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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兰，一个传统侗寨，位于榕江县栽麻
镇东南部，距栽麻镇政府所在地 10 公里，行
政区域面积 15.45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为 591
亩，全村辖 5 个村民小组，有 1 个自然大寨，
286 户 1474 人 ，侗 族 人 口 占 全 村 的 99% 以
上。今天，我们沿着村寨的足迹，去看看美
丽的苗兰侗寨。

要去看这个侗寨，要先从栽麻镇政府开
始沿途而上，沿着蜿蜒而上的公路前行，如
果是冬季，你将领略到的是一幅山水画，冬
天的树枝褪去青绿，褪去浮华，雾气倾泻而
下，将他们的身影笼罩，这个时候的苗兰是
不需要任何丹青来描绘的，任何一点颜色都
会破坏它本身的美感，它们本身是风景，亦
是画中来客。而春夏的侗寨山路，冬天的萧
瑟开始褪去，所有植物宛若新生，郁郁葱葱
的山林，错落有致地镶嵌在群山之间，白云
在头顶上飘过，连倒映在车窗上的影子，都
仿佛有了灵气。而林间高耸的珍稀花草树
木，又犹如一条条五颜六色的飘带，将整个
上山之路环绕，让进入侗寨的路，显得温柔
而又浪漫。

在行驶了一半的路程之后，山路在到达
顶峰之后开始向下蔓延，村子的轮廓已经依
稀可见，呈带状的村寨开始进入视野，一排
排的木牌阁楼隐隐约约出现，让人不免开始
心生期待。到底是怎样的明珠，才选择在这
四面环山的宝地遗落？在这宝地之内，又隐
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神奇传说？在这样的
指引下，到达苗兰的心，又开始激动了几分。

正式进入苗兰之后，首先扑面而来的，
是穿着自己手工制作侗族服装的侗族同胞，
无论年轻的年老的，都有自己的侗服，侗族
服饰具有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不仅款式丰富，而且服装分类也
相当清晰。整个服装大致分为男装和女装。男装相对简单，对
襟长袖，裤装基本上以束脚裤为主。侗族女子平时穿着便装，节
日庆典时则盛装出席。她们的侗服分为紧束型裙装、宽松型裙
装和裤装。每一套都有自己独特的作用，紧束型裙装可在日常
劳作时候穿，轻便舒适，宽松型可在节日活动时穿，靓丽活泼。
让人挪不开眼睛的，除了她们千姿百态的服饰，她们的头饰文化
也是让人眼前一亮。侗族女子的头饰是神奇的，乌黑的头发可
以直达脚尖，又细又长，不用头绳之类现代装饰品，只需要一个
木梳，就能轻松地将长发盘起，日常劳作的时候，再包上各种帕
子。遇上重要节日，会在脑后再别上银簪、银梳等银饰，再装饰
上银盘花、银头冠等头饰，环佩叮当作响，让人着迷。特别是在
春节期间，全村男女老少皆着盛装，佩戴银饰，汇聚在一起，载歌
载舞，将美妙的舞姿展现给苗兰的山水，将快乐的情绪传达给每
一个到达苗兰的人。

苗兰是山水中的苗兰，一条小溪穿过村寨，真实地印证了
“苗山侗水”这四个字。传说侗族祖先喜欢沿河而居，而苗族同
胞则喜欢居住在山峦之巅。在丰水季节，随着山涧小溪流下的
清澈水流，在极具落差的苗兰山林间倾泻而下，形成了大小不一
的瀑布，站在水流之下，抛却一切杂念，忘却所有世俗烦恼，只想
在这山水间共舞。欢快的山泉一路吟唱着穿过苗兰，最终进入
环绕村寨的小溪之中，清澈的小溪给苗兰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勤
劳的苗兰姑娘在小溪里梳洗着长长的头发，浣洗着一家老小的
衣服，充足的水源让侗族儿女感到平和安稳。可以说水，是侗家
儿女的魂，滋养着一代代的侗家儿女，支撑着他们年复一年在外
打拼，哪怕在外边受了再多委屈和艰难，但是想起家乡的山山水
水，就能在心中滋生出无穷的勇气和动力。

