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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民族分布状况

第一节 地理位置

大化，古为百越之地，秦属桂林郡地，汉元鼎六年划入定周县，五代十
国时统属宜州地，宋归右江道，元属田州路，明清时隶属思恩府，民国时和
解放后分属都安、巴马和马山县。

大化瑶族自治县成立于 1988 年 10 月，由当时河池地区都安瑶族自治县、
巴马瑶族自治县以及南宁地区马山县的边缘结合部组成，位于广西壮族自治
区中部偏西北的红水河中游，河池市的最南端，中国西南出海大通道的中轴
线上，幅员面积 2716平方公里，辖 3个镇 13个乡、3个社区居民委员会 155
个村民委员会、3955个村民小组。全县截止 2010 年总人口 46万，瑶族占约
22%、壮族约占 72%，汉族等其它民族约占 6%。大化地处云贵高原边缘，都
阳山脉南北贯穿全境。境内以岩溶地貌为主，峰峦迭嶂，岩山裸露，布满近
两万个大小弄场，有“千山万弄”之称，山区面积占总面积的 90.1%。
大化有“水电之乡、硅石矿之乡、淡水养殖之乡、中国观赏石之乡、瑶族文
化之乡”的美誉，有广西七百弄国家地质公园，是广西“大化红水河—七百
弄风景名胜区”。境内拥有丰富的水电资源、旅游资源、矿产资源、农产品资
源。贯穿全境 160 公里的西江干流红水河上，已建成大化、岩滩两座国家大
型水电站；一级支流王秀河、灵岐河等 9条河流县内流程 117 公里。
这片土地，曾经是老一辈革命家战斗过的地方，青山红土闪烁着历史无

比荣耀的光芒；梯级电站不仅造就了工业时代的能源财富，也构筑了鳞波倒
影、高峡平湖的山水画卷；红水河流域孕育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和旖旎多彩
的民风民俗，在千山万弄中传扬着美妙的音韵……

第一章 民族分布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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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民族由来

壮人自称“布蛮”、“布土”、“布侬”、“布依”，大多系土著居民。瑶
人自称“布努”、“布瑶”，大多系外来居民。

据考，壮族先民大多属古代越人后裔，先民在历史上曾有鸟浒、俚、僚、
撞、僮等不同称谓。宋人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云：“庆远、南丹之民呼为
僮。”南宋李曾伯在给宋理宗的奏折中，亦提及“撞丁”一词。汉代刘向《说
苑》中所记的古代越人民歌和东汉哀康《越绝书》所载的古越语，其语法结
构，基本词汇同现代壮语基本一致。县境的地名、平原谷地之村名叫“板”
（mbanj)，山间弄场名叫“弄”“陇”、“龙” （rungh），山名则叫“bya
（岜）”，河名则叫 dah（汏）”等，均与古越语同源。至于民间部分壮族口碑传
说，×姓×姓先祖来自山东、江西之说，均无史籍可考。倘此口传不讹，但
其年代久远，经济、文化以及语言、风俗以至心理素质等等，均与土著壮人
同化，系本邑之最早开拓者。

自称“布努”的瑶族，约于宋代开始从邻近的都安、东兰、河池、宜山
等地陆续迁入，最早定居县境内有蓝、罗、蒙、韦等姓，至今约 700余年之
久。居住于七百弄乡的弄合、弄京等山村的蓝姓，都说是从宜山德胜迁来，
按其第一代先祖“环珠”一世算起，至今已繁衍 25代，板升乡的弄立村、拔
好等山村的蒙姓、罗姓自东兰迁入至今已有 28代，镇西、雅龙乡的韦姓，也
说是从东兰迁入，至今亦有 25、26 代。少数瑶族多代与壮、汉族通婚，语
言、习俗、节庆诸方面已演变与壮族同化。原属瑶人成为壮族师公、道公后，
婚嫁、丧葬仪式全则壮族化，壮瑶文化在这一方面是趋向于逐步融合。

第三节 民族分布

大化居住壮族人口约 33 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约 72%，主要分布在大化
镇、都阳镇、岩滩镇、贡川乡、共和乡、百马乡、古河乡、古文乡、江南乡、
羌圩乡、乙圩乡、北景乡、雅龙乡、六也乡等 14个乡镇，板升乡、七百弄乡
壮族人口较少，均与瑶、汉族杂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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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民族分布状况

