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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山 春早

——《中国瑶族风土志》序

段宝林

瑶族是我国兄弟民族大家庭中很有特色的一个民族。虽然人

数只有二百多万，却分散在广西、湖南、贵州、广东、云南、江西等广

大地区，并且还发展到了国外，在东南亚乃至欧美等国都有瑶人居

住。虽然居住分散，瑶族人民却能历经数千年而保持其民族的共同

文化心态与一定的联系，其民族凝聚力之恒久，令人惊叹不止。瑶

，^族的分布，大分散而小集中，支系非常多，其民间文化大同而小异，

纷繁丰富，多彩多姿，引入入胜。将瑶族各支系的风土人情风俗习

惯作全面的调查研究并汇集为一书，这是十分浩大繁难的工程，却

是非常有意义的壮举。
’

’

1992年春节除夕，我收到广西寄来的一大包沉甸甸的书稿。

打开一看，正是我想望已久的《瑶族风土志》。喜出望外，不禁使一

年一度的新春佳节又增添了一层喜庆的色彩。好书先睹为快，我是

个爱书如命的人，大年初一清晨，就开读大吉了。果然开卷有益，这

部很有分量的书稿，就像磁石一样，紧紧吸引着我，使我能神游阔

别了八年之久的瑶山，不断获得许多新的知识，这新鲜的。山珍海

味”，使我得到精神上的很大满足。这样的书，正是我梦寐以求的学

术著作，不能不为它拍案叫好。

《瑶族风土志》洋洋五十万言，内容丰富，门类齐全，举凡瑶族

几千年的历史沿革、各支系的地理分布、主要的语言歧异、社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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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与生产风俗以及衣食住行、婚恋生育、丧葬祭祀、宗教信仰、图腾

崇拜、节日、礼仪、娱乐、文艺、神话、传说、故事、歌谣等等物质民俗

与精神民俗都有翔实而系统的全面记述。．鬈瑶族风土志》不仅汇总

了过去专家学者们对瑶族长期进行的调查研究成果，而且作者们

还亲自去瑶山进行了深入调查核实(其中四位作者本身即为瑶人，

对情况很熟悉)。。为了方便读者，书中引用和附录了大量神话、传

说、民歌、史诗文献，像盘王歌和几种不同类型的“过山榜”原文，都

是一般人难以找见的第一手资料。因此，可以说《瑶族风土志》是集

瑶族民俗风土调查研究之大成的总结性著作。

为了节省篇幅，作者注意略去一般性的记述，点面结合，突出

瑶族最有特色的内容，对风土民俗的描写具体而微，头头是道，使

人耳目一新。 ．

《瑶族风土志》不仅总结了过去瑶学的研究成果，而且有许多

新的生发，在学术上有不少新的突破，值得我们重视。

瑶族是二个古老的民族，其历史可追溯到几千年前的远古。

1990年出版的《中国民族史》写道：“瑶族主要源于秦汉时期的‘长

沙武陵蛮’或‘五溪蛮’。”①1987年出版的《民族词典》(上海辞书出

版社)也说：“一般认为瑶族先民为綦汉时长沙武陵蛮的一部分或

说是五溪蛮的后代。”按长沙武陵蛮为秦汉时期的南方民族，而五

溪蛮则为“东汉至宋对分布在今湖南沅江上游若干少数民族的总

称。”(《民族词典》)《瑶族风土志》不满足于已有结论，百尺竿头，更

进一步，进行了新的探索，在书中不但否定了瑶族“源于山越”的说

法，对武陵蛮、五溪蛮的远祖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他们都源

于三苗，而三苗则是蚩尤九黎集团南迁的部分与当地土著民族融

合而成部落集团。作者们又从语言文化学角度提出：苗瑶属同一个

语族，语言系统相近，而瑶族的布努瑶支系的语言布努语并不属于

2

①扛应梁主编‘中国民族史)(上)。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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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瑶语支而是属于苗语支，这更进一步证实了瑶族源于三苗九黎集

团的说法。如此的多元考证把瑶族的历史又向前延伸了一两千年，

追溯到了远古的黄帝时代，比“秦汉说’’有了新的突破，其论证是有

说服力的，可信的。 。一

瑶族支系甚多，各支系文化歧异，情况复杂，一不小心就会张

冠李戴造成迷误。过去一些权威性的辞书把达努节和盘古王节混

为一谈，又分不清盘古与盘瓠的区别，说明此类失误对专家也在所

难免。《瑶族风土志》在深入而全面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各支系的

风土文化分别记述，就避免了类似的错误，这也是学术上的二．个进

步。 ·

瑶族有悠久的历史，其风俗习惯中保存着不少古老的成分。一

些在汉族早已失传了的古风，在瑶乡还可以找到。这对于了解汉族

古俗进行民俗史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例如：村社民俗，汉族古代

每年春秋二季都进行社祭但现在早已不存，而在瑶族地区却有“社

节”，春秋都要祭祀，广西龙胜红瑶有社王庙，供奉“社王天子神

位”，社王居中，玉皇大帝却作为他的配神居右，可见其地位之高，

这是一种土地崇拜的民俗，每年二、八月进行，书中记之甚详。端午

节古代又称“天中节”，和夏至太阳在天之正中有关，其时间当在农

历五月十几，比现今的五月初五的端阳节要晚十来天。值得注意的

是，广西龙胜山区的红瑶如今尚有。大端午节”，其时间就是农历五

月十五日，正好与天中节吻合，该是上古节日文化之遗存吧?

