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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全书》总序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蔡国英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宁夏人民出版社历经三年时间，组织策划编写了《中华

民族全书》，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

这套《中华民族全书》主题鲜明，彰显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而不同”

的理念，执著追求：充分展示 56个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全面探寻 56

个民族波澜起伏的历史轨迹；深刻解读 56个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真切

反映 56个民族生机勃勃的发展前景。一有历史的传承性。在尊重历史的基础

上，以新的视角挖掘民族文化的题材，提炼民族文化的丰厚资源，使之脉络

清晰，连贯自然，富有时代感。二有宽广的包容性。本套丛书由 57卷组成，

由各民族学者独立完成，在 56个民族 56卷书的基础上推出一卷《中华民族》，

既体现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原则，又全面地介绍各民族的概况、社会

文化、族际交往等。三有系统的完整性。丛书体例统一，篇章结构完整，各

分卷相对独立，保持了严谨规范的编著风格。四有科学的严肃性。编者对于

重大题材进行反复论证，对于细节认真斟酌，立项严谨，编著严格，审读

严肃。五有生动的可读性。记述准确，笔墨生动，图文并茂，创意新颖。

如有关家庭礼仪、取名习俗、婚姻习俗、节庆习俗等社会文化的介绍，让

读者在趣读中增长知识，引发想象。总之，这是一套反映中华56个民族历

史文化知识的普及性读物。

历史是一面镜子，文化是精神、是脊梁。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通过大量

阅读和深刻领悟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对于进一步激发爱国热情，坚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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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念，献身爱国事业，增强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凝聚力，对国家的长治久

安，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有意义的。希望这套丛书能

够给读者呈现出 56个民族丰富多彩、波澜壮阔的美丽画卷，为第 22 届全

国图书交易博览会献礼。

是为序。

2012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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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水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是一个文
化底蕴深厚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水族形成了丰富多彩而具有自己
民族特色的优秀文化，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本书全方位地向读者介绍水族的民族文化。
第一章“水族概况”，包括水族的族称和族源、人口分布状况、历史沿

革、生态资源、语言文字以及民族区域自治等内容。第二章“水族的物质文
化”，包括水族的生产习俗、饮食习俗、服饰习俗、居住习俗、交通习俗、风
物特产以及历史遗迹与旅游胜地。第三章“水族的民间文化”，主要介绍水族
民间教育、科技、医药、文学、工艺、体育和游戏、造型艺术、歌舞艺术、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世界自然遗产地。第四章“水族的社会文化”，主要向读者
介绍水族传统社会组织、家庭礼仪、交往礼仪、亲属称谓、婚姻习俗、生育
习俗、取名习俗、丧葬习俗和节庆习俗，社会文化部分包括的内容比较广泛。
第五章“水族的信仰文化”，主要阐述的内容有水族的宗教信仰、宗教活动及
水书习俗的主要内涵、占卜与预测、各种禁忌习俗以及哲学思想与伦理道德。
第六章“水族对伟大祖国的贡献”，主要介绍历史上水族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
争、反洋教斗争，以及发生在水族聚居地区的抗日斗争。第七章“水族的文
化传承与发展”，谈及的内容有水语及口传文化的传承、水书抢救和传承、民
族节日文化的传承、民间工艺的抢救和传承、非物质文化的抢救和传承。文
化传承是人类文明延续的重要方面，在经济文化全球化的今天，水族文化的
传承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但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给水族同胞传承本民
族文化带来机遇。水族人民应该充分利用现代化带来的物质文明成果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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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吸纳不同民族的优秀文化来丰富自我。第八章“水族的族际交往和民
族文化交流”，主要讲水族语言及水书的历史文化交流积淀，商业贸易交流，
水家学会以及学术文化交流和深圳帮扶援助三都、荔波等水族聚居地区并建
立良好的民族友谊。第九章“水族有影响的文化人物”，选择介绍了水族文化
研究过程中有影响的重要人物，由于篇幅所限，很多水族同胞的先进事迹未
能涵盖进去，希望以后有机会再做进一步的工作。第十章“水族的重要文
献”，包括水书的重要文献和汉文文献两部分。由于水书的传承，水族文化绵
延不绝，源远流长。这里笔者列出了大部分水族文献，为读者进一步了解水
族提供了足够的阅读空间。书末的大事记列出的只是部分内容，希望读者通
过这些事件，对水族历史和文化有个粗略的了解。
水族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一块瑰宝，我们希望这样的

