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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刊词
《广西博物馆随笔》终于和大家见

面了！

这是一种立足于馆内的文学刊物，

也是业内人士学习的园地，更是馆员交

流情感、抒发激情的舞台。

《广西博物馆随笔》是以思想性、

艺术性俱佳的精短散文、随笔、评论、

杂谈等文章为主的刊物，力求发表通俗

易懂、趣味横溢的文章，让读者增长知

识，启发心智，鼓舞志气，从而提高人

的科学文化水平和智慧，达到丰富人的

精神文化生活的目的。

公元前3世纪，托勒密·索托在埃

及的亚历山大城创建了一座专门收藏文

化珍品的缪斯神庙。这座缪斯神庙被公

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博物馆，它陈

列天文、医学和文化艺术藏品，供人们

研究和参观。今天，博物馆俨然成了一

座城市的文化地标和展示当地历史文化

的窗口。在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

展、大繁荣的时代里，博物馆更不能置

身度外。因此，经过精心的筹备，《广

西博物馆随笔》第一辑终于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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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你可以记录、可以倾诉、可以聆

听、可以写下激扬文字、可以翰墨留

香，把你在田野调查、考古发掘、游览

名胜古迹以及对博物馆工作与文化生活

之真挚感情、独到思考或是深刻的感

悟，倾注笔端，斐然成文。在改革浪潮

中，我们如何在博物馆免费开放中摸索

新的路子？如何在专业发展和个人成长

方面有所突破？如何促使全馆员工全

面、健康发展？这些问题正摆在我们每

一个博物馆人面前，等待着我们去解

答，去尝试，去创新。正是基于这一

点，我们编辑、出版《广西博物馆随

笔》，旨在为博物馆事业发展提供一个

可以利用的窗口，为保护文化遗产提供

一个有益的平台，为博物馆人提供展示

个人风采、相互交流的空间。我们相

信，借助“随笔”，我馆的工作一定会

向纵深发展。“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

迈步从头越”，沐浴着博物馆免费开放

的春风的“随笔”，也必将在全体博物

馆人的共同努力下，茁壮成长，不断壮

大。

但愿《广西博物馆随笔》成为博物

馆人的知音朋友，同时也成为文化遗产

保护与传承的宣传窗口，成为弘扬优秀

传统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的阵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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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踪探访

里湖是广西南丹县的一个乡，位于桂黔边境。

那里居住的主要是白裤瑶民族，是一支穿白色裤子的瑶族。

多年前，我曾经在那里工作了近一个月，住在怀里村一所小

学的教室里。我每天早出晚归，爬山钻洞，收获的是在一份专业

期刊上发表了一篇调查报告。调查报告使我对里湖的印象铭记在

心，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的服饰、婚恋和葬俗。

小学离村里有一段路，时值深秋，周遭寂静冷清。晚上，

我只能斜着睡，并非我长得很高，而是床太短。这里的人穿着奇

特，感觉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白裤瑶男人上身穿黑色右衽无扣

衣，下身着白色及膝裤，婚后蓄发盘头；女人上衣跟男人穿的差

不多，下身穿裙，婚后蓄发盘头，夏天、秋天则穿一种贯头衫

（实际上就是前后两块方布）。

白裤瑶的年轻人满十五岁就可谈婚论嫁。每隔三天的圩日是

恋爱的时候，当天下午，各地的白裤瑶青年男女陆续赶到里湖圩

场，他们都讲究打扮，穿上最新的衣服，佩戴最美的饰品。一群

群赶圩的白裤瑶男女是里湖的一道道风景，他们一般不购物，只

是一味走来走去，以吸引别人注意或注意别人。当夜幕降临，女

子便向心仪的男士发出攻势，去抢夺他们手中的物件，如男士也

有意，便跟女子到僻静处对歌。对歌不像唱歌，而是声音很低，

像在吟诵诗词。

吴伟峰

里湖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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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裤瑶人的葬俗也很奇特。人死了，并不立刻发丧，而是

