，人人脸上流露
出幸福的笑容。在摆洞，处处展现出新时代美丽山村的
新风貌。有诗赞曰：“人间仙境摆洞村，九龙拱卫震乾
坤，水绿林茂民乐业，如画风光处处春。”

摆洞村的旅游资源是人见人夸的，在摆洞，除了人
文之美外，在它的附近，西面三四公里处有雄伟的六十
丈洞瀑布和莲花山电站及柳寨梯田景点，东北面约四公
里处有千姿百态的西域瀑布群。这些景点都非常壮观
神奇，让你陶醉，乐而忘归。

摆洞村是一方净土，一个风水宝地，一个旅游资源
丰富的处女地。如果您厌倦了都市喧哗熙攘的烦扰，请
到天柱摆洞村来吧，那宁静恬淡的氛围和浓郁的侗家风
情，使你心旷神怡，那如诗如画的美景，使你流连忘返！

侗家古村落侗家古村落侗家古村落 美丽摆洞村美丽摆洞村美丽摆洞村
○ 通讯员 刘慧桥 刘挺华

榕江县平阳乡小丹江村，位于县城 102 公里，距州
府凯里 92 公里，坐落在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南
面山脚的“丹江河”和“昂英河”沿岸，为黔东南榕江、
剑河、雷山、台江四县交界点。全村由小丹江寨、新
寨、南丹寨合并而成，共有 9 个村民小组、3 个自然寨、
441 户 1415 人，苗族人口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旅游
基础及公共服务设施正在进一步提升，产业发展、民族
原生态传统文化底蕴深厚，充满无限魅力。

丹江村区位优势突显，生态环境优越，自然风光秀
丽，具有独特的人文景观和保护完好的原生态自然风
光以及风情浓郁的民族文化。近年来，得到上级多部
门授予多项荣誉和发展定位。2008 年小丹江生态环境
保护协会被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 ToyoTA 联合授予

“2008·中国青年丰田环境保护事迹表彰奖”；2014 年被
国家民委列为首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2016 年
12 月，被列入第四批“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村落”名录；
2018 年被评为“国家级森林康养基地”和“乡村甲级旅
游村寨”；2020 年 7 月被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列为 2020 年
第二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2021 年被列为黔东南州
特色田园乡村和乡村振兴集成示范点建设村。

去年的 3 月 8 日，我等一行从榕江县城出发，经过
寨蒿、乐里、平阳前往小丹江，沿着美丽、宁静的河谷，
在风景线上行走。这一天，春光也越发变得更加多情
灿烂。重山之间，随处可见一湾碧水，蜿蜒曲折，若隐
若现；山河之处，野樱桃花在山岭怒放，我们进入了一
个充满山水魅力梦幻的地方。当乘坐的大巴车转出一
个山口，寨门的大牌坊告诉大家：小丹江到了。只见苗
寨四面青山环抱，山体宽厚、雄伟。源于雷公山脚下涌
出的丹江河、昂英河蜿蜒流淌，将苗寨与田园一分为
二。村寨依山就势，碧水环绕，次递而居，层次分明。
整幅画面因山、水的搭配构成了一种动态的曲线美，以
凝固的形象呈现在我们面前：寨子依山，可以遮挡冬日
寒流；面水，可以迎接夏日南来的凉风；近河，可使农
田灌溉得以水的保障；居址高出河岸，则免除淹涝之
灾。这不是刻意雕琢的景观，苗寨向我们展露出她大
美无言的风景轮廓，赋予苗寨以阔大、深厚、古朴、幽
雅的氛围，真是人类栖居最适宜的地方，这种视觉的震

撼，让我与同行朋友无以言表。
装载 38 名演员的大巴车，径直行至小丹江村委会

门口的芦笙坪边停了下来，他们是县苗学研究会、县人
力资源促进会组织前来与当地苗族群众欢度“三八”国
际妇女节的城关美女、俊男。

顿时，芦笙坪上的芦笙响了起来，等候多时的苗妹
们也围拢过来，手拿糯米饭、端着米酒和白片猪肉，在
展示她们的迎宾礼仪——拦门酒。先不说牛角酒你能
够喝多少，光是看着那些打扮得光彩照人的美丽苗家
女子，听着她们在舞动中发出的银饰声响，你的心恐怕
早已都醉了吧？如遇到她们唱飞歌给你敬酒，那不醉
恐怕是不行的。