优秀民族文化能够发扬光大，并流传下去，成为水族子孙后代骄傲的文化财产。
通过阅读本书，读者对水族文化的了解应该基本足够，同时通过本书提供的
重要文献的延伸阅读，读者将走入水族文化的神秘殿堂，充分享受水族文化
带来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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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水族概况

第一节 族称族源

一、族称
水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

个古老、勇敢、勤劳而文明的民
族。水族自称“ sui33”，音译为
“水”。水族自称中可以加上一定的
称谓，形成非常灵活的用法。但都
离不开“sui33”（睢） 字，“sui33”
（睢） 前面的语言单位是不同的称
谓或者具有某种特性的人的意思。
如“z藜n11sui33”（人睢） 是水族人的意
思，男女老少都可以使用；“ai33sui33”
（挨睢） 是水族成年男子的普遍自
称；“laak31sui33”（腊睢） 是水族小孩
的意思，也可以用来进行自称；
“z藜n11h藜n31sui33”（人恒睢） 意思是
水族聚居地区的人；“ni51sui33”（尼
睢） 是水族妇女的自称或他称；
“ pu51sui33”（布睢）、“taak31sui33”
（答睢）、“taak31z藜n11sui33”（答人睢）

水书《九星诵读》里的“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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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用作水族成年男子的自称或他称，“pu51sui33”（布睢） 可直译为“水
族人的父亲”，是水族有子男子的称呼。总之，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只有一个
“sui33”（睢） 字。过去，水族曾被称为水家、水家苗等，都与水族自称有
关，但都不太准确，并可能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地道的水族人可能十分讨厌
别人称自己为水家或水家苗，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侮辱性称呼。新中国成立后，
根据民族意愿，于 1956年正式确定族称为水族。一般认为，水族是水族自称
“z藜n11sui33”（人睢） 的音译。水语中的日常“水”字的读音是“nam33”（那
目），而不是“sui33”（睢），但水书中的金、木、水、火、土的“水”字念作
“sui33”（睢），并且水书中有“濉”字的，也读作“sui33”（睢）。近来，有人认
为水族与金、木、水、火、土的“水”或者“濉”字有关，这需要进一步证
实。水族族称到底是音译还是他称，目前仍然没有定论。

二、族源
水族起源于何时，史籍上记载得不多，到目前为止，有比较确切记录的

是 《新唐书》：“抚水州县四：抚水，古劳，多蓬，京水。” 《宋史》 载：
“抚水州在宜州南（‘南’字应为‘北’字），有县四：曰抚水，曰京水，曰多
逢，曰古劳。唐隶黔南。其酋皆蒙姓同出，有上、中、下三房及北遐一镇。
民则有区、廖、潘、吴四姓。亦种水田、采鱼，其保聚山险者，虽有 田，
收谷粟甚少，但以药箭射生，取鸟兽尽，即徙他处，无羊马、桑柘。地曰帚
洞，五十里至前村，川原稍平，合五百余家，夹龙江居，种稻似湖湘。中有
楼屋战棚，卫以竹栅，即其酋所居。兵器有环刀、摽牌、木弩。善为药箭，
中者大叫，信宿死，得邕州药解之即活。”
水族的族源问题，说起来极其复杂，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看法，主要有

百越后裔说，殷人后裔说，江南迁来说，广东、广西迁来说，龙番后裔说，
东谢蛮后裔说，土著民族说和源于古治水部族说等多种观点。其中最有影响
的是百越后裔说和殷人后裔说。
（一）百越后裔说
百越，亦称越族或古越人，是我国东南和南部古代民族的名称。据史书