瑶族人口约 10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约 22%，主要分布在大化镇、贡川乡、共
和乡、百马乡、古河乡、古文乡、江南乡、羌圩乡、北景乡、板升乡、七百
弄乡、雅龙乡、六也乡等 13个乡镇。都阳镇、岩滩镇、乙圩乡等 3个乡镇瑶
族人口不超过千人。
壮瑶族人口约占全县人口的 94%，其民族习俗根深蒂固，在区域内有广

泛的影响力。

第四节 语言特点

大化县境内，壮有安定、布蛮、布浓和布依等四种方言，瑶有七百弄、
板升和镇西三种方言。各乡方言不相同，所造的古壮字也不一样。比如，安
定方言讲“吃饭”，古壮字叫“”，布侬方言用“啃”。原始信仰都相信
与语言本身互有交，“因为这样，所以一些表示欲望的辞句，一经说出，便
算达到目的。”（引自《巫术与语言》，1988 年上海文艺出版。） 这就是说，在
具有原始信仰的人看来，语言对一切所希望的东西都可呼唤。过去老人常传
说：在大年五更天，养猪的呼猪来，养羊的呼羊来，种米的呼米来，缺少子
孙的呼子孙来，相信这样的祈语一经念出，所希望的结果便可如影随形。这
对于潜在的语言魔力是不言自明的。
所谓语言的特殊魔力，则在于巫公、师公、道公等所传承的各种咒语，

显得十分神秘。《人论》断言：“人是语言的动物。”谁把握了语言，谁就是
同类中的强者。巫、师、道的地位确立，很重要的因素在于他（她） 同时把
握了多种语言，即文学语言———咒语和人体语言———舞蹈。师公、道公、巫
公似乎以优先的语言能力使“神灵附体”者五体投地，并因惊讶不解而产生
神秘感。在某些语言被当作具有特殊魔力的东西被供奉起来时，掌握了它的
人就意味着获得了超凡的能力，尤其当与鬼神信仰结合起来时，它们便成了
法力的一种特权。在常人看来，壮瑶师公、道公、巫公口中诵念出来的道教
经文就属于具有特殊魔力的语言。
师公、道公所行法事叫“跳神”、“踩神”、“踩鬼”、“跳鬼”。跳神时，

师公戴上所敬祭神祗之脸谱（面具） 和着锣鼓的节奏跳起请神祈鬼的舞蹈、
步罡，以达到为民众符箓禳祓、驱鬼酬神、超度亡灵的目的。

人类语言包括有声语言和形体语言，有声语言在师、道、巫师口中有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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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的能力。师道之舞作为一种语言同样如此，只不过它的外壳不是语音与字
符，而是一套特殊的人体动作。师道们最根本的请神求鬼方法就是采用那种
令人着魔的舞蹈：屈膝、弯腰、闭眼、扬手……，这些舞姿动作的超现实形
态，加之秘而不传的程式与技巧，以及使用法求与魔术进行装饰，使人认为
是一种超凡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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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民族生活习俗

第一节 居住特点

大化原属各县的瑶壮族居住习俗大同小异，都是全楼式干栏、半楼式和
地居式干栏 3种模式，但因地处环境因素和经济条件的不一样，住房结构不
大一样，原居马山一带多为砖瓦结构，原居巴马一带多为泥瓦结构，原居都
安一带多为木瓦结构。

全楼式干栏多见于山地民房，主要构件为木料，分下层、中层、阁楼 3
部分，下层高 2至 3米，用作牛栏羊圈猪舍鸡房或堆置柴草、农具等；中层
住人，一般为三开间、五开间；中间为厅堂；两侧用木板或竹篱作屏风，分
隔卧室或客房若干间。阁楼多用置放粮食、家俱杂物，若人口过众，阁楼亦
有卧间。为避风雨日晒，主房两侧多建偏厦，紧贴两面“山峰”。偏厦宽度相
当于三分之二开间，一般作住房或厨房及贮存杂物、米仓等用。晒排建在屋
外向阳面，与居住屋平齐相连，主要作晒粮食之用。进屋台阶有用石头砌，
也有木制。
半楼式干栏为石山地区常见的建筑式样，与全楼式干栏不同点为后半部

