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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仫佬族主要居住在我国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中部和北部，据第六次全

国人口普查资料，全国仫佬族人口有２１．６万多人，其中广西有１７．２万

人，占近８０％。广西的仫佬族人口主要聚居在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其余

散居在罗城周边的宜州、柳城、都安、融安、融水等十几个市县内。

仫佬族是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其先民可能源于 “柳江人”。远在两

三千年前，仫佬族的祖先为百越族群的一部分，生活在我国岭南的广

阔土地上。先秦时期，仫佬族先民属于百越族群中骆越的一支，魏晋、

隋唐时期为 “僚”中的一支，宋元时期为 “伶”中的一支，明清以来，

相继以 “穆佬”、“木老”、“木佬”、“姆佬”、“木老苗”、“伶”、“伶僚”

等名称记载于文献之中。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民族识别，根据民族平

等原则和该民族意愿，正式定名为仫佬族。

仫佬族语言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仫佬语的语言与毛南

语、侗语非常接近。由于长期以来同汉族、壮族等兄弟民族杂居在一

起，多数人通汉语和壮语，无本民族文字，通用汉文。

历史上，仫佬族人民为反抗封建压迫和统治，曾多次掀起反抗斗

争。从明朝永乐七年 （１４０９年）至清朝道光元年 （１８２１年），先后爆

发过规模不等的武装反抗斗争。太平天国革命时期，仫佬族人民组织

秘密会党，积极参加太平天国起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仫佬族

!



人民积极参与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１９３０年，邓小平同志

领导的红七军北上路过罗城、天河县时，仫佬族人民积极支持和帮助

红军。抗日战争中，仫佬族儿女组织武装队伍，加入柳北抗日挺进队，

打击日本侵略军。１９４６年以后，又掀起了反对国民党征兵、征粮、征

税和抗租斗争，配合解放军解放罗城。新中国成立后，仫佬族人民从

此当家做主人，从１９５７年开始有仫佬族人当选为县长。第三、第四、

第五、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都有仫佬族的代表。经国务院批准，

１９８４年１月４日，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正式宣告成立，仫佬族人民获得

了自治的权利。

仫佬族居住的地区属石山地区，境内 “山如剑排、水如汤佛”，山

峦起伏，竹木苍翠，风光旖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东奔南淌的溪

流欢腾不息，因河流落差形成了大大小小的瀑布，恰似条条银河，又

似粒粒珍珠串成的帘子。奇山秀水的 “罗城八景”让人留连忘返，剑

江风光更是让人如痴如醉。复杂的地质结构，蕴藏着丰富的矿藏，有

煤、锡、硫磺、铁等２０多种。其中，以煤的储量最为丰富，煤质较

好，在广西久负盛名，有 “罗城煤田”之称。

在长期与自然界的斗争中，仫佬族人民创造了自己独特的生产方

式。仫佬族以农业为主，传统上以种植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为主，

改革开放后逐渐进行农业结构调整，甘蔗、烤烟、毛葡萄和种桑养蚕

等经济作物的种植迅速发展，不仅增加了农民收入，还为当地工业的

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原料保证。采煤、制造煤砂罐、编织、打铁等手工

业也曾经在仫佬族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仫佬人习惯农闲时挖煤，

或作为家用，或卖出赚钱。由于聚居区石山居多，大田平地少，牛耕

不利。因此，聪明的仫佬族人民一直沿用老祖先保留下的 “踏犁翻番”

耕作技术，现在仍与机耕并存。根据居住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生产情况，

仫佬族人民向来 “以农为主，以商为辅”，即农忙时从事农业生产，农

"



