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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综　述

崇尚和谐的民族

侗族是一个崇尚和谐的民族。走进侗乡，你会感觉到和谐的气息

扑面而来。

映入眼帘的，首先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侗族村寨依山傍水。村前

近处，河水清清，鱼翔浅底，鹅鸭嬉戏。村前远处，稻秧青青，禾叶

飘香。花桥跨河而架，将村寨和稻田连在一起。村后低处，翠竹婆娑，

雨后春笋破土而出。村后高处，杉林葱茏，蝉鸣鸟叫，吹奏着人与自

然的交响曲。

走进侗寨，鼓楼巍峨，耸立寨中，那是侗族村寨最显著的标志，

也是侗家人议事、娱乐的重要场所。鼓楼内，篝火通红，歌声悠扬，

笑声朗朗。鳞次栉比的吊脚木楼如繁星捧月将鼓楼团团围住，那是侗

家人的栖身之处，起居之所。寨内鱼塘，碧水汪汪，既可养鱼，又可

防火，侗家人的灵性也在其中。鼓楼上或鼓楼边的戏台是逢年过节最

热闹的地方，侗家人的喜怒哀乐在他们自编自演的侗戏中得到再现。

每个侗寨，都有一座朴实神圣的萨岁堂，那是侗家人的信仰中心或崇

拜中心。通过这里，我们可以想象到侗民族人神和谐的悠远历史。

侗族是由中国南方百越族群中的一支或几支发展而来，古称 “峒

人”或 “峒民”。据２０１０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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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人口为２　８７９　９７４人，主要聚居在贵州省、湖南省及广西壮族自治区

比邻的溪流河谷沿岸。侗族内部虽有 “北侗”和 “南侗”的地域区分，

也有 “更佬”、“更侥”、“更镡”等不同的支系称谓，但整体称谓是统

一的。侗族各支系在历史上和睦相处，从来没有发生过支系与支系之

间的内部战争，与周边苗族、瑶族、壮族、汉族等兄弟民族也能和平

共处，友好交往。

侗族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民间自治和自卫组织——— “款”组织是维

系侗族社会内部安定团结的重要组织形式，也是侗族社会内部进行自

我教育或自我约束的重要组织形式。古代侗族社会 “路不拾遗、夜不

闭户”的和谐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 “款”组织的严格管理。

侗族人民勤劳善良，但也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在无数次的民族

自卫或国家革命战争中，造就了无数的英雄豪杰，如被侗家人崇敬为

神的萨岁、杨再思、吴勉等；北伐名将王天培、革命先驱龙大道、开

国大将粟裕、红军 “大管家”杨至成等。

侗族是一个以农为本的民族。侗家人主种水稻，在历史上以种植糯

稻为主。糯稻田终年蓄水，习称 “软田”。“软田”就像千千万万座小型

水库，而且是层层叠叠，沿山而建，山有多高，田有多高，水有多高。

“软田”既可防洪，也可防旱。遇到雨天， “软田”将雨水积蓄起来，并

不断补充地下水，预防洪涝。遇到晴天，“软田”的水不断蒸发，生成云

雨，普降大地，预防干旱。这就是侗家人与天和谐的一种杰作。“软田”

既可种稻，也可养鱼养鸭；鸭粪喂鱼，鱼粪养稻，稻谷养人，侗家人创

造的原始循环生态农业对现代生态农业仍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侗族人兼营林业。侗家人与山相依，与林相伴，崇拜古树，视树

为神。侗族地区的青山绿水，与侗民族爱树、崇树、植树、护树的优

良传统不无关系。侗族是中国最早学会人工栽培杉树的民族，早在

１６００多年以前的东晋时期，侗族的祖先就已经用自己勤劳的双手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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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崇尚和谐的民族　