砌成坪台，类似地居式，前半部为板楼，与全楼干栏无异。分下层、中层、
阁楼几个部分。
地居式建筑多见于平谷地区，其结构为砖墙瓦顶、泥墙瓦顶两种；也有

木料骨架，上盖瓦片或茅草、稻草的。地居式建筑一般三开间或五开间，中
间为厅堂，两侧用间墙分隔成多间卧室，一侧或两侧设偏厦，因无下层，故
须另建牛棚、猪舍、鸡房、厕所和晒场，有的地方把主体建筑和附属建筑组
成四合院。

第二章 民族生活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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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风俗，壮瑶居民建房前请地理先生选择“龙脉宝地”，并择定吉日破
土开工，屋梁一般由舅家送来，漆成红色，上梁时在梁上吊红布和谷穗，以
求人丁兴旺，谷米满仓，新居落成便择吉日“入屋”，张贴对联，宴请宾朋，
鸣炮以贺。
新中国成立以前，壮瑶住宅，财主富户多住砖屋瓦房，多数农户为茅草

盖顶、竹篱为“墙”，个别住房只是三根木头搭架顶盖茅草的“三叉房”。解
放后，大多农户建起了钢混结构楼房。

第二节 饮食习俗

石山地区壮瑶居民以玉米为主粮，间以薯类、豆类、小米、高梁等；产
水稻的沿河谷地则大米、玉米兼食，掺以红薯、豆类为辅。玉米食用方式，
多是磨成粉筛糠去杂后，煮成玉米糊，西北部部分乡村于夏天喜欢吃“米头”
粥；冬天气候寒冷则吃玉米浓糊或玉米干饭，糯玉米多用作馍馍、粽子、水
汤圆等食品。
菜肴多以时令而变，春夏以苦麻菜、南瓜苗等为主；秋冬有豆角、芥菜、

小白菜，间以黄豆、竹豆、饭豆为补，苦麻菜及芥菜除鲜食外，还有的用开
水烫后晒干收藏备用。
食油以猪油为主，兼食茶油，山区壮瑶人亦以火麻、黄豆、葵花籽代油。

黄豆代油，是把生黄豆舂成粉末，加水拌均匀加盐煮熟后再掺入青菜继续煮
熟，叫“豆腐瑶”菜。逢年过节，壮人各家各户都磨黄豆做豆腐。吃豆腐亦
多样化：一种叫“水豆腐”，即将白豆腐切成正方形小块放入锅内与猪、鸡肉
同煮或者与青菜一起煮；一种叫“三角豆腐”，即将豆腐切成三角形油煎黄加
盐加水焖几分钟后出锅食用；一种叫“油豆腐”，即将白豆腐切割成正方形小
块，放入油锅煎炸干黄取出待冷，然后再切细成条与粉混炒，也可煮汤；一
种叫“豆腐圆”，即将瘦肉切碎搅成肉浆配好料，同时将白豆腐搅烂，然后用
小酒杯做模型放豆腐半杯压成凹型放入适量肉浆，再用碎豆腐盖至满杯后用
另一个杯盖上摇几下，放到笼盘板上蒸至凝结，倒出油炸，食用时放进炖肉
汤里煮熟即可。
壮瑶族有杀“年猪”习惯。每年春节前夕，各家各户杀大肥猪“过年”，

除鲜食一部分外，余下制成腊肉，留以待客、送礼及平时食用。壮家腊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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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将新鲜猪肉割成块约斤半至两斤，用适量食盐、酱油、白酒拌匀，然后装
入坛中浸 5至 7天，拿出用绳穿好烫水后吊于火塘架之上，用炭火逐日熏至
干水、焦黄，半透明即成，多者可延吃至来年，少则可吃四五个月。
壮族人普遍备有酸坛，夏天爱腌“酸”，暑天吃粥，日进多餐，坛里有

“酸”，便随时用以佐食。制“酸”原料，以韮头为主，也有用萝卜、竹笋、
黄瓜、凉薯、木瓜、豆角腌制。壮瑶族成年男子大多嗜酒，以自酿的玉米酒、
高梁酒为主，或家宴、或接客、或红白喜事、或节日庆典，多以米酒佐餐。

