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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承 民 族 文 化 展 示 民 族 风 采

在从江县高增乡茫茫大山深处，有一个
名叫占里的侗族村寨。

占里村位于从江县北部，距县城 19 公
里，全村共 191 户 814 人，国土总面积 15.95 平
方公里。走进占里，但见村寨四面环山，林
海茫茫，生态环境保护十分完好，侗家吊脚
木楼鳞次栉比，鼓楼花桥交相辉映，蕴涵着
底蕴厚重灿烂多彩的原生态民族文化。

让外人津津乐道的是，占里人几百年来
根深蒂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执着理念，
和创造出来的奇迹，令世人惊叹。为此，占
里村先后被授予“中国人口文化第一村”“全
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等荣誉称号；2012 年入选“中国景观村落”，
2013 年被评为“中国美丽田园”，2014 年名列
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榜单，2018 年成为“省
级少数民族特色村寨”，2020 年入选贵州省
乡村旅游重点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春暖花开时节，带着久仰与“探秘”的心
情，我们特意走访了这个“神秘”的侗寨，期
望能从占里村神奇的史事和传说中，追寻占
里的发展脉络信息，获知占里人数百年来自
觉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些相处之道。

迁徙落寨 鼓楼定规
据占里村世代相传的侗族古歌叙述，洪

武年间，生活在广西梧州一带的占里侗家人
为躲避战乱，在占里先祖吴占、吴里两兄弟
的带领下，从广西梧州出发，沿都柳江溯江
向贵州境内进发。进入贵州后几经艰辛辗
转，最后在从江县高增乡境内的一个叫着

“鉴”的地方落寨。这里处处是深山密林，路
远偏僻，而且水源丰富，土地肥沃。从此占
里人便在这里定居下来，开荒造田，逐渐过
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占里人为了感恩先
祖吴占、吴里，便以兄弟俩的名字作为寨名
取名“占里”，沿用至今。

搬迁到“鉴”落脚建寨后，占里村的日
子逐渐安稳富足起来。转眼到了明末清初
时期，人们发现村寨人口数量迅速增加，与这里有限的土地、生
态等资源严重失衡，生产生活条件显见恶劣起来。如何解决人
口过快增长造成的人地之间的矛盾，成了占里一些智者思考的
问题。

据占里老人叙述，当时村里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寨老名叫吴
公立，他在自己九十大寿宴席上给前来拜寿的村民唱了两首自
己编创的侗歌：“江山是主人是客，树木江山永不灭；人来人往生
命短，莫把江山惹不悦。”“祖祖辈辈住山坡，没有坝子也没河；种
好田地多植树，少生儿女多快活。”席间，吴公立老人向大家倡
议：占里村的耕地最多只能养活 700 余人，要想维持现在吃饱穿
暖的好日子，就要控制好人口的过快增长。

侗族自古就有“先有鼓楼后有寨”之说，鼓楼不仅是侗族建
筑文化的标志符号，更是一个寨子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场
所，大小事情都在这里商议解决，因此在侗家人的心中，鼓楼是
一个极其庄严神圣的地方。在吴公立老人的主持下，全村寨老
（60 岁以上的男性老人）集中到鼓楼内进行“鼓楼议事”，大家围
绕占里人地矛盾日益突出问题进行商议。经过讨论，最终形成
统一意见，产生了占里村寨管理的六条寨规：一对夫妻只生育一
对子女；严禁滥伐山林树木；严防山林寨火；严禁偷盗；严禁赌博
吸毒；严禁行贿受贿，公正断事。

传歌教化 盟誓表决
侗族是一个没有本民族文字记录的少数民族。为了把鼓楼

议事形成的六条寨规让全村每个人都知晓，吴公立老人发挥自
己作为歌师的优势和智慧，将六条寨规编成了六首侗歌，后人统
称为《劝世歌》。歌词为：一对夫妻一对崽，多生更是麻烦来；男
难娶来女难嫁，孤独终老自伤怀。山林树木不乱砍，砍一罚十自
遭殃；祖宗留下铁规矩，牢记心中才不慌。山林寨火要盯紧，大
人小孩记在心；防火时时不松懈，免得财产被人分。全体老少莫
偷盗，偷一罚十罪不轻；偷少罚银五十两，盗多全家逐出村。吸
毒种毒款不容，沾上赌博易变穷；赌毒本来是祸害，远离祸害最
光荣。依款行事遵守好，莫拿钱财送寨老；寨老端碗要公平，亲
朋好友不烦恼。