了棵棵杉树，片片杉林。侗族社会不仅有崇拜古树的传统习俗，还有

严禁乱砍滥伐的民间规约。这些规约，对现代生态环境保护也有重要

的参考价值。

由于侗族聚居地区林多树多木头多，于是造就了许许多多木质建

筑的能工巧匠。如雄伟的侗寨鼓楼，巍峨的侗乡花桥，因地制宜的吊

脚民居，多姿多彩的侗寨寨门和侗乡凉亭等，都是享誉中外的木质建

筑的代表作。

侗族语言优美动听。侗语是世界上声调最多的语言。侗语总共有

１５个声调，其中包括９个舒声调和６个促声调，所以侗族人说话像唱

歌一样好听。侗族在历史上虽然没有本民族通用的文字，但侗族人虚

心学习汉语汉文，并很早就学会了借用汉字来记录本民族的语言，因

而留下了许多像 《越人歌》那样的 “歌书”、“款书”等文献典籍。

独特的生存环境，独特的生产方式，独特的历史遭遇，造就了独

特的风俗习惯。侗家人的风俗习惯原始古朴，来源久远，如侗不离酸、

烧鱼之趣、路遇礼节、拦路迎宾、行歌坐夜、玩山赶坳、不落夫家等。

这些风俗习惯，都表现出侗民族所独有的生活方式和性格特点。

侗族也是一个善于进行艺术创造的民族。侗族民歌种类繁多，各

地不同名称、不同曲调、不同演唱形式的侗歌不下百种。优美绝伦的

侗族大歌是侗家人艺术创造的珍品，是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代表作，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的艺术典范。侗族大歌以歌唱自然、歌唱

劳动、歌唱爱情为主要内容；以模仿蝉鸣鸟叫、流水吹风等自然物的

声音为其主要表达方式；以多声部、无指挥、无伴奏、无固定曲谱为

其主要艺术特点。歌师、戏师在侗族社会中受到人们的广泛敬重，如

远古时代的朱富，中古时代的四也，近古时代的吴朝向、陆大用、吴

文彩都是侗族历史上最著名的歌师或戏师。如今古老的侗族大歌已经

飞出侗乡，漂洋过海，走向全国，飞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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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侗族祖先一直处于被欺凌、被排挤、被剥削、被压迫的历

史地位，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党和国家民族平等政策的

光辉照耀下，侗族人民终于成了国家的主人。如贵州黔东南成立了苗

族侗族自治州，广西三江，湖南新晃、通道、芷江，贵州玉屏先后成

立了侗族自治县，此外还有龙胜各族自治县、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以

及湖北鄂西的几个侗族乡等。

如果说侗族聚居地区一直处于交通闭塞、信息不灵的落后状况，

直至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许多侗族聚居县还没有公路连通，许多侗族人还

不知火车、汽车为何物，那么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改革开放”以后，

侗族聚居地区的交通和通信状况已经或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如湘黔铁

路、枝柳铁路从侗族聚居区穿插而过。侗族聚居人口最多的黎平县有

了飞机场。经过侗乡的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也正在加紧修建。如今，

侗族聚居地区的通信状况也已经有了很大改善，几乎所有的侗族村寨

都可以听到广播，看到电视，许多侗族农民也用上了手机甚至是互

联网。

人是万物之灵，人的变化是最根本的变化。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

侗家人的眼界、知识、智慧、观念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知识不

断提升，眼界不断扩大，智慧不断丰富，观念不断更新。而知识、眼

界、智慧、观念又都和教育有关，所以，教育的发展程度是衡量一个

社会或一个民族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以侗族聚居人口最多的贵州省

黎平县为例，１９６３年，该县只有１５位高中毕业生，其中，只有３位高

中毕业生考上大学。２０１２年，仅黎平一中就有１７６４名高中毕业生参加

高考，虽然我们还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学生能考上大学，但从历年的录

取情况来看，至少有１０００名以上的考生可以圆大学梦。其中肯定会有

一半以上是侗人子女。由此可知，侗家人的素质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

化。随着侗人素质的不断提高，侗族社会的不断进步也就不成疑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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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悠久的民族历史

侗族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从远古的神话传说到近现代文

字记载，侗民族的历史变迁一脉相承。在历史长河中，侗民族造就无

数的英雄豪杰，为中华民族和祖国大家庭的团结、繁荣、发展作出自

己独特的贡献。本章将向读者概括性地介绍侗族的远古神话传说、侗

族的族源与族称、侗族古代社会的知名人物、革命大潮中的侗族精

英等。

第一节　侗族的远古神话传说

一、龟婆孵蛋生人类

人类从哪里来？这是全人类共同关心的一个大问题，侗族人民也

不例外。侗族祖先们根据自己的经验提出了自己的认识。这些认识主

要反映在侗族远古神话传说之中。如 《龟婆孵蛋在溪边》讲：

四个龟婆来孵蛋，

龟婆孵蛋在溪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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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溪边不好坐，