记载，越族的祖先可能是华夏族，《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曾有“越王勾
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的
记载。春秋战国之际，著名的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后，曾“致贡于周，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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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王使人赐勾践胙，命为伯”。从此句可知，勾践自认与周是君臣关系。战国
早期，楚悼王用吴起曾一度“南平百越”，而到了战国晚期，楚威王打败越王
无疆后，越族开始“服朝于楚”，成为楚国的一部分。到公元前 223年，秦国
军队灭楚后，于第二年由大将王翦率军继续南进，夺取了一部分越地，建立
了会稽郡。当秦王朝建立后，越人主要分布在今广东、广西、云南、福建一
带。由于越人没有形成国家，只有部落或部落联盟，且族类甚多，故中原人
习惯上把他们统称为百越。历代的史家和注家均一致指出百越民族分布在我
国长江下游南北两岸的东南和南部地区，并且认为它不是单一民族的族称，
而是多个民族的泛称，包括句吴、于越、东瓯、闽越、南越、南海、西瓯、
骆越及滇越等部族，百越的典型文化特征是稻作农业、桑田纺织、青铜冶铸、
造船行舟、断发文身等。
持百越后裔说者认为水族是由骆越的一支发展而来。水族古代先民离开

广西的邕江流域，经今河池、南丹一带沿龙江溯流而上，往今黔桂边境迁移，
逐步形成今天水族生活的分布态势。百越民族包括今壮族、傣族、布依族、
侗族、水族、仫佬族、毛南族、黎族等说壮侗语族语言的民族。大部分学者
认为，水族是百越后裔，由于居住地区的不同，唐、宋以后，逐渐发展成
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在这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梁敏根据语言学、民
族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成果，认为水族是世代居住在我国南方的一个古老民
族，起源于南方百越族群的瓯、骆或濮支系，与壮、侗等民族有同源关系；
水语属壮侗语族侗水语支。据考证，浙江河姆渡和杭州跨河桥遗址都是古
越人生息过的地方，河姆渡出土的有造船工地的遗址和干栏房的桩穴，还
有稻谷遗存等物，经测定，已有 7000年的历史，而跨河桥出土的比较完整
的独木舟及其他器物，有 8000多年的历史。从当时已有稻作及造船、建筑
干栏房等工艺来看，越人离开蒙昧时期已经很远，语言的发展已经到了比
较高的程度，才能组织人们进行造船和建筑等复杂的活动。广西发现有柳
江人、麒麟山人、宝积岩人、灵山人等，说明距今 5万~2万年以前，人种
已形成，他们属蒙古人种华南支系。距今约 1 万年的新石器时代，是广西
地区社会大变革时期，原始农业、家猪饲养、磨光石器、原始聚落等文明
因素都已产生。使用侗水语支语言的各族（当然也包括水族） 先民都是骆
越民族集团的一部分，原先就居住在广东西南部和广西东南部的西江流域和
滨海地区。隋唐时，因为逃避自然灾害而沿桂江、浔江和柳江向西北迁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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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贵州省东南部，然后再分散到湘、黔、桂三省边区各地，逐渐发展成为
今天的侗族和水族。其中，也有一些人在广西宜山、罗城一带和环江县名
叫茆滩的地方停留下来，逐渐发展成为仫佬族和毛南族。另外，还有一些
人迁到贵州的平塘县、惠水县和荔波县等地，分别发展成贵州的毛南族、
布依族。由于他们大都与当地的布依族杂居，语言、风俗、习惯也受到一
些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在确定民族成分时，被定为布依族。其实，侗、
水、毛南、仫佬、布依等族的关系还是很密切的，其语言中的基本词汇相
同的很多。至于水族有些人的族谱、墓碑上说自己的祖先是从江西等地迁
来的，那是个别人为官或经商至此，流寓不归而融入水族的缘故。这说明，
水族是地地道道的西瓯、骆越民族集团的一部分，水族自古就擅长激水荡
舟、江河捕鱼，是喜欢稻作，居住干栏的低地壮侗民族。水语中存在的一
些与汉语具有语音对应关系的基本关系词，应该通通算作借词而不是同源
词，如人、地、心、马、父、牲 （牲畜）、公 （祖父）、媾、坟、墓、笔、
墨、纸、天干地支、数目字等等。对于水族的水书，认为是民族分化之后
才创制的。理由是居住在黔桂边境各县的一些族群，如毛南族、布依族的
风俗习惯、语言等跟水族都比较接近，它们之间显然是有亲缘关系的。这
些族群的先民可能是同一时期或先后从广东西南部、广西南部滨海地区迁
到黔桂边区并分散到附近各县，在与壮、布依等其他民族长期接触之后而
形成目前差异的。但这些族群都没有水书之类的古文字，所以水书是水族
从古百越族群母体中分化出来成为单一民族之后创制的。水族等壮侗民族
发源地就在我国广东的西南部、广西、贵州西部和云南东南部。①广州大
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高路加在《广州大学学报》 上发表了 《关于水族来
源的探讨》 一文，该文在总结诸家论述的基础上，从传说、语言、信仰、
风俗、文献五个方面对水族族源进行探索，赞同今天的水族是由古代百越族
群中骆越的一支发展而来的单一民族，原始居地应为今广东、广西相连的沿
海地区。②