第三节 着装习俗

解放前乃至新中国成立之初，壮瑶族男女老少，皆着靛黑色土布服装。
布料自纺自织，用蓝靛反复多次泡染，平叠于石板上，用木槌精心槌打，直
至布面平滑闪亮，方可剪裁为衣。
老年男子，上穿右衽全襟大褂，衣长过膝，平领阔袖，黑布滚边，布扣

或铜扣，无兜，衣身硕大，有的加黑布肚带绑扎，下穿大管长裤，两面全档
无扣，前后不分，镶 8寸左右“裤头”，用布带扎之，脚穿黑色“千层底”布
鞋，头戴黑色布帽或包扎黑布头帕。
中年男子，多穿对襟布扣“唐装”上衣，衣袋常为 2 至 4 只，无盖，裤子、
鞋子与老年男装无大差异。20世纪 60 年代后，多数壮民改着解放装、中山
装、青年装或西装等制服。
壮族女子穿平领阔袖，左衽大襟，绣花滚边土布上衣，裤子宽头大管，

与男裤相同，脚穿尖头、缀锦绣面布鞋，头包杂色土布花巾或“西雅”毛巾，
中老年妇女蓄长发，挽成山螺状发或发髻，置于后脑壳正中。未婚少女多剪
短发，或梳“留海”，修柳叶细眉，首饰有手镯、耳环、头簪，多为银质或玉
质，金质极少。解放后，青壮年女子已不时兴首饰、绣鞋，唯有都阳、乙圩、
板升、羌圩、北景等乡部分女子保留旧装，逢年过节、走亲赶集、喜欢结伙
作伴，服饰同一式，其衣裤装头，虽保留传统式样，但布料多上市购买，自
种自纺自织的布料已极少见。

第二章 民族生活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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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节庆习俗

壮瑶族每年除农历十一月“冬至”节不过外，其余各月份均有节日，普
遍流行的有：春节（包括元宵节）、二月社、三月初三、清明节、四月初八、
五月端午、六月初六、七月十四、八月十五（即中秋节）、九月初九（重阳
节）、十月二十日、腊月二十三日送“灶王”、除夕等，其中较隆重的是春节、
三月三、清明节、端午节和中元节。

春节为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壮族称“年节”。自腊月廿三日送“灶王”
后，男的准备年货、修整房屋，妇女折洗衣被、打扫屋宇，缝制新衣。腊月
二十五、六即陆续宰杀年猪。除夕前，在外地工作、读书或外出做工跑生意
的，都赶回家团聚，同家人一起吃“年夜饭”，“守岁”至初一零点，家家户
户燃放鞭炮。大年初一，大人小孩穿上整洁新衣，小孩向长者拜年，然后吃
汤圆。初二始，各家各户包粽、蒸糕做白馍，亲友之间送往迎来，互摆酒宴，
夫妇双双带上孩子，提肉打酒带鸡赴岳父母家省亲拜年。圩镇和人口集中的
乡村，初一初二初三，舞龙舞狮、打扁担、聚会等，各种文娱及民族体育活
动百花竞艳，甚为热闹。
扣肉、全鱼、白切鸡、豆腐圆为壮家过年的传统菜肴，扣肉壮人称“红

扣”，豆腐圆系用水豆腐包肉沫和花生、糯米饭捏成圆形，蒸煎至熟即成。
壮人过年制作白米馍、包粽子，也有的包“黑粽”赠客、送礼。黑粽系用糯
谷禾草烧成灰后掺入糯米舂拌染色，筛去炭灰即成“黑米”，再用绿豆、猪肉
等为馅包成粽，其味芳香可口，久置不变质变味，西北部地区壮人有的包
“三升粽”或“半斗粽”别具特色，一只粽子用米三升或五升，足够五六口之
家分享。

年三十晚，有不过门为客之俗，认为年三十晚上作客是“讨食”，是丐者
所为。

大年初一，天蒙蒙亮学龄儿童要执卷焚香，跪拜“师神”位前，专心诵
读，以祈日后多得神仙之助，学业长进，有的地方男女青年要趁早起床，抢
先挑回一担新水，祈日后勤恳聪慧。
三月三是壮族民间的传统节日。壮家用黄花、枫叶、红兰草等有色芳香

植物煮汁浸染糯米，蒸成色鲜气香味美的五色糯饭，先敬祭祖宗，后方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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