综　述　

闲时兼做小商小贩，在仫佬族地区形成了众多的小集市，习惯上人们

把它称作 “以商补农”。他们烧制的 “煤砂罐”轻巧耐用，别具特色。

当地盛产各种竹子，仫佬族从事农业的同时，还从事编织手工业，仫

佬族妇女编织的草帽是颇负盛名的手工艺品。

仫佬族的服饰独具特色。新中国成立前，无论男女都穿自织自染

的青色土布。据史籍记载，明代以前，仫佬族妇女的服装，上衣为滚

边的宽袍阔袖满襟衫，下着绣花桶裙，项佩银钏，耳戴银环，手戴戒

指，腕戴手镯，颇具民族特色。近代，仫佬族男子平时穿琵琶襟上衣

（只有富豪乡绅或有 “功名”的人才可穿有领上衣或长衫）、长裤。辛

亥革命以后，改为穿大襟衣服。与此同时，出现了 “紧身衣”，这种服

装胸围狭窄，小袖，多用于冬衣。妇女一般都穿大襟上衣、长裤。２０

世纪３０年代以后，妇女的衣服式样有所改变，襟袖逐渐趋向短窄，衣

袖缩至手腕处，无领逐渐变为有领。中老年妇女平日喜欢在腰间系青

色围裙。女子未出嫁前梳辫，出嫁后挽髻，戴着精致的耳环、手镯、

戒指。男子穿对襟上衣、长裤。在仫佬族服饰中，还有些特制的专用

服装，如 “送嫁衣”、“防老衣”、“麦秆帽”、“同年鞋”等，颇具特色。

仫佬族的主食以大米为主，以玉米、芋头、红薯、豆类、麦类等

杂粮为辅，节日则以糯米食品为主；居住在峒场里的人家，则以玉米

为主食，稻米、荞麦、红薯、芋头等辅之。仫佬族的饮食习惯，为一

天三餐，早餐和中餐吃粥，晚餐吃干饭。吃粥时用酸辣食品佐食。仫

佬人常吃冷食，饭菜一餐吃不完，第二餐食用时不再加热，特别是夏

天尤其如此。菜肴以各种蔬菜和酸辣食品为主，肉类为辅。烹调肉类

习惯于 “白氽”，即把大块猪肉或宰净的整个鸡鸭放入水中白煮，然后

切成小块，食用时再加盐，或蘸盐水。饮料主要是自酿的米酒和糯米

甜酒。仫佬人多是喝生水，很少煮茶水。肉食禁忌不多，只在章罗、

大新、思平等地的一些仫佬族中，有 “罗不食狗，姚不食心”的传说。

#



还禁食猫肉、蛇肉。桐叶粑和特大粽粑是最有民族特色的食品。

仫佬族多聚族而居，有血缘关系的同一宗族的人往往居住在同一

村寨内，其村寨多为一村一姓，只是在一些圩镇或较大的村寨，才有

别的民族和姓氏杂居。仫佬族住房，一般是砖墙瓦顶的平房或楼房，

形式多为四合院。无论是在平地或是斜坡上，房基都要修成高出地面

３０～６０厘米的地台。传统的仫佬族房屋做工讲究，室内四周粉刷得油

光滑亮，堂屋四周以及堂屋对面的墙壁上，都绘有各种精美的花纹图

案，美观大方极富民族特色。民居中最突出的特点是在正房门边挖砌

地炉，燃煤烧水煮食、烘物、取暖。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仫佬族地区生产发展较快，致富了的农民建起新房，所起的多为高大