铜鼓文化是百越文化的象征，在水族人民的生活中，凡重大的节日活动、
亲友团聚、丧葬仪式等，都离不开铜鼓。在古代，水族还把铜鼓看作权力和

①梁敏：《关于水族族源和水书形成之我见》，《广西民族研究》，2008年第 3期。

②高路加：《关于水族来源的探讨》，《广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 1卷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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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的象征。在水族的民俗故事、传说中，有关铜鼓的内容也比较多。例如
在《端节的由来》中说，水族人民过端节时，开展赛马、敲铜鼓、吹芦笙、
唱歌等娱乐活动。在远古的时候，水族百姓背着铜鼓，扛着锄头犁耙，挑着
家什，成群结队逃荒，经广东、广西，逃到了龙江上游的地方。在《铜鼓的
传说》中说道，铜鼓能够降龙，使水族人民在端节时才能渡江过河，得以团
聚；铜鼓还能伏虎，保护水族人民的安全；铜鼓斗败犀牛，使庄稼得到丰收，
这都说明了铜鼓在水族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和作用。水族是我国古代铜鼓文化
的创造者之一。骆越是古代百越中的一支，所以水族民俗故事、传说中关于
铜鼓的内容反映出了水族和古代骆越的源流关系。
秦汉以前，岭南一带聚居着许多部落，如西瓯、南越、骆越等，与东南

沿海的其他诸越统称为百越。公元前 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发兵 50万
进军岭南，遭到西瓯、骆越的顽强抵抗。当时越人“皆入丛薄中……莫肯为
秦虏”。他们凭借山林险阻，出没无常，到处袭击，使秦军受到重大打击。后
来秦始皇派史禄开通灵渠，保证秦军的军需供应和后继增援，到公元前 214
年才最后打败了越人的武装力量，统一了岭南，置南海、桂林、象郡三郡，
设官治理。在这次抗秦斗争中，由于战争的影响，水族先民被迫带领子孙溯
龙江而上，逐渐往黔桂边境迁移。汉初，统治者忙于整顿内地的封建统治秩
序，无力顾及西南边疆。魏晋以来，南中战乱频繁，但在谢氏统治下的水族
聚居地区，社会秩序相对稳定，战争影响较小，经济得以持续发展。隋唐之
际，水族聚居地区的社会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据史料记载，今水族聚居
的东谢地区，“地方千里，人口殷实，土气郁热，多霖雨，稻粟再熟”，粮食
产量有较大增加，百姓有了较多余粮，能够用来酿酒以供节日喜庆之用。这
些都说明了水族先民自秦代迁入黔桂边境以来，经过近千年的发展，在具有
共同地域、共同语言的前提下，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心理素质已逐渐形成，
于是，水族作为单一民族正式形成了。从历史文献记载来看，唐贞观三年
（629年），东谢首领谢元深朝觐，唐以其地置应州，授元深为刺史，隶黔州
都督府。同时在应州下置都尚、婆览、应江、陀隆、罗恭五县（除陀隆外，
全是今天的水族聚居地区）。唐开元元年至二十九年（713~741年） 又置莪、
劳、抚水等羁縻州，抚水州下辖京水、抚水、多逢、古劳四县（即今广西环
江毛南族自治县和贵州荔波县一带）。宋开宝三年（970年） 以后，在水族聚
居地区先后设置荔波、陈蒙、合江、抚水等州。这些便是水族正式形成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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