四个龟蛋坏三个，

有个白蛋生松桑。

……

地上阳间一个人，

一人在世太孤单。

龟婆孵蛋在坡脚，

因为坡脚不好坐，

四个龟蛋坏三个，

有个白蛋生松恩。

侗族传说松桑是人类的女始祖，松恩是人类的男始祖。后来松桑

和松恩结成夫妻，先后养育了蛇名郎、龙名郎、虎名郎、猫名郎、雷

婆、狗名郎、猪名郎、鸭名郎、鹅名郎、熊名郎和姜良、姜妹共十二

个兄弟姐妹。其中只有姜良和姜妹属于人类。其他都是与人类同宗共

祖的普通动物或自然物。这是万物有灵观念结出的神话之果，也是侗

族祖先 “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具体表现。

那么，侗族祖先为什么要认定 “龟”为人类的始祖呢？这是一个

很值得我们共同探讨的学术问题。大家知道，“龟”是一种现存的最古

老的水陆两栖动物。中国古代文献中多有关于龟的记载。如 《山海经》

中就已经有关于 “旋龟”的记载，《抱朴子·论仙》、《洛书》、《洪范·

五行》、《淮南子》等书也有关于龟的记载。侗族人认为 “龟”是人类

及蛇、龙、虎、猫等动物的老祖宗应该不是凭空而来。更有意思的是，

侗族人认为人类及其他相关动物都来源于单细胞的卵生——— “龟婆孵

蛋”。而且侗族人还认为， “蛋”是生命的本源，某家生了小孩，必须

煮 “红蛋”表示庆贺。后来逐步演变成一种吉祥物。这与生物学的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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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观点不谋而合。这是什么原因？也很值得我们认真探讨。

从这段侗族创世古歌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侗族祖先认为：人类最

早来源于自然，来源于 “龟婆孵蛋”，而且人类与蛇、龙、虎、猫、

雷、狗、猪、鸭、鹅、熊等生物或非生物同宗共祖，他们都是松桑、

松恩的子孙。这种同宗共祖的原始意识，反映了侗族先民对自身及客

观世界的初始认识，尽管这种认识并不成熟，但从生命的本源思考，

这种认识也不是没有道理。联想到侗族人民依山傍水的居住环境，更

让我们不难理解 “龟婆孵蛋”的历史含义和现实含义。

自然是人类的母亲，人类来源于自然。自然不仅仅是人类的创造

者、养育者，自然也应和人类一样，作为宇宙世界的平等主体。尊重

自然，敬畏自然，摒弃人类中心主义价值伦理观，摒弃现代社会无节

制的物质欲望、奢侈消费和享乐观念，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也

是 “龟婆孵蛋”这则古老神话给予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启示。

二、姜良姜妹继人烟

由于松恩和松桑生养的十二个孩子都很淘气，在一次相互玩耍的

过程中不慎引发大火，结果把雷婆的裙子给烧坏了。雷婆恼羞成怒，

跑到天上去泼大水，引发洪水滔天，淹没大地，如神话中说：“到了正

月壬子日，天上开始把雨落。一直落到九月壬午日，从来未停过。”大

雨连下九个月， “地上人群埋沙底，坡上大树沉下河。遍地洪水水连

天，世上已经无烟火。”

灾难中，姜良和姜妹兄妹两人，只好钻进一个大葫芦瓜里躲藏。

葫芦瓜如诺亚方舟，随着洪水涨落漂浮，才保全了兄妹两人的性命。

为了继承人烟，繁衍人类，姜良和姜妹不得不兄妹成亲。九个月后，

姜妹生下了一个怪胎： “一个肉团团，长得实在丑。”于是，姜良和姜

妹只好将怪胎砍烂剁碎，扔进深山。谁知那个被砍烂的怪胎却变成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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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民族：