到了苗兰，就应该去鼓楼看看，我一直觉得一座古老的鼓
楼，更像是一个经久不衰的故事。苗兰的鼓楼位于村寨正中，飞
阁垂檐层层而上，瓦檐上彩绘或雕塑着山水、花卉、龙凤、飞鸟等
千姿百态的物种，让人目不暇接，只感叹能工巧匠们的技术。在
天朗气清的夏季，鼓楼上方的云朵缓缓飘过，将鼓楼的身影倒映
在正前方的池塘里，一时间分不清是海市还是蜃楼。鼓楼下端
呈方形，四周放有长凳，中间有一大火塘，临近初冬的时候，火塘
里燃起篝火，男女老少围坐在火堆旁，开始对歌，有时候遇到其
他邻近村寨的歌队来切磋，双方酣畅对歌到凌晨是常有的事。

夏日炎炎的时候，鼓楼便成了大家最佳避暑之处，但由于大
部分年轻人忙于劳作，鼓楼边的常客便是上了年纪的寨老们，他
们身着手工缝制的侗衣，手持长长的烟斗，或坐或斜靠，和身边
的老友们用侗话交流着。如果有时间，可以坐下来倾听他们给
你描述苗兰的一生，抑或是他们自己的一生。

苗兰，这个没有世俗坚硬外壳的侗族村寨，在喧嚣之外遗世
独立，犹如一朵开在深山的雪莲花，含苞待放，清冷自洁。她在
鼓楼前看着侗家儿女载歌而行，在戏台上听着悠悠二胡诉说远
古故事，在一栋栋的木楼里陪伴着家长里短。苗兰，一个让人来
了就会迷恋的侗寨，一个有着曼妙身姿却低调含蓄的传统村
落。在时间的长河里不言不语，却诉尽了千年的历史，一代一代
的侗家儿女，将所有的情怀都给了苗兰，她们在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的侗寨里生儿育女，将承载着能歌善舞的血脉代代相传。这
样的一个村寨，本来就应该被看见被记起被铭刻，民族的东西在
世界的长河里才应该源远流长。

所以，如果有时间，你应该到苗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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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兴是全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之一，
这点无争议。肇兴侗寨到底有多大，有多
长的历史？笔者带你走进肇兴，去领略那
里的人文、地理和风貌。

肇兴的概况
肇兴侗寨，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

族自治州黎平县，占地 18 万平方米，居民
1000 余户，6000 多人，号称“黎平第一侗
寨”，是全国最大的侗族村寨之一。

肇兴自然村，中间凹，四周高山，长方
形，块状聚落，形似船。木结构瓦顶住
房。村中有一小河，发源于堂安村头，全
长 15 公里，流经沙洞、洛香，注入都柳江。
村南有麒麟山，海拔 971 米，山形奇丽宏
伟，森林茂盛，有磷、铁矿藏。主产水稻、
红薯，亦产油茶、油菜、小麦、淮山药。特
产大蒜、黄麻、葛薯。寨中原有鼓楼五座，
花桥四座。1966 年鼓楼均毁于“文革”。
直至 1982 年一 1983 年间，群众集资，献工
献料先后予以重建。肇兴之鼓楼 7 至 13
级，高达 2 0 多米，规模古雅而雄伟壮观，
工艺精妙而新颖别致。鬼斧神工，不用一
钉一卯。肇兴侗寨分内姓外姓，对外全为
陆姓侗族，分为五大房族，分居五个自然
片区，当地称之为“团”，分为仁团、义团、
礼团、智团、信团五团，建有五座鼓楼，是

