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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Ìî菜是荷中间正式认定的5:1个少数民族之一.也是世州省M个世居民族之一

水族主要分布在22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 ~fì州的三部水族自泊县(以 F简称三者1\

k!. J 手1I与之l毗邻的JÆ坡、独1I1 、 部仨j等县dT，以及黔东南苗族{同族阳台州的脐f[、卅寨、函'

111 、 从江、金1J河哼丛此外在广丙壮族自泊区和|云南省也有少世分布广阿t'1(J /K族主要分

布在南)'J 、 环~L 问池、融水 、 都安、宜111 、 米宾等县市云南的水族主要分布在富源县市

敢水族乡

"/K族"这一俨1称是新中国成立后.恨据多数水族代司表曼干初讪自然领H讪iI的意!见址于1凹O讯年

12月2剖I I:l报经同务院I正E式定名的在这之前， J水k族曾一度被称为 .. ‘γy水k家族"历史上水族被

稍称;为 ‘ .. γ/水Ku白7γ" 、 "，‘/水k家f苗E ."' 、

"飞su川i ,,, , 1汉叉盯i讯再击剖i译季为"/水K' ，战斡称、为"/水k族.. IVJ代tl5露《赤雅》中有 "J)<亦僚类"的记载，可

二部县城一角(罗券'尽摄)

1)<族!反lf行志一-4



说IYJ ..水"这一称呼在明代就已山J1~ i古代《 百由国》载水家苗在荔波县，雍正「年白J粤

两l生辖于黔之音|怜j府‘男子s:植猎， JI:r-苦纺织.有.;j(家布'之名 穿h防科短衣.四|因组花

布"从其描述内容看..水家苗"就是今天的水族

;](族有自己的语言 *~吾属汉藏i再系壮恫白族{同水语支在语法、声阀、吾节、 词汇等方

丽，lKr吾与lüji再族的其他语育如恫i哥、 毛南语、{么佬店等有许多共同的特点水iE的卢lJJ:显得

卡分庞杂、少者!)()个左右.多者达穴)余个.如l三il，~ ìfï有多达ï .1个声町水i再有8个音: i)ð]. 只I f-l舒

卢U司(j/j'-，促卢 iJ~j2个;j(m不分方7军内部一致性较大.一般都能边i舌.但rr:(E上悟羞}千" 有三

ìl，~ ‘ 阳安、潘i间三个土iE区水族还有一种古老的民族文字u叫"水Î~". ;j( i再称为 "Ie'sui ' " .多

为象形字|刻有一些字类{以汉字的反写、 !到写.又被称为 "反书" ..;](书"有单字王()()余个 l ， 一

般只有水书先生(鬼师)才能读懂并使用大部分水族群众均不认识 {I1< I-$~主要川子占卜

巫术以及婚蝶、丧葬、建房等重大活动中，与水族人民的日常生前、生产泪却j密切相关

水族师、于ï'ï代"百越"族群中"骆1毡"支系，早在秦汉之际就已定居在黔桂毗洼地区

历经秦汉至初店近1二年的发展，lK族到店代正式形成单一的民族店代为JJ时虽)(.j水族J'I!!.

区的统治‘在广西西北部水族聚居区设立了抚*州.下拮京水、抚水、 多莲、 占劳四y-元、

l川 、 清三代，中央王朝在水族地区普i也推行土司制度. 进一步JJII强了对水族地区的统的

雍正九年 (1 i:~l 年) .清政府在今夭三都县的都江棋设置都江厅"建土城.求告|已j

府…，. ，设上江协、同城.分营置1队，以资控制诸苗.. 2至此，;j(族地区完全纳入中央王朗的

统泊版图

(1) 关于水书字数. 争议较大: 潘一志先生认为有几百札《三者ß水放自治县士、》认为有100余字.

《水族简史》认为有400余个近年来. 水族学者潘剌霄认为. 如果加上异体在内. 水书单字要翅过

1500字. 甚至更多~ 2004年出版的《中国水族文化研究》认为水书有500余个单字. 采用此说

豆 王立云: (都江纪要) ， 载 《三部水族自治县主}贵州人民出版社 ， 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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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水族民间传说看.水族先民最早是从江两、广东、广阿等地不断沿龙江、都柳江向

西北迁徙到现今分布地的。 因迁徙路线和迁徙时间不同，今天分布在龙江上游和I t!fl~柳江上

游的水族无论在语言、 服饰还是在生活习俗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有的学者更是从水

族生活习侨以及《水书》等研究认为水族的祖先来自北方..盖即殷之遗民" I 近年来.一些

水族学者llli过对水族独有古老文字典籍《水书》及水族自称"瞧"的研究，进一步推断水族

发源于河南帷县及帷水流域这一观点提出后，引起学术界激烈H论，支恃者有之，反对者

也不少，孰是孰非.还有待深入探讨。

民国三 卡年( 1941 年)， 三合县和部江县合并为三都县新中|五l成立后，于1 9Sï年1月2

"在原三都县的基础上.将周边荔波县的周罩、 九l汗.榕江县的新华、 ;K尾，都生J县的基

场、?番洞、富河以及独山县的林桥、 翁台等部分水族聚居区则归三一部县.成立了三部水族

自治县。据1958年2月统计资料显示，全国水族人口为IS5169人， 三者[\县为lOï()O/~人 1990

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国水族人口为345993人. 三都县为1M98ï人 2000年第五次人

口普查全国水族人口406900人， 三者[\县为189128人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全同水族人口