的砖瓦房，房屋的布局仍大多保留仫佬族传统的格式，宽敞明亮，平

整卫生，靠门边的厅堂上仍掘有地炉。

仫佬族一般盛行小家庭制，子女结婚后不久即与父母兄弟分居。

男女分工不很严格，男子多做重体力劳动，妇女除操持家务劳动外，

还可担负犁、耙田、打谷等重活。

仫佬族同姓不婚。过去普遍流行父母包办婚姻，青年男女虽可

“走坡”恋爱，但成婚必须经过双方家长同意，寡妇再婚也必得经六房

同意。仫佬族男女恋爱，除节日、集会和赶集时的交往相识之外，主

要的恋爱方式就是在 “走坡”中传歌互答交友。早期的仫佬婚姻有女

方 “以货求男”的风俗。这种习俗是因为历史上有段时期仫佬族处于

女多男少的状况，这种性别比例的失调造成了女方家要给男方家送丰

厚的财礼，否则难以出嫁。后来出现了 “会亲”现象，它已改变了女

求男的习惯而变成了男求女。仫佬族婚礼别具特色，礼仪繁杂，一般

要经过说亲或走坡、合命、相亲、迎亲、送亲等程序。婚礼中，最吸

引人的是接亲和送亲。接亲、送亲中最精彩的，当数 “拦门”、 “闹

堂”、“送嫁十姐妹”等情节。２０１２年，《仫佬族婚俗》列入第四批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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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壮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此外，“不落夫家”也是仫佬族古老的婚俗之一。“不落夫家”就

是结婚后第二天新娘即辞别夫家，回到娘家居住。之后等到春社、秋

社日和农忙时节才回夫家住一两天。这样往返于两家间，有时长达三

五年，有时长达七八年，称 “走媳妇路”。这种习俗已趋于消失。

仫佬族主要实行土葬，丧葬仪式相当隆重，其丧葬习俗很多，老

人去世，要向亲戚报丧。如果儿媳妇去世，还须外家过目后方可入殓；

在入殓前，要到河边取水，为死者沐浴洗身，称为 “买水”，之后为其

穿上几层新衣。并请道师来举行 “打斋”、“超度亡灵”仪式，择吉日

安葬。如属凶死，不许抬尸进村，还要请道公举行 “过火炼”和 “上

刀梯”仪式，替死者 “净身”。这样才能使死者灵魂 “入祖归宗”，家

人亦可免遭类似厄运。仫佬人戴孝时间很长，父母去世后，儿女需要

戴孝３年，将灵牌放置在家中，早晚供茶奉饭。３年后，农历七月十五

日烧灵牌，才可脱孝。仫佬族丧葬仪式的全过程充满了佛教、道教等

“阴阳两界”、“生死轮回”的宗教仪式。

仫佬族的民间信仰以巫、道为主，很多的法事仪式都是巫、道神

职人员共同参与、通力合作来完成的。道教是多神信仰，崇拜的神很

多，从天上的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到地上的山、水、树木、

飞禽走兽，以及人间的先哲贤才、忠孝义烈之士都在其所崇拜之列。

另外，还有很多占卜、符咒、禁咒等道术。较常见的巫术和道教活动

有 “问野敬”、招魂、架接命桥、添粮、添六马、添花架桥、遣村、遣

家、打醮等，其中以依饭道场最为独特。

仫佬族的民间文学有神话传说、童话故事、寓言故事等。神话传

说多以歌颂英雄、描写爱情为主旋律，代表作品有 《凤凰山》、《垦王

山》、《鸳鸯石》等；童话故事取材较为广泛，有取材于山水的 《白米

泉》，取材于动物的 《桃树下的激战》，还有取材于植物的 《首乌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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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等；仫佬族的寓言故事很多且短小精悍，微言大义，以一个小故