由于吴公立老人编创的六条寨规侗歌押韵易学，优美动听，
很快在占里传唱起来，大家心里产生共鸣，从此世世代代传唱了
下来。

占里的老人们深知，仅凭《劝事歌》传唱很难保障全村人人
都能自觉执行《寨规》。为此，占里的寨老们又通过鼓楼议事决
定以盟誓的形式，把每年农历的二月初一和八月初一作为占里
村的盟誓节（也就是占里先祖迁徙的日子和到占里建寨日子）。
在过节的当天，全村男女老少面朝当年先祖落寨时用石块垒砌
的落寨纪念台，由德高望重的寨老向众人口述占里先人迁徙的
历史后，参加活动的所有人对着纪念台唱起寨规《劝事歌》，以表
明自己将永远牢记祖训，遵守寨规。随后，村里尚未生育孩子的
新婚夫妇在祭师的引领下围着纪念台唱歌起誓，表明自己遵守
一对夫妇只生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的祖训。此后，纪念台又称“盟
誓台”。

几百年来，盟誓节成为占里村最为隆重的节日，《劝事歌》这
一独特的寨规有效地约束和规范了每一个人的社会行为。据考
证，数百年来，占里村从来没有发生过一起刑事案件，创造了令
人惊叹的社会治安村民自治的典型范例。2021 年据地方政府相
关部门统计，占里全村的人口数为 814 人。500 多年全村人口净
增长为 114 人！而且通过比对研究发现，增长原因是随着农村生
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条件的改善，长寿助推了占里村人口数量
的“增加”。

独创秘方 奇药奇井
占里村的寨老们知道，寨规明确一对夫妇只生一男一女两

个孩子，说起来容易实现却很难。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事关巩固
《寨规》权威和今后长期执行下去的大问题。由此，经过数年的
摸索配方研制，一副名叫“换花草”的神秘生育药方在占里村出
现。村里的寨老们鼓楼议事后规定，选定村里一位善良守信的
成年女性掌握这一秘方，待其年老后，其再物色一位女性传授秘
方接任“药师”一职，且秘方传女不传男，对外更是秘而不宣。

据占里村的人说，第一次服用“换花草”时，都是在深夜到寨
中的“男井”“女井”取这两口古井的水熬煮，要生男孩取男井水，
要生女孩取女井水。坐落在占里寨中的这神奇的“男女井”由两
口井组成，俗称“榕树井”（又名“七两井”），两口井一左一右并行
排列，间距约 4 米，左边的井为男井，右边的井为女井，即男左女
右。不知是“男女井”水的神奇，还是“换花草”确有奇效，占里侗
寨一对夫妻只生育一男一女的现象已经延续近几百年。

世居这里的占里侗家人，根深蒂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理念，造就了这一方山清水秀林木葱茏的良好生态环境，富足了
山里的人家。数百年来，淳朴勤劳善良本分的占里人，在这方

“世外桃源”里安居乐业繁衍子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彰
显着占里人先知的智慧。

如今，占里已经成为从江县一处独特的旅游景点，独具特色
的原生态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禀赋和当地盛产的香禾糯、中药材
等特色农产品，给占里在乡村振兴路上走出了一条农文旅深度
融合发展的似锦前程。我们相信，占里的明天将会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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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乍暖还寒的二月，我兴奋地穿行在
春意盎然的山间，一路向着素有剑河“东
北大门”的岑松镇南岑塘村行进。小车在
秀山的盘山公路上开始上行，一路上，春
天的气息弥漫整个山间，绿油油的松树在
春风的催促下长出娇嫩的、绒绒的鹅黄新
枝，香枫树吐出稻谷般大小的芽孢布满了
枝头。