待秋闲后择一黄道吉日，再举行隆重的葬礼。在里湖我见过一次

当地的葬礼，那天早上，怀里村响起轻快而悠扬的铜鼓声，男男

女女从四面八方赶来。主家已准备了一大锅粥，远道而来的人们

先喝一碗粥，接着女的到棺前哭泣，男的则抚棺低声述说往事。

供桌上摆放着逝者生前的爱好物，有鸟枪、鸟笼、酒壶等。送葬

结束后，宴席是一溜并排的小方桌，一群穿着打扮一样的人在吃

吃喝喝。记得当时很多人都没有碗，一中年汉子夹了一块半边巴

掌大的肥肉递给我，因为我没有碗，那肉只能放在桌面上。因人

多，没筷子，我就学他们用手拿起肉往嘴里塞。过去由于生活贫

困，白裤瑶人到过年才杀一回猪，猪肉要腌起来作为一年的食肉

储备。其做法是在缸中铺一层炒熟的玉米粉，放点盐，铺一层

肉，再铺一层玉米粉，再放盐，再铺一层油……这样一层层地

将肉腌制后密封好，需要食用时随时取。历史记载这种肉叫做

“酢”。我吃到的就是这种放了很久的腌肉，其味道令人难忘。

里湖地处山区，岩洞很多，怀里、蛮降、岜地、瑶里、董甲

等村落附近的岩洞，传说是白裤瑶先人的葬所。洞中横七竖八地

摆满了用木架支撑的棺材，有的岩洞里棺材多达上百副。我几乎

打开了所有的棺材，在里面翻来翻去，找到一些布片和陶瓷器，

想从中得知这支瑶族的过去。最终我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搞不清

楚岩洞里的古人来自哪里，又将去向何方。

2011年，我再次

去里湖，当时南丹的

朋友告诉我，将会有

一场盛大的葬礼，到

时会有隆重的砍牛仪

式。葬礼是在岜地村

大塘屯举行，我们驱

车过去。这里的乡村

公路非常差，车子不

停地左右摇晃，好像  里湖白裤瑶葬礼仪式上打铜鼓

广西博物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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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面上颠簸的船。我们在村部下车，步行一个多小时才到达目的

地。死者的亲戚朋友从四面八方赶来，阵阵铜鼓声在山谷中回

荡。据说铜鼓越多，越能显示死者的尊荣。那天有近二十面铜鼓

在秋收后的稻田里悬挂。铜鼓声的旋律变化多端，似乎很欢快，

听不出有什么哀伤。

葬礼的重头戏是砍牛仪式。还在读书时，我就看过有关的资

料，了解砍牛也有叫做“剽牛”“椎牛”，意思是用利器砍或刺

牛，这是一种祭祀仪式。相传过去白裤瑶人死后要被分而食之，

后来才用牛肉来代替。秋日的阳光明媚，村口田埂上站满了男女

老少，他们的目光都注视着拴在收获后的稻田中央的两头犍牛。

这两头死者生前喂养的牛，似乎已知自己末日即将来临，眼中泪

光闪烁，不停悲鸣。此时外家的舅爷手握钢刀，在巫师的指引下

一圈圈地围绕着牛行祭祀仪式，此刻这两头牛泪如泉涌。随着几

声铳响，舅爷将手中钢刀抡向牛脖，刀光闪过，劈出了一道血

口。牛沿着木桩闪躲，舅爷瞄准了又是一刀，然后又是一刀。三

刀过后，牛已无力躲避，只垂着头，任由那血汩汩地流。接着到

   里湖白裤瑶葬礼砍牛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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砍第二头牛，另一位舅爷武功很差，砍了三刀也只是在牛脖上划

了道红印，惹来哄堂大笑。最后，这两头垂死挣扎的牛还是被用

传统的方式杀死了。

送葬的队伍浩浩荡荡，在山道上拉成一条长长的曲线。女人

手中都拄一根指头般粗细的青竹，边走边哭；男人的注意力都在

抬棺材上，他们一路颠簸，爬山过坳。中午过后，离屯子约需步

行两个小时路程的一座土山顶上添了一座新坟，那是死者经常牧

牛的地方，因此坟头的木桩悬挂着两副牛角。

晚餐吃的是火锅，火锅料是白天被杀的牛，牛肉、牛杂等

在锅中翻滚，让人可以吃到一种原汁原味的牛肉的味道。煮久了

的牛肉、牛杂吃起来韧劲十足，同伴边嚼边说：“怎么嚼不烂

呢？”我说：“差不多就咽吧！接着还有好多节目呢！”