全国最大的侗族村寨，也是侗族的民俗文
化中心。

肇兴的传说和历史
肇兴，亦名肇洞、六洞、略懂、宰肇，为肇

兴乡人民政府及肇兴中寨、肇兴上寨村民委
员会驻地。相传陆氏祖先陆浓暖，原籍江西
省吉安府泰和县，后迁徙至平茶、四乡、皮
林、洛香等地，最后定居肇兴。当时此地竹
木丛生，荆棘遍野，于是他便在“象细”（地
名）的地方挖了一口水井，在井旁建房住下，
开荒造田，繁衍后代。后来，陆浓暖的后代
人丁兴旺村落相应扩大，便分迁到纪堂、登
杠、洛香等村立寨，得名肇兴。“肇”为开始，

“兴”为兴旺。另传“肇”系侗语音译，意为白
鹭，即白鹭栖息的村寨，兴即村落之意。也
有另一种传说，据民间相传的族谱记载：在
南宋正隆五年，也就是公元1160年间，肇兴
的先民就在这里建寨定居，距今已有840多
年的历史了。不论哪种传说，都说明肇兴存
在历史悠久。

肇兴是中国美丽的六大古镇之一，是
中国最大的侗族村寨，全球“返璞归真，回
归自然”十大旅游首选地之一，全球最有
诱惑力的 33 个旅游目的地之一。2001 年，
肇兴侗寨及鼓楼群列入大世界基尼斯纪
录。2018 年，被选为央视春晚的分会场之

一。2019 年，入选贵州第一批省级乡村旅
游重点村。1993 年，贵州省文化厅命名肇
兴为鼓楼文化艺术之乡。1999 年，省政府
将肇兴列为全省 9 个重点民族村寨保护之
一，2001—2002 年列为全省十三、二十个
重点民族村寨保护之一。2004 年 1 月，国
务院批准为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在
2005 年《中国国家地理》主办的“中国最美
的地方”评选活动中，被评为中国最美六
大古镇古村之一。

肇兴的文化
肇兴历史悠久，文化生活丰富，素有

“侗乡歌海”之称。侗族大歌、琵琶歌、敬
酒歌拦路歌等，唱腔各异，曲调优美，世代
传唱，唱出省外，唱出国门，受到国际友人
与国内观众的热烈喝彩，曾多次荣获国家
金、银、铜奖。肇兴分为仁、义、礼、智、信 5
个团寨，有鼓楼、戏台、花桥各 5 座。

肇兴妇女能驾牛犁耙田，是农业生产的
主力军。每逢水稻栽插和收获时节，成群结
队的妇女，数十人一行，盛装出勤，着装统
一，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两年一届的秋
季芦笙节，十里八乡的村民汇集在一起，开
展芦笙竞赛，人流如海，笙声迷人，全村男女
沉浸在无比的欢乐之中。春节踩歌堂、吹芦
笙、抬官人、玩狮子热闹非凡。每年农历的

六月初六，是肇兴的重大民族节日，婚姻嫁
娶，送礼迎妆，都选择这一天进行。 每年到
肇兴参观游览和观光考察的国内外宾朋众
多，村民从旅游热潮中得到实惠，经济收入
成倍增长，生活大有改善。

这里民族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其中尤
以踩歌堂、芦笙比赛最为隆重。肇兴侗歌
有独唱、重唱、大合唱等十多种形式，唱腔
独特，曲调优美，歌声婉转，曾参加县、州、
省、中央的民族节目调演，深得各族人民
的赞誉。除此，还有打黄瓜仗、泥巴仗、拾
老爷等风俗。

肇兴侗寨的情怀
肇兴的美美在哪里？美在她的楼，美

在她的歌。鼓楼是侗族民族精神文化的象
征，是与侗民族的生活紧密相连的；歌是侗
族优美的诗。2020 年 11 月 7 日“旅游中国
摄影网”授予肇兴“最美拍摄地”，原工会主
席吴远模同志是这个站的负责人。黎平很
多摄友都是这个站的会员，以宣传报道肇
兴为主推向全国。牌子的设立引来了众多
全国旅游摄影的摄友，他们从四面八方赶
来，纷纷为这里的美点赞，还有很多的朋友
已约定了好几年，由于疫情的原因一直不
能成行，都说今年要过来。我们以期待的
目光欢迎各方游客的到来。