“布谷……布谷……”一声声从远处
传来，在寂静的深山峡谷中呼唤着春天的
到来。

山间的一个拐弯处，一股兰花的香气
扑鼻而来，春天已沁入我的心脾。

莫约十来分钟，汽车在半山腰上的村
委会门前停了下来，我和同事先后下车，
与村主任简单寒暄几句，说明来意，我们
便进入南岑塘村的会议室，听村主任刘跃
泽讲述南岑塘村的往事今生。

人文南岑。龚臣贤，一名抗战老兵，
1924 年 8 月，他出生于剑河县岑松镇南岑
塘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41 年秋，剑河县
在柳川成立了省立初级中学，17 岁的龚臣
贤报读了剑河省立初级中学。1943 年，19

岁 的 龚 臣 贤 被 安 排 到 柳 川 小 学 任 教 。
1944 年，国民政府号召全国知识青年从军
参加青年远征军，龚臣贤与学校的其他三
位教师毅然投笔从戎，加入青年远征军。

1944 年 10 月，龚臣贤被编入中国青年
远征军第 202 师，在重庆綦江进行了 6 个
月的作战训练。龚臣贤在綦江的训练中
成绩显著，成为青年远征军第 202 师直属
特务连的二等兵。

1945 年 8 月，训练部队准备奔赴抗日
战场时，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龚臣贤被
编入国防部第五军的人民服务总队，负责
收集和调查敌伪战区伪军、汉奸的基本情
况，1946 年 5 月，龚臣贤结束了抗战调查
任务。抗战胜利后继而发生了解放战争，
龚臣贤看到内战又要开始了，在他认真思
考后，决定离开国民党部队返回剑河南岑
塘，回到家乡后的龚臣贤又从事他的老本
行——到岑松镇的稿旁教书。

2022 年，龚臣贤老人病逝于南岑家
中，享年 98 岁。

如今南岑人经常回忆起老人抗战时
期那段参加青年远征军的峥嵘岁月，常常

激起南岑晚辈们踔厉奋发。
南岑塘仁人志士层出不穷。继龚臣

贤老人之后，南岑的龚祥宽参军戍边卫国
16 载，还有考入黄埔军校第七期学习的抗
战老兵杨胜国，还有为了给母亲治病而割
背肉煎药给母亲喝的民国时期剑河县教
育科长、大孝子龚臣治等等。这些人的勤
奋好学、孝悌忠信、爱国情怀为形成南岑
塘良好家风起到重要作用。

要塞南岑。民国时期，南岑是剑河通
往镇远府的一条必经官道，虽然是崇山峻
岭，但在通往镇远府的古道上都铺有“花
街”（古时称用鹅卵石在泥路上铺成各种
图案花纹供人行走的叫“花街”），在这条

“花街”古道上，宽的地方可供三五人马并
行，窄的可供二三人行走。南岑塘坐落在
岑松镇镇政府所在地的东南面，海拔 900
多米。远处看几个自然寨就像天女散花
般地镶嵌在青色的半山腰上，南岑塘一年
四季大多处在云雾之中。因为地处高山，
山坳特别多，诸如“打蟒坳”“白蜡坳”“茶
亭坳”“欧汪坳”等等，其中“打蟒坳”就在
南岑塘这个寨子的边上，是因为前辈在此

打死了一条吃牛的大蟒蛇而得名，旁边有
一条夹在两山之间的山谷被寨上的人称
做“打蟒坳湾”。南岑塘，犹如一颗闪烁的
明珠镶嵌在高山要塞。

“听说有国民党的部队要从镇远那边
来攻打红军，红军就在南岑塘的险要位置
修起了战壕，国民党军队闻听红军战士的
勇猛不敢来，仗没打成。”村主任刘跃泽说。

现在在茶亭坳上还留下依稀可见的
战壕，在茶亭坳上就会看到一条沿着山脊
挖的壕沟，约有半人多高的样子，面向镇
远方向，从茶亭坳一直往上延伸到“白蜡
炉”山顶。“白蜡炉”是南岑塘附近最高的
山峰，其山势十分险峻，易守难攻，是兵家
必争之地。