山村的夜晚弥漫着浪漫的气息。皓月当空，田垌里聚满了青

年男女，他们三五成列，男女分别按顺时针、逆时针方向在田里

走来走去。在这过程中他们相识、相约到一边对歌。低吟的歌声

如轻快的溪水在山谷流淌，一直持续到凌晨。这种男女交际的活

动就叫玩表。大塘屯后山的竹林不知见证了多少爱情故事。

离开大塘已是次日的早晨，不息的鼓声依旧传达着悲哀和快

乐。所谓的悲欢离合，在这鼓声中传达，让人久久不能忘怀。

广西博物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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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南方，山清水秀，景色迷人。

龙年伊始，我便踏进绿城南宁供职，在

工作之余饱览了南宁的美景，秀丽的景色尽

收眼底，让人流连忘返。尽管如此，对于来

自北方的我，仍不满足于一地的景色。因为

南国大地的迷人的山川美景，更加勾动我那

颗沸腾之心，伴随着新生活的展开，我决定

怀着一份求知的心境去探寻这片神奇的南国

东兴
京岛
探寻
之旅

王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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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但第一站应去哪里呢？我夜思昼想，左看右看，最后聚焦

到距离南宁178千米的处于中越边境且又靠海的东兴京岛。

在清明假期，我坐上了从南宁江南汽车站出发的大巴，经过

两个半小时的路程之后，终于在夜幕降临之前到达了目的地——

东兴。我走出车站，细细打量眼前的情景，这个南国边境的小城

似乎和一般的县级市无异，但却是一座比想象中安静的城市。由

于其地理位置更靠南，气温比南宁更高一些，在路边烧烤摊吃饭

的青年男女都穿着短衫、夏裙，看上去更有一番亚热带风情。不

过，在这座不大的城市里，街道两旁建满了不同档次、不同规模

的酒店，不少商铺的玻璃大门上贴着“代办中越旅游商务签证”

的字样，由此倒能想象出此地一些生意往来、人员交流的边境风

貌。当晚，我选择车站附近的一家酒店下榻。这家三星级酒店的

标准间，竟然每天只要99元，我不由暗暗感慨当地住宿的确经济

又实惠。

第二天一早，友人带我来到当地有名的一家海鲜粥店吃早

餐，身为北方人的我，第一次见到用各种新鲜海产类食品煮出来

的粥，其清香扑鼻，顿时让人感觉“鲜得眉毛都要掉下来了”。

有句老话说“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在毗邻我国南海的这座

海滨城市里的渔民，每天日落而作，日出而息。在夜晚，他们驾

驶着渔船出海捕捞，早上回到港口，向来自各地的商人兜售各种

新鲜味美、营养丰富的海鲜。正是由于大自然的馈赠和人类自身

的文明相结合，我们的生活才能按照人们理想的方

式往前发展。

东兴和越南芒街仅一河之隔。在中越出境口

岸，沿着北仑河一带，有很多当地人向游客叫卖越南香

烟、香水及一些手工艺品。走在芒街上，也会碰到头戴绿帽

的年轻男子向路人叫卖一些劣质的玉器首饰。这种外形

类似钢盔的绿帽子是越南男人的爱物，听说在越南，不

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大凡是男人，十个有八九个

都戴着一顶绿帽子。戴绿帽子象征其主人是爱党、

爱国的英雄，而且据说帽子颜色越深，代表着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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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踪探访