肇 兴 情 怀
○ 通讯员 陈本良

兔年正月十二，听说宣威有年会，我
应麻江作协几位朋友的邀约，自驾车从坝
芒瓮河出发，去宣威赶一场年会。

昨天还晴空万里，好似六月，今天却
下起蒙蒙细雨，阴冷潮湿，路滑慢行，开车
在细雨中前行，1 个多小时后到达目的地。

来到宣威桥头，作协邓昌益老师前来
引路，指导停车，带我来到会场的狗肉棚，
邓 老 师 早 已 准 备 好 一 桌 热 气 腾 腾 的 狗
肉。在品酒吃肉间，会场上的山歌声，随
着音响设备的扩散漫溢到狗肉棚子里，激
起了我对山歌的那份深层的爱。已坐不
住了，赶紧扒拉几口，刨光碗里的饭，饮尽
杯中的饮料，辞别席上的老师们，着急忙
慌地赶到山歌会场，恰巧遇见福泉的两位
歌师，他们张口即出的山歌：

宣威是个好地方，佛山大道在中央。
清清河水杨柳岸，高楼林立在两旁。
漫山遍野蓝莓树，蓝莓水果卖远方。
人们赚了上千万，拿来建设宣威乡。
国家政策本是好，扶持宣威福一方。
蓝莓果酒香飘逸，招待贵客美名扬。
菊花香飘几十里，欢迎贵客来四方。
乌羊麻景真俊美，休闲创作好地方。
今天特到宣威处，唱完山歌游四方。
两位歌师用山歌将宣威的路河山水、

人情世故、国家的政策、宣威的发展、蓝莓
酒的甘甜、菊花园的美景、乌羊麻的秀美，
通通赞了一番；接着自报姓名，和在场的
观众打招呼。他们的山歌一首接一首，将
爱情的最初遇见、对初恋分开的依依不舍
等表达得淋漓尽致。

山歌像江水般在会场上空悠扬地向
远方扩散开去，会场上的掌声、笑声、哨
声，一阵高过一阵，人们享受着山歌的意
境、歌声的悠扬，赞美着歌师的满腹经
纶、技艺的精妙绝伦，脸上洋溢着开心的

笑意。
去宣威赶年会，怎能少得了一场芦笙

盛宴呢？听完山歌，移步换景，来到芦笙
场上。场上有四支芦笙队伍，领头吹芦笙
者是一位俊美的汉子，吹得最投入，也很
卖力。双手捧着芦笙，双臂随旋律左右摇
摆，脚下也跟着拍子轻盈舞动，飘逸洒脱；
领头者后面尾随几个小伙子吹芦笙，小伙
子边吹边奔跳，忽前忽后，欢喜雀跃。美
丽的姑娘们身着苗族盛装跟随其后，变换
着各种舞姿，身上的银饰随着舞姿缓缓摇
摆。在场的人们，也跃跃欲试，有的情不
自禁走进芦笙队伍的圈子里，跟着芦笙的
节拍，舞动起来，渐渐地，又有更多的人加
进了队伍，场地上呈现出四个大圆圈，没
有指挥，不管大人小孩，不管男女老少，都
步调一致，舞姿一致，芦笙声、银饰品的撞
击声，人们的谈笑声，融为一体，场面颇为
壮观。

宣威人民酷爱篮球。篮球馆很正规，
有观众席，有评分席，可以正儿八经地坐
着看一场球赛。我来到时，正是望江亭队
对宣威中学队，在宣威中学投进一个三分
球时结束了比赛，宣威中学以 84：68 胜出。