道教在汉族广大地区早已式微，但在瑶族却流行着不少与道

教相关的风俗。道教可以说是瑶族所信仰的主要宗教，它已与瑶族

文化结为一体。师公、道公在瑶山很受尊重，与人民生活关系密切，

许多节庆仪典离不开他们。瑶山青年的成年礼叫‘‘度戒”，皆由师公

引导进行，其仪式有‘‘跳云台”、。上刀山”、。下火海”等等，师公道公

一武一文，有许多法术与经咒，书中都作了详细而立体的描述，这

些生动的资料，当是对道教研究的重要贡献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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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族的一些风俗古朴淳厚，表现了种种的美德，其精神美的成

分值得发扬。1983年我们在大瑶山调查时，对此有深刻印象。如在 ，

瑶山中，路不拾遗是普遍的习俗。劳动时，衣物饭包放在路边，不用一

担心丢失一上山割打的柴捆、打猎获得的猎物，堆放路边，只要在上

面放上一个。茅标”，表示这是有主人的，就不会有人动一动。瑶山

的法治甚严，更值得注意。“石牌制度”大家共同制定，共同遵守，对

犯法者绝不留情。对小偷的处罚也许太重了，但由他自家挖坑活
’

埋，也是咎由自取。石牌头人由公众推举，在长期生活中自然形成

其权威。如他贪赃枉法也会受到严厉的处分。头人不世袭，也没有

什么特权，带有原始公社民主制的特点。据说清代时有一头人犯法

谋私，大伙合计商定对他处以死刑，把他扔下了大河。如此民主与

法治的民俗，在汉族是没有的。
。

瑶族婚恋自由，以歌声谈情说爱，风流择偶，是很文明的，书中
7

对节日坡会对歌的全过程有详实的立体描写，令人向往。花蓝瑶的

、“礼歌会”迎客礼俗，更是文明礼貌之花。这些都表现了瑶族人民才‘

情横溢的气质，他们把生活、劳动同民间艺术紧密地结合起来，把

劳动和爱情诗化了。正如晚清李调元《南粤笔记》所说：“瑶族最尚

歌，男女杂沓，一唱百合。”婚丧嫁娶离不开歌声，生产劳动时也是

歌声不断。碚乡有集体换工插秧之俗，全村人一起干活，从山下插

秧直插到山上，歌声此起彼伏，像过节一般热闹。

瑶族妇女生孩子之后不坐月子，过七八天就可以下地干活了，

对身体并无影响。原来她们生育后即洗药水澡，用32种草药煮水

在一个大桶中熏洗，每天一次，使身体很快恢复正常。一些妇女还

有非常神奇的节育药物，吃了之后即可不生孩子，据说如要再生，

还有解药。可惜秘方保密，绝不外传。瑶族作家莫义明当金秀县委

书记时曾多方调查，未能如愿。最近看到《汉声》第32期上登载了

贵州侗族的避孕药方，主要是用鲜棕树根或芯以及茜草(即小血

藤)等植物捣烂后煮水于月经干后即服，连服三日可管一月，连服

4
。



数月可绝育，据说还有控制生男生女的草药。这些民族医药学成果

确实神奇，值得重视。这是传统民俗中的科学内涵吧。

当然，传统民俗中也有迷信的成分，但它们与人民的生活结合

在一起，有时也有些社会功能。如瑶族崇拜多神，其中不少支系崇

拜盘瓠，有的地方叫他“盘古郎”，据古代图腾神话，他是招婿入赘

生儿育女的，所以瑶族男子普遍出嫁，改姓入赘女家形成传统风

俗，不少地区入赘者占2／5左右。瑶族崇拜神灵有很大的实用性。

如广西南丹白裤瑶祭拜盘古郎，往往求雨不遂时就要“罚神”，把盘

古郎庙中的石像头足倒置，使他倒悬受罪，直到他满足了人们的要

求，才又颠倒过来。书中的此类描写是很新鲜的，说明民俗调查比

过去更全面了也更深入了。4
、

书中对民俗的立体描写并不停留在表面，有些细致的调查记

录有助于对民俗进行由表及里的思考。如记述广西贺县新华乡瑶

民出殡时，孝子捧一只公鸡在前面引魂，然后把公鸡放入墓穴，再
。

带回家中，这是为什么呢?作者介绍了瑶族“三魂七魄”的观念，说
’

入死后一魂已留墓地，一魂留在自己家中，另一魂要回到祖居的老

家——扬州十八洞。如此的立体描写就比较深入了，学术价值较

大。 ，．

。 ’