子的主人地位越高或财富越多。由

于身为内陆人的我对大海太过于向

往，因此在草草地参观了一下出境

口岸附近风景之后，便无心在市内

多做停留，迫不及待地搭乘公交车

前往离东兴市大约40千米的有着独

特人文风情的京岛风景区。

京岛实际上是 尾、巫头、山

心三座岛的统称，由于这里是我国

京族唯一的聚居地，因此得名京

岛。三个岛原先是分开的，但发

展至今，三岛之间的海峡、海滩早

已被填起，与内陆连成一片。京岛

这颗位于中国大陆海岸线最西南端

的璀璨明珠，关于它的来历，友人

绘声绘色地向我讲述了这么一则传

说。很久以前，这一带是一片汪洋

大海，海中有一只蜈蚣精，荼毒生

灵，吞食过往的渔民，附近渔民苦

不堪言。一天，有户一家三口的渔

民出海，被蜈蚣精吸住船底，动弹

不得。夫妇俩非常惊慌，但渔民的

小孩非常机智。他叫父母把船上

的3只南瓜煮得滚烫，然后丢入海

中。蜈蚣精以为是船上的人跳海逃

生，便一口吞了下去。三只滚烫烫

的南瓜下肚，蜈蚣精当场被烫死，

其尸体也断成了三段，变成了三座

岛，尾巴变成的岛叫“ 尾”，头

部变成的岛叫“巫头”，中间心脏

部分变成的岛叫“山心”。这则幽

默的传说自然是当地劳动人民口口

相传下来的，但却给这片美丽的海

滩增添了一份生动与神秘感。

大学时期，一直很受学生喜爱

的王小妮老师说过：“对于你想要

去调研的对象，要学会‘关注它的

细节——语言、生活方式、民俗、

传说等’。”来到京岛，我的视线

也不由自主地被这些细节所吸引，

而此次京岛之行的起因则始于一件

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乐器——

独弦琴。独弦琴又称飘琴，是京族

文化的响亮品牌，也是京族最珍

贵、最古老的乐器。它是一种保持

原始一弦制的古老乐器，以大竹管

为琴体，琴声悠扬婉转，极富感染

力。一到京岛，我便直奔江平镇

尾村的村长苏春发老师家，一睹独

弦琴的真面目。苏春发是当地独弦

琴的传承人，也是百余名独弦琴学

生的老师，平时在家开设免费教独

弦琴的辅导班。一踏入他家客厅，

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字排开的五六把

各式各样的独弦琴，有传统竹木制

作的，也有改良之后由红木制作

的。苏老师介绍说，独弦琴在京

语中称“旦匏”，也叫“独弦匏

琴”。在演奏时，右手用贝壳或短

竹片弹拨琴弦，令其发出震颤的声

音，左手则同时摇扶竹竿，这细细

的一根弦、一根摇竿便悠悠地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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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扬而清澈的琴

声。苏老师讲到兴

奋之处，还特意换

上了京族传统服饰

即兴演奏了一曲

《渔村晨曲》。当

优美的旋律传入耳

中的时候，我不禁

被这种古老的乐器所感动，让我感动的不仅仅是这动人的曲

子，也包括老一辈传承文化精神的执着。

京岛另一件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就是当地著名的

“哈节”，“哈”在京语中是“唱歌”的意思，“哈节”又

被称为“唱哈节”，是京族人的传统节日。苏老师不仅是独

弦琴的传承人，同时也是京族哈亭亭长，一年一度的哈节中

的“万人迎神”、摆“万人餐”都是由他来组织。在哈节

上，京族人民穿上民族服饰，聚集在哈亭，各家各户拿出最

好的酒菜，欢聚一堂，载歌载舞，热闹无比。哈亭是京族人

过哈节时祭祀祖先、祭祀神灵和民间娱乐、议事的公共场

所，是京岛的标志性建筑。相传京岛人民为了感谢“镇海

大王”杀死祸害岛民的“蜈蚣精”，让海岛人

民过上安居乐业生活的恩

德 ， 特 意 修

建 了 哈 亭 ，

年年岁岁唱歌

祭神，流传至

今，便发展成

为 当 地 独 具 特

色的哈节。听当

地人介绍，京岛

的三个岛过哈节

的时间不同，节日

独弦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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