事来揭示深刻的哲理，给人以启迪和教育。

仫佬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婚丧嫁娶、祭祖、逢年过节都要

用山歌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仫佬族民歌多以男女二声部的对唱来进行，

有 “古条”歌、 “随口”歌和 “口风”歌三类。 “古条”歌即叙事歌，

有固定的歌词，歌唱历史故事、人物事件和神话传说等，如 《唱罗

城》、《孟姜女》、《刘三姐》等。“随口”歌为即兴吟唱的山歌，没有固

定的歌词，歌手们可根据需要临时编唱，内容极为广泛，以情歌为主。

“口风”歌为讽刺歌，劝人为善的歌称 “正口风”，讽刺对方的歌则称

为 “烂口风”。“口风”亦无固定的歌词，形式不拘，由歌手在对歌时

临时编唱。仫佬族的民歌形式非常多，可达七八十种。以句算的有

“三句腔”、“八句腔”等；以字算的有 “五字腔”、“十一字腔”等；以

全歌字数算的有 “九十字腔”、“三百六十字腔”等。

仫佬族的民间体育和民间游艺之间没有明显的界线，两者互相渗

透、相辅相成，民间体育运动里有游艺部分，民间游艺活动中，有角

力竞技、赛技巧的民间体育性质。较有特色的有斗鸡、抢花炮、舞草

龙、象步虎掌、群龙争珠、凤凰护蛋等。

仫佬族节日很多，一年中几乎每月都有节日。和汉族一样，仫佬

族也过春节、元宵、清明、端午等节。此外，还有自己特有的节日，

主要有依饭节、走坡节、社节、婆王节、驱虫保苗节、祖先节、开塘

节等。在众多节日中，最具民族特色、最隆重的节日是依饭节，又称

喜乐节，每三年立冬以后择吉日举行。

仫佬族生产、生活中的禁忌很多，如挖煤时不许讲不吉利的话；

进门时不能踏门槛；忌食猫肉、蛇肉，有的地方还忌食狗肉和猪心；

大年初一，忌扫地，认为扫地会把钱财扫掉；忌吃荤菜，认为吃荤，

家畜会得瘟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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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百里长廊话仫佬

第一节　从绿色山水中走来

一、族源、族称与历史传说

仫佬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自称伶或谨，

汉族称之为 “姆佬”，壮族用壮语称他们为 “布谨”，其先民可能源于

“柳江人”。远在两三千年前，仫佬族的祖先为百越族群的一部分，生

活在我国岭南的广阔土地上。先秦时期，仫佬族先民属于百越族群中

骆越的一支。魏晋、隋唐时期为 “僚”中的一支，被称为 “木佬”、

“僚伶”。宋元时期为 “伶”中的一支，元代史籍中有 “木娄”、“木娄

苗”的记载。仫佬族的名称，最早见于明代李宗昉著 《黔记》一书所

记 “狇佬苗”。苗族是历史悠久的南方民族，古人往往统称南方少数民

族为 “苗”，李宗昉也把仫佬先民当作苗族的一支而记载为 “狇佬苗”。

明清以来，相继以 “穆佬”、 “木老”、 “木佬”、 “姆佬”、 “木老苗”、

“伶”、“伶僚”等名称记载于文献之中。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民族识

别，根据民族平等原则和该民族意愿，正式定名为仫佬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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仫佬族聚居的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是由罗城、天河二县于１９５２年８

月１日合并而成。天河县始置于唐太宗贞观四年 （６３０年），县治在今

四把乡旧县屯；明神宗万历十九年 （１５９１年）迁今天河镇。罗城县始

置于宋太祖开宝五年 （９７２年），分融水、武阳二县地置罗城县，县治

在今东门镇。１９８３年８月３０日，国务院批准设立罗城仫佬族自治县。

罗城风光　 （李桐摄）

仫佬族中有罗、银、潘、吴、谢、梁、周、廖等大姓，其中以罗、

银、吴、谢四姓人口最多。各姓都有自己的历史传说，其中以流传于

罗姓民间的 “先有罗义，后有罗城”的传说最为典型。传说很久以前，

罗姓祖先罗全操带领他的儿子罗十一、罗十二来到当时还十分荒凉的

凤凰山下，开垦出山地和良田，割草搭棚盖屋，开始在这里生活。后

来不知过了多少代，子孙繁衍，人口多了，房子也多了，形成了村落，

起名为 “罗义村”。天长日久，这个仫佬山乡逐渐兴旺起来，那一年，

皇上派出官员前来巡查，发现原先十分荒凉的凤凰山下竟出了个罗义

村，这村又有良田好地，人畜兴旺，是 “蛮地”中难得的好地方，就

划地建了罗城县，县治设在罗义村。他们的祖先被迫迁往罗瑶村。这

就是流传至今的 “先有罗义，后有罗城”的传说。这个传说表明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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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百里长廊话仫佬　