接着刘主任讲解到：1949 年 12 月 27
日，为解放剑河县，镇远军分区司令员曾
宪辉率中国人民解放军 51 师 153 团，兵分
两路进军剑河。一路由温泉、南脚向县城
剑河前进。另一路由岑松经南岑塘开赴
剑河县城。

据老人回忆，解放军在南岑塘停留期
间，还借一户龚姓五叔家里的碓窠舂米，
并给这户人家挑水劈柴和留下了两大碗
舂好了的大米。解放军战士自己在寨子
边的田地里烧火做饭，在冬天寒冷的夜晚
战士就睡在百姓的屋檐下面，也不愿打扰
村里的老百姓。

采访结束已是午后，我走出村委会大
门，心中已是春意盎然。

红 色 南 岑 塘 之 行
○ 张德冲

3 月 18 日，榕江县侗族同胞相聚车江
三宝侗寨，举行庄严的祭萨仪式，向人们
展现侗族萨玛节神秘的面纱。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被联合国
世界乡土文化组织确定为全球“回归自
然 ，返 璞 归 真 ”的 十 大 旅 游 胜 地 之 一 。
因其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使古朴的民
俗文化至今得以保存。这里众多少数民
族 的 人 文 风 情 ，形 成 了 奇 特 的 节 日 文
化 。 黔 东 南 州 每 年 有 民 族 节 日 100 多
个，有“百节之州”的美誉。在众多的节
日里，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的“侗族萨玛节”是最富有神奇色
彩的一个。

以榕江三宝千户侗寨为中心的祭萨

文化，气势恢宏，古老神奇。每年的“侗族
萨玛节”生动地展示着榕江各族民众的精
神风貌、浓郁别致的民族服饰和古朴独特
的民族风情。静静的都柳江绕过三宝侗
寨，停靠在江边的三两条小木船随着波浪
轻轻摇动。榕树有情，纷纷垂下枝条，就
像伸出双手抚慰远行的一江碧水。高高
的鼓楼下，侗家女儿齐声唱着多耶歌，感
谢女神萨玛永世的庇佑……

“萨玛”，侗语直译为大祖母，深意则
为至高无上的女神。如今，在贵州境内
的榕江、黎平、从江等县，一些侗族村寨
信仰萨神，每年在特定的时候全村妇女
共同祭萨祈福。

这是一种早期社会女性崇拜的文化

遗 存 ，千 百 年 来 根 植 于 侗 族 人 民 的 心
中。有关萨玛的传说有多种版本，其中，
女英雄说流传最广。那是一个没有时代
背景的悲壮故事。一个名叫杏妮的侗族
女性先祖，为了保护族人，征战中倒在了
今天黎平和榕江交界的一个叫弄堂概的
地方。为了纪念这位勇敢的先祖，人们
修建村寨前就要在她亡故的地方，取来
一抔泥土修建萨坛，才开始修建房屋。
侗族古寨规有“未建房屋，先建鼓楼；未
建寨门，先设萨坛”的说法。

如今，祭祀活动还保留着最传统、最
独特的宰杀祭牲的方式，神秘原始。

人们对萨玛的敬仰，每一处细节都尽
可能彰显出来。除此之外，全寨妇女列

队 转 寨 则 是 最 令 人 赏 心 悦 目 的 一 项 活
动，她们不分年长年幼，在祠堂的庭院
内，各自采摘一枝四季常青的千年艾，细
心戴在发髻一侧，然后，所有人紧跟撑着
伞 的 登 萨 ，沿 着 寨 子 外 围 走 上 整 整 一
圈。据说，所到之处来年就会得到萨玛
神的庇佑。

长长的队伍沿着寨边的小路，在鞭炮
声中缓缓行进，银佩叮当，祝福声声。在
他们的心目中，要对萨玛时刻怀着最虔
诚的心，而供奉她的祠堂丝毫不能受到
亵渎。即便是破“四旧”的年月，人们也
是悄悄来祭萨，从未间断。祭萨是侗族
先祖遗留下来的一段历史印迹，流传至
今，代代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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