41184ï人， 三部县为184:H8人。 由此可见，三都不仅是全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也是全国最

大的水族聚居区

2006年5月20口，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选产名录 . 71<族的71<书、马尾绣

背带以及端节习俗榜上有名.成为水族传统文化的最大亮点、

在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71<族人民不仅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文明，也创造了

灿烂辉煌的精神文化。具有浓厚民族特色的水族民俗是水族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我国56个民族民俗风』情园地中的一朵烂漫的山花

①张为纲:<水家来源试探} ， 载吴泽霖、陈国钧等著《贵州苗夷社会研究} ( ~苗夷研究丛干IJ} 之

二)‘ 文通书局，丁942年

7一一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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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方式

农耕

水族"脱阶"于韬作农业型的"自越"族群， 因而继承了百越传统的稻作生产方式水族的

稻作农业历史悠久，至少在隋店之际就已出现，但当时种植技术一直十分蔼后，仍然处于刀耕火

种阶段地"宜五谷，为舍|剑、岁一易之"、 I "虽有舍阳、收谷甚少H .)水族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

在水族民歌《造瓦谷》中也有生动的描述·

"咱远丰且， 烧荒开坡， 从那时， 才种极食 ;

冬腊月 ， 天干少雨， 1散小米 . 正该准备。

咱远祖. 磨快柴刀 . 个挨札走进山里;

护松杉. 只砍杂木 ， 留果树， 除去荆'f(o

大棵树‘ 抬回家用 . 小恨木. 留在地里;

春三月 ， 枝叶干透， 放把火， 烧成月巴泥 tt :i 

IIJl j占之际啕随着大批军队入籍贵州也UJ戍边以及水族对外交往的不断扩大.1又族先进的

农业生产方式开始传入水族地区.牛耕得到推广.生产效率有了很大提高部匀"四面在网路

者溪流环绕，多属于亏映，东路则层峦叠峙.半系山出.，荔波·‘一夫力耕可致二百秤(十E斤为一

秤) ,. I 18，_j.(J年后，水族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与周边地区汉族或且他少数民族先进的农业生产

水平已基本接近但也有不少地方特!tl IJ.hl:边远 111区一直处在刀耕火种阶段

水族地区历来部以种植水稻为主.小米、苞谷、小麦次之.经济作物有讪菜、棉花、花生等」

传统的生产工具主要是锄头、翻锹 、 把(分犁丰巴 、 钉丰巴和秧祀)、刀(分柴刀、镰刀和摘刀)以及

用于打谷脱粒的谷阳、箩筐和A;，ì担等. 加工大米的工具主要是杏 ftff. ω 1998年笔者在三部县水龙

乡f I~恭忖调查时.看到当地水族妇女仍在使用吝瞧)111工大米水族生产工具有的种类齐全.有

专门的功J-H女11刀就分好儿种.有柴刀(肘子砍柴) 、 镰刀(用子割草或收需1]) 、摘刀(主要用于收

割糯韬)等翻瞅是水族地区较有特色的生产工具，外形与古代农具"来租"相似，月j长约l.2米

的水丫校做成. 上端安装有木扶手，锹U宽约10厘米，长约20厘米.带有牵口.安装在木丫枝的下

端.在翠l-l Ú(J上方i王横置长约lO厘米的木柄，为翻土时脚踏之月1 在无法使用牛耕的坡地上.翻

①《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南蛮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4

3去{宋史》卷四百九卡五 . {蛮夷传》三，中华书局标点本

币;黔南州文研室、三都县文研主编 : {水族民歌选: 岛黛瓦> ， 内部发行.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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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族

锹翻土既快又i来.效率特别高.所以这种生

产工具一直被保留下来

农业生产中女芳男边的现象 1-分普监

归女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在水稻种植轧从

播种、 栽秧 、 抬粪施肥到 F出暗?央直至收割

的每一个环节，青[\无不渗透着广大水族妇女

的辛勤汗水现在男女共拼虽已比较常见‘但

妇生:在回rlJ]地头劳动的时间仍较男子为多

新中国成立后‘水族地区农业生产有

了很大的发展，落后的拼作方式得到改变ι

兴修水利.扩大农田灌溉面积.推广良和|飞吱

进栽培技术，加强病虫害防治以及施用化

肥等，使水族地区农业生产水平有了显著提

ft 

到J9Rï年底，仅三都县就兴建大小号1*

工程B78处.蓄水工程 168处噜设 ì 1-灌溉而积

累计达ll lJ.59丽，保证灌溉面积8:~876亩在

水族地区现已建成的水库中以位于三者1\县恒

丰乡的芒男水库最为著名该工程于1977年

正式动工兴建.两年后闲经费困难下马 J990

年再次上马，到1999年工程竣工该工程总

投资::l250万元.蓄水量250()万立方米，灌溉丽

积，4 l70()亩.发电装机容量320千瓦电受益水族

人口近5万人芒勇水库不仅是U前水族地区

最大的蓄水工程，而且也足: /J(jj奈地区综合利

用放益最高的水利工程该水库的述成.使

水族聚居区数万市的"望天水"旧变成了早

才叶飞妇女在育侠(罗春乎在摄)

4~t稻草的水动;妇女 ( 三部民委提供)

涝保收的丰产旧，改变了~期以米人畜饮水网难的局面

/K族地区的水稻品种也在不断更新 ]91，9年以前.水族地区水稻种植品和I'~r\是每年秋收

~T没必达: ~黔南识略》卷十一. 载《黔南识略 ·黔南职方纪略~ ， 贵州人民出版社. 才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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