下午的节目联欢更是异彩纷呈。舞场上，“全副武
装”的姑娘们，穿着自己精心制作的节日盛装，脸上略
施脂粉，配上白得耀眼的银首饰，身上的项圈、银片、
银铃、银坠叮当作响，头上的银角光彩夺目。一个跟着
一个，随着后生吹奏的芦笙曲调，向前挪动或左右扭
转，一个个楚楚动人、风姿绰约。可以说，她们的美丽
超乎了一般人的想象。欢歌笑语闹热在雷公山下、小
丹江河畔，加上民族大团结歌舞气氛渲染，使整场联欢
活动充满着大美的震撼力……

最吸引眼球的，莫过于小丹江的美人了！有歌赞
曰：“莲花好水牛，丹江姑娘美。莲花牛，断只角，也还
打。丹江女，有缺点，也还美。”“像蜜蜂一样劳动，像
蝴蝶一样生活。”这些美女，即使在田里劳作的时候，
也不忘在发髻上插一朵鲜艳的大红头花，随处都可以
看见她们数不清的美艳笑容。

不少县城人士未到这些乡村之前，总以为少数民
族女孩子的美属于山野之美，其实不然，小丹江女孩子
美得端庄秀丽，反而更接近中华文明的主流淑女形
象。如果不是那套银饰叮当的民族服装，她们的容貌，
似乎刚从长安梨园或扬州豪宅中走出。更让我们惊讶
的是，问起她们的家史血缘，她们都会嫣然一笑，说自
己是蚩尤的后代。

你听过她们高亢、明快、奔放的苗族飞歌吗？那歌
声常常声震山谷，传至三五里以外。这声音，是这个民
族全部生命从容而又尊严的诉说。这个民族早已把他

们对遥远故土的深情回忆，变成了这样的歌声。在这
样的歌声中，祖先就这样把身世交给了后人。或许，这
就是苗族飞歌的起源吧？

幸好，在苗族古歌中，许多历史细节被记载下来，
一代代传唱。直到他们熟悉了这个陌生的地方，直到
他们在黑暗里不再感到恐慌，直到他们开垦出新的耕
地，直到他们水田里扬起了新穗，山野里飘来熟悉的稻
香……听着山坡上激昂高亢的苗族飞歌，看着掩映在
山坡下、河坝边的层层木屋，似乎总能唤起很多美好的
想象。

小丹江，苗族第五次迁徙落脚的美丽苗寨。
在那次历史大迁徙中，不同的选择却决定了他们

后来的命运：一些人留在了平原，后来被淹没在动荡而
单调的历史长河里；一些人来到山地，与西南高原的古
代群落一样，顽固地保存着古老的面貌，在历史的惯性
中缓慢地演进着。

在这样的周而复始中，他（她）们骨子里头的精神，
始终伴随着信物一样的东西，传承在一代代苗族人的
生命里，它就是芦笙。那些旋律从硝烟弥漫的战场开
始，从跋山涉水的长征开始，如此刚烈，如此持久，一
直在历史旷谷里激越地回响着。今天，我们该怎样描
述它，才不至于对这个民族的心灵之歌无动于衷呢？
无论你是谁，无论你从哪里来，无论你到哪里去，只要
你站在这音乐和旋律的面前，都无法不为之动容。

你大概和我们一样，从走进小丹江的第一个画面
开始，会喜欢这个地方吧？那种喜欢，不是简单地被打
动、被震撼，而是静静地牵挂并沉迷其中。那些年轻貌
美的女子，你也不必爱上她，却不妨带着一种欣赏的态
度去观察、去体验，感受小丹江的每一个瞬间、每一个
细节、每一幅画面就可以了。

从小丹江回来的时候，无法忘怀看到的一种眼
神。那是一种似水的柔情，夹杂着些许羞涩的柔情，一
种沉溺在白日梦中而无力自拔的柔情，有湿润，还有些
歉意，她会让一个行者的心旌摇荡起来。我相信，这是
一次带有偶然性的美丽相逢。

再见了，小丹江，待到明年花开时，我们还会再次
造访你的美丽与微笑！

小丹江：用美丽回答一切
○ 通讯员 吴正豪

（通讯员 吴国雄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