走出篮球馆，已是 5：30，只可惜今天
来得太晚，时间太短，我无法分身，错过了
许多精彩的瞬间，听文治密老师介绍，明
天还有斗狗、斗鸟、斗鸡、斗牛等比赛。

今天运气真好，文治密老师邀请我们
去他的山庄做客，顺带可以去看看乌羊

麻。于是我们一行在文老师的带领下，驱
车前往。

不到 10 分钟，便来到文老师的山庄。
山庄里，牛羊成群，鸡鸭满山，还有满山遍
野的蓝莓和红心猕猴桃，可惜不是春末，
不是夏初，也不是秋天，要不就可以欣赏
蓝莓花开，闻猕猴桃花香，采摘酸甜可口
的蓝莓果子，品尝甜甜的猕猴桃。在蓝莓
基地里逛了一圈后，我们驾车前往乌羊麻
景区。

乌羊麻这名字，在朋友圈里，在广告
牌上，我早就知晓，直到今天，才能目睹
她的芳容。乌羊麻，苗语意为山高、水
深、山水环绕的地方。文学湘主席是我的
向导，他一路给我介绍着乌羊麻，她是“凹
样马”的音译，意为水深可以淹没马匹的
地方。有典故记载，很早以前，卡乌大户
张氏出钱从卡乌古渡口铺设一米左右宽
的石板路（现仅存数处古花街路遗迹），途
径乌羊麻接通龙山到达麻江，方便雷山、
凯里、丹寨等县客商运送盐米前往麻江、
都匀下广西和都匀广西等远方货物运往
卡乌渡口。

境内其他景点有仙女姊妹坡、犀牛脚
印凤凰爪印岩、陡岩潭裂岩瀑布、明清古
坝等。苗寨四周原始松林环抱，内生长有
金弹子、四方竹等名贵珍稀植物。外围紧
邻宣威光明、翁保大寨、龙山改江、九层
岩、小山等地数千亩蓝莓基地。寨内二层
吊脚木楼和三间两进吞口式木质平房占

百分之九十以上。寨内建有观光停车场、
迎宾门、游客接待处、踩歌堂、风雨桥、观
景台、蓝莓观光步道、河岸观景栈道、农家
乐、消防、垃圾处理等硬件设施。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只到了桃花坞
（岛）景点，又是春节，人们都到宣威赶年
会去了，这里很是清静，除了我们三五游
客，再没看见其他人。这里要到中春，桃
花开后才会迎来很多游客。不过这样也
好，我可以静静地欣赏这片景：清波荡漾，
湖中有几只鸳鸯悠闲地戏水，湖水深蓝明
静；岸上的树木，扶梯，岛上的楼阁，倒映
在湖中，星星点点，若隐若现；眺望远方，
佳木林立，傍晚时分，雾气蒙蒙，仿佛置身
于优美的山水画间。我们不敢大声说话，
生怕惊扰了这一片宁静，拍了几张照片，
悄然而去。

文老师打来电话，说是开饭了，我们
依依不舍离开这里，折回文老师的山庄。
文老师已准备好一盆乌羊麻的清水河鱼
来招待我们。

赏乌羊麻的景、品乌羊麻的鱼，这是
最高的享受了吧！

宴席间，文老师邀来今天山歌比赛现
场的评委们，给我们唱歌助兴，酒歌阵阵，
美酒甜甜，一口酒，一首歌，一条鱼，美哉，
爽哉，醉哉。席宴从傍晚六点持续到晚上
十点，难舍难分，最后在姨妈们的山歌声
中结束：

太阳去了月亮来，推开窗子看花台。
姊妹去了哪天转，姊妹去了哪天来？
哪天来了跟我讲，我扫大路等你来。
哪天来了跟我讲，我备酒菜等你来。
哪天来了跟我讲，我备山歌等你来。
最美的时光遇见最美的景，醉美的

人，最动听的山歌，我决定，明年，我还会
去宣威赶那场年会。

去宣威赶一场年会
○ 罗先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