肉变成了侗族，所以侗族人性格温柔；

骨头变成了苗族，所以苗族人性格刚强；

肠子变成了汉族，所以汉族人聪明伶俐；

脾肺变成了瑶族，所以瑶族人喜欢穿着各种颜色的花衣裳。

透过这则各民族同宗共祖的神话传说，我们可以看出侗族祖先那

种包容世界的宽阔胸怀。直至今日，侗族人民还把姜良和姜妹视为男

女社交和婚配嫁娶的创造者。如 《婚姻之源》古歌中唱：

因为大姑娘不会打扮，

因为小伙子不会找伴，

老年人不会张罗迎亲，

小伙子不会张罗娶妻，

姑娘们不会张罗出嫁，

老年人不会张罗吹芦笙，

年青人不会张罗 “为也”。

后来石公在山上造牛腿琴，峨寐在送洞造琵琶，九匀在八峒会造

笛子，十洞的金洼会造芦笙。甫荣会吹唢呐，宗咎会吹笛子，甫勇会

弹琵琶，宗华会拉牛腿琴。男的听到琵琶声以歌相配，女的听到笛子

声用歌相随。老年人才会张罗迎亲，小伙子才会张罗娶妻，大姑娘才

会张罗出嫁，老年人才会张罗吹芦笙，年轻人才会张罗 “为也”。

这是咱们祖公老年时代的发明，

这是咱们祖婆青年时代的创造，

姜良姜妹开创了青春时期的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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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也”是侗语 “ｗｅｅｘ　ｙｅｅｋ”① 的音译语词，其本意就是结交朋友。

如今许多侗族青年男女结婚，都要请老人来朗诵这首祭祀姜良姜妹的

古老念词。有的村寨还在桥头路边建造姜良姜妹的神像。

三、祖公上河找幸福

因为战争、灾荒或其他原因，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 “大移

民”的情况。如秦代中原５０万大军携家带口 “南开百越”；晋代中原

７００万人渡江南迁；唐代大批中原汉人南奔，致使中国经济文化中心从

黄河流域南移至长江流域，李白当时有诗叹曰：“三川北虏乱如麻，四

海南奔似永嘉”②；宋代大约有５００万人从中原逃亡到江、浙、湖、湘、

闽、广等地。如果说由北向南 “大移民”是中国南北文化的大融合，

那么由东向西的 “小迁徙”则是中国各民族成分的大杂居。正是这种

由北向南、由东向西主动或被动的 “大移民”，才造成了中国各民族大

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才带来了中国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和相互

借鉴。侗族 “迁徙史诗”——— 《祖公上河》就生动地讲述了侗族祖先

辗转迁徙的艰难历程：

现在我不讲哪样，

单讲从前我们的祖先。

不知是从哪里来啊？

从那梧州边音州河那里来。

那个地方啊，

有水没有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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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 《永王东巡歌》。



有人没有田塘。

没有土地开荒，

没有田塘种粮。

那才住不安、穿不暖。

从这时候起，

公公才不肯留守，

父亲才不肯居住，

我们才逃离迁移，

沿着这条河往上走。

歌中所说的 “梧州”是指今广西梧州一带。“音州”指今广西贵港

市一带。“这条河”就是指珠江及其上游都柳江。由此可知，今日湘、

黔、桂边界的一部分侗族祖先是从梧州等地迁徙来的。迁徙的主要原

因是 “有水也没有高地，有人也没有田塘；没有土地开荒，没有田塘

种粮”。主要是自然原因，其中可能也有战争原因。今日侗族人民，主

要聚居在湘、黔、桂边界地区的河溪两岸，侗族村寨都依山傍水。这

也是侗家人居住的主要特点。这是因为侗族是一个以种植水稻为主的

民族，没有河，没有水，就没有稻田。没有稻田，就没有粮食，就无

法生存，所以他们要沿河而上去寻找新的家园。史诗还形象地描述了

侗族祖先在迁徙路上的艰难困苦： “挑起行李上珠江，逃上雪山奔冰

岭，日夜兼行苦难言……天天跋涉像那无窝的鸡群，日日乞讨州过州。

手头没粮样样难寻找，手头无钱才变成这样。”

侗族祖先来到湘、黔、桂边界之后，又按姓氏或兄弟分散到各地

建村立寨，如 “迁徙史诗” 《散姓入村》中讲：“船只开进南江水，逆

水行舟入榕江，撑船渐渐过朗泡，三公上榕河，落户进榕寨。五公下

边赖，来到洛香村。三公住下面，四公住上面。父亲散到各地，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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