以前这里已居住着仫佬人，因为宋朝开宝年间罗城始设县治。仫佬族

地区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 《垦王山》，塑造了仫佬族青年朵菲的英雄形

象，反映了仫佬族人民与反动统治者誓死斗争的顽强精神，也说明仫

佬族是开创山乡的土著民族。

仫佬族有自己的语言，无本民族文字。仫佬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

族侗水语支，与侗族、毛南族、水族的语言非常接近，也有部分词汇

与壮语相同。由于仫佬族与汉、壮民族交往密切，多数人都兼通汉语，

部分人还会说壮语，通用汉文。

二、历史上的仫佬族

公元前３世纪的战国末年，居住在岭南西部一带的仫佬族先

民———西瓯骆越，已进入了阶级社会。秦汉时期，秦始皇统一岭南后，

设置了南海、桂林、象郡三郡，设官置吏，把岭南统一在中国范围内。

汉代分为九郡，仫佬族地区属潭中县地。这时大批的汉族人先后进入

岭南，与西瓯骆越民族杂居，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促进了

岭南越族的融合和分解，加速了西瓯骆越民族社会经济、政治、文化

的发展。

隋唐时代，中央封建王朝对岭南西部地区的统治进一步加强。唐

代，逐步增加了州县的设置，派来了大批汉官进行直接统治，同时设

置了几十个羁縻州县，任用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长吏，采取了 “去者

不追，来者羁之”的羁縻政策。唐高祖武德四年 （６２１年）平肖铣后，

以隋代义熙县地置融州，领融水、武阳等县地，后改安修县。仫佬族

地区属安修县，为桂州都督府管辖。这一时期，仫佬族的先民俚僚，

社会经济已经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牛耕开始出现，稻田耕作技术有了

提高，手工业的冶炼、淘金、制陶、采铜等技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

平。中央封建王朝又把一些著名的文学家或官员，如柳宗元、李商隐、

)



元结等人贬来 （或派来）岭南做官，他们在那里设馆开班，传播中原

封建文化和伦理道德思想。但仫佬族先民居住的天河、安修、武阳等

地仍然存在奴隶制。

宋代，是仫佬族先民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仫佬族形成单一

民族，其时间大约也在宋代。据历史记载，宋太祖开宝五年 （９７２

年），以桂州琳洞地置罗城县，先隶融州，后属庆远府。委来汉官管

辖，废除五代时的烦苛赋敛。宋仁宗皇祐年间，中央王朝镇压侬智高

的起兵以后，在桂西广大地区普遍建立土司机构，而伶僚族住居的罗

城、天河等地区却设汉官统治。“夹龙江居”的伶僚族，受汉族先进的

生产技术的影响，已经出现了 “种稻似湖湘”的情况。根据宋朝廷派

到宜州任职的沙世坚撰 《思恩府蛮人请留盐钱论碑》记载：当时仫佬

族先民的民族头人，被侮称为 “蛮长”。

明王朝建立后，一方面继承了宋、元之制，在罗城、天河、宜山

等仫佬族聚居区设流官，推行里甲制度，调整统治辖区，进行更加严

密的统治；另一方面，则在县官之下，增设了土巡检司、镇和寨堡等

基层机构，利用当地少数民族头人为官，把流官与土官的统治结合起

来。洪武二年 （１３６９年），将融县 （融安、融水两县境）管辖的东隅

里、西一里、西七里、西九里、东五里、东九里、平东里、平西里、

高元里、布政里、安祥里、乐善里等十三里的６８８村划归罗城县。洪

武三十四年 （１４０２年）设立安祥、乐善二里、莫离、武阳、通道三镇

和寨那、寨印、寨城、寨岭四堡，大力推行堡兵制度，加强军事统治。

明宪宗弘治九年 （１４９６年）九月， “析天河县十八里地置永定长官

司”，下设东禅镇、思农镇、归仁镇等土巡检司，设土官、副巡检各一

员。在天河县和河池州之南 （今罗城宜山县境），分设永顺副长官司和

永顺正长官司，以壮族土酋韦万妙等为土官。这些统治者既有汉官，

又有本地少数民族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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