。
， ‘，

瑶族传说他们的老祖宗来自扬州十八洞，使我这个扬州入倍

感亲切。当我走在大瑶山原始森林的青苔小路上、坐在瑶家的吊脚

楼中时，总感到这深山中的瑶族民俗风土同扬州古城民俗虽相去

甚远但仍有许多息息相通之处。这是值得深入探究的很有趣的问

题。
’

． 我国有56个民族，各有着极其丰富的民间文化，对这伟大的

民间文化宝库，我们还发掘得很不够，许多很有特色的地方民俗，

还没有得到科学的调查和记录。1982年10月，赤烈曲扎的《西藏

风土志》出版了，大开了人们的眼界，但生活在青海、四川、云南、甘

肃广大地区的藏族同胞，各有自己的风土民俗，书中未能记载是为



一憾。当时就想，如果能把藏族各地区的风土作全面记述，对藏族

民间文化一定会发掘出更加丰富而完整的珍宝来。等待了十年之

久，《藏族风土志》尚未等来，而《瑶族风土志》却已杀青见书，这真

是大快人心的美事。这是对我国各省(自治区)瑶族各支系的风土

人情进行全面记述的大型著作，是我国民间文化调查、风土志编写

工作的一个新的突破，使我感到“瑶山春早”，可喜可贺。
‘

十年前，我在《侗乡风情录》的序言中曾说过：这是我国第一部

对一个民族的民俗风情进行全面描写的大型散文集，是。侗乡飞出

的第一只春燕”，标志着我国民俗调查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在这

里，我同样可以说：我国第一鄢对一个民族的风土民俗进行全面描

写记述的《瑶族风土志》这部著作，是瑶山开出的第一朵报春花。它

同样是一个新的突破，标志着我国风土志工作的一个新阶段的开

始。我相信：有学术眼光而又不畏艰难的学者们，将会把我国55个

少数民族中的其它54个民族的风土志，一一编写出版，使人们对

各民族的风土民俗都有全面的了解，这对我国的民间文化学、民族

学、人类学的研究，将是一个不可估量的贡献，在国内外都会产生

极大的影响。

前几年，有位好心的出版家曾对我说：希望出版民俗民间文学

理论的“高水平著作”。这个愿望是非常好的，但似乎为时尚早。当

时我曾说：“高塔要建在牢固而广阔的基础之上，而不能建在沙上。

所以，要出高水平的著作，还是要从深入而全面、扎实的调查研究

做起，如果没有大量描写研究的著作打基础，是不可能在理论上有

很高成就的。’’现在我仍坚持这一看法，因为这是符合科学发展的

客观规律的唯物主义观点。国外民俗学家甚至认为“民俗学是用两

条腿走出来的”!对于那种从书本到书本的研究，他们不承认是民

俗著作。这未免有些过份，但强调民俗调查的极端重要性，却是符

合民俗学的学科性质的。从1979年在师大暑期民间文学进修班的

讲课开始，我就大声疾呼“加强民族民间文学的描写研究”，先后写
， 6 。



了十数篇文章。为探讨描写研究的原理，又深入到民俗民间文学的

基本理论领域，提出了“民间文学的立体性特征”这一理论范畴，得

到许多师友们的热烈支持和响应，认为这是对民间文学基本特征

。三大性”①的一个理论突破，有重要白诬论意义与实践意义。贵州
的燕宝同志在民间文学集成工作会议上又提出了。立体描写”的方

法，认为“搞三套集成②进行民间文学普查应当用立体描写方法”，

潘定智同志又提出建立民间文艺生态学的主张，这些都在民间文

化研究领域显示了勃勃生机。《瑶族风土志》的出版，正是这一势头

的另一新的突破。此书在运用立体描写方法记录民俗民间文学方

面有很突出的成就。如果三套集成都采用这种立体描写方法，将会，

取得比现在一般的平面记录更大得无比的社会效益。 7

。

人们只要把平面记录与立体描写这两种方法稍加比较就会发

现，平面记录忽视了民间文学的立体性特征，只记作品本文而不记

其背景资料和有关民俗，使人看不出它是在什么情况下为了什么

目的而演唱的，更看不出它是怎样演唱的、演出的效果如何，有什

么社会功能、起到了什么社会作用⋯⋯而这些对理解作品都是极

端重要的。所以只有用立体描写的方法才能真正保存民间文学的

原貌，最近刘魁立同志说，是否记录作品的背景材料是记录科学性

的标志。我想这是对民间文学记录工作科学性的一种新的理解，是

值得欢迎的。《瑶族风土志》运用立体描写的方法把民歌、史诗、神

话、传说、故事等作品放在民俗背景下，详细描写它的演唱目的、表

演过程，将作品作为民俗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进行完整的立体描

写，充分再现了作品的立体性，使它栩栩如生，如鱼在水中活动自

如，使读者对这一“活的文学”有一个真实、生动而完整的印象，这

样的立体描写，科学价值是很高的。如果对作品和民俗没有深入的

①即口头性，变异性与集体性。 一

@指民间歌谣集成、民间谚语集成和民间故事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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