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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义仁，韦廉舟同志在有关单位和同志们的关心支持

下，经多年努力，搜集整理写出‘布依族民俗志'。从饮食、

服饰、居住、婚姻、节庆、娱乐、礼节、荣忌等方面介绍布

依族的民俗。对一个原来没有文字的民族来说，是个良好的

开端。这些资料，将为研究布依族的民族学，文学、民俗学、

哲学和美学等学科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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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基本情况

第一节 自然环境和人口分布

布依族是我们伟大祖国大家庭中的一个勤劳、勇敢，历

史悠久的成员。她同其他兄弟民族一起，共同缔造了祖国光

辉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为祖国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繁荣昌

盛，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全国布依族有二百一十二万多人，主要分布在贵州的黔

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和安顺地

区。其次是贵阳市、六盘水市、毕节地区、黔东南苗族侗族

自治州。此外，云南省的富源、罗平、马关、河口等县和四

．JJl省的宁南、会东、木里、普格等县，也有布依族居住。布

依族与汉、苗、侗、彝、水、瑶、仡佬、壮等民族相互为邻，

是一个既聚居又与其它民族交错居住的民族。

贵州的布依族大部分分布在东经104。107—108。10p和北

纬24。107—26。607之问，在乌蒙山脉南麓及苗岭山脉的南部

和西部，海拔在400米到1100米之间。布依族居住地区山峦起

伏，地势复杂，兼有山谷盆地和坝子，地势由北向南倾斜。

高峰有云雾山、斗蓬山等，河流有红水河、南盘江、北盘江，

三岔河、曹渡河、棒江河、六洞河、都柳江等。沿河地带土

质肥沃，气候宜人，雨量充沛，全年平均温度约在16搌氏度



左右。南部靠红水河一带，属亚热带气候，平奠温度为19摄

氏度左右，雨量在1200—1400毫米之间，无霜期约为八个月

左右，森林覆盖面原为30％左右，惜前些年砍伐过多，屺山

秃岭不少。近年来各级人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护林育苗的措

施，林木繁茂的原貌正在逐渐恢复。

第二节 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布依族地区的土地、气候、雨量，适宜于多种农作物的生

长。粮食作物以水稻、苞谷、小麦为主。次为大麦、旱稻、

小米、高粱、红稗、豆类、薯类，黑糯米是其稀有的特产。

经济作物有棉花、甘蔗、茶叶、油菜、烟草、木棉、桐子、

茶子、香菇、木耳、土靛、苎麻等。果类有花红、黄果，桔

子，桃、李、杏、梨、枣、葡萄、枇杷、香蕉、芭蕉、橙子、

无花果、龙眼、荔枝、槟榔等。瓜类有东瓜、西瓜、香瓜、

大种黄瓜、木瓜、丝瓜、棚瓜、水瓜、地瓜等。药材有艾

粉、天麻、杜仲、五倍子、黄草、倒提壶、桔梗、花粉、地

柏枝、勾藤、三颗针等。木材有松、杉、柏、枳木、青嗣等。

飞禽有金鸡、鹌鹑、信鸽、箐鸡、竹鸡等。动物有虎、豹、

熊、鹿、獐、野猪、岩羊、山羊、狐狸、野狗、水獭、猴、

兔等。鱼类有青鱼、鲤鱼、大鲵(娃娃鱼)、团鱼、鲫鱼、草

鱼、鲢鱼、红尾鱼等。矿产有煤、铁、朱砂、硝、碱、铝、

磷、锌、锑、锰、铜、重晶石、冰洲石、玻璃砂、石棉、

硫磺等。另外，布依族地区山峦高竣，江河多，水流落差大，

水利资源极为丰富．

解放后，人民政府大力发展交通事业，布依族地区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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琶县县通汽车，大多数公社也都通了汽车。黔桂、滇黔铁路

穿过境内。红水河、都柳江、南盘江、北盘江部分地区已能

通汽轮和木船。交通事业的发展，促进了工矿企业和水利建

设事业的发展，丰富的水利和矿产资源得以开发利用。布依

族地区已建立了初具规模的现代化的工业，如农机、水力发

电、造纸、建筑、机械、煤炭、纺织、皮革、化肥、电子、
。

酿酒、食糖、食品等中小型工业，为布依族地区今后的工业

发展，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国家。六五计划”内的93个重点建

设项目中的南盘江天生桥水电站和红水河水电站正在兴建，

建成后对布依族地区的经济建设的发展，将起到极大的推动

作用。 一

第三节族源和族称

关于布依族的族源问题，有土著说与外来说两种．根据

布依族地区已发掘出来的许多新旧石器时代的器物和化石，

如“穿洞"，矗猫猫洞斗、“飞虎山打等地的出土文物证明，现

在的布依族地区在新旧石器时代已有人类的活动。历年来，

布依族大部分地区称汉人为“客家-，汉人称布依族人为“土

人簟．《黔西州志》和‘独山州志11,则称布依族为“仲家”(这

是过去对布依族的称呼)，认为是“土著之民一。贞丰、安龙县

一带，在过年肘老人都要念一些世代留传下来的唱词，恭请

祖先从原来居住的地方来过年，这原来居住的地方都在红水

河、白水河(北盘江支流)一带。凡此种种，都证明土著之

说比较符合实际。即是说红水河和南、北盘江一带是布依族

纳发源地，是古越人的一支。古越人分布甚广，很多史帑

·，。



都记载现在的贵州中南部原属古越地。持外来说者约有三种

论调。一种认为贵州的布依族是明洪武“调北征南，，时来

的，很多家谱都有这样的说法。我们认为历史上确有这件史

实，这批到贵州来的人大多是随军来的将领和士兵，当然也

有少数的移民，由于他们长期驻扎在布依族地区，其后代已

与布依族融合，这是可能的。例如旧社会的杨、王、黄兰姓土

司，其家谱都说他们祖先是从外地被皇帝派来征服和管理少

数民族的，后来他们与布依族居住在一起，繁衍子孙，就自

称为布依族了。另一种说法认为t。八番土司"是随马殷从邕

营来的，将领和土兵是布依族的先民(对这个史料，史学界还

有争论)，即便是事实，也如上述“调北征南，，的说法一样，他

们的后裔也因随布依之俗而被融合了。再一种说法认为布依

族都是从广西北部迁来的，这也是事实。因为清雍正五年，贞

丰、安龙、册亨、望谟、罗甸和兴仁县的一部分，都是当时拨

粤归黔的，荔波县也是从广西划归贵州的。这一大片土地上的

众多的布依族，世代都住在这里，以前属广西，现在归贵

州，怎能说是迁徙关系呢?以上史实表明，布依族先民全部是

从外面迁来的说法，显然不可信。封建社会，少数民族被歧

视，布依族中的一些读书人为想参加科举应试，互相传抄家

谱，忍痛隐瞒了族属。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载有“调北征南"

的家谱，很可能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我们看到一些布

依族清初以后的汉字墓碑，始刻有字辈。由此可见布依族地区

到了清初识汉字的人才逐渐增多起来。‘兴义府志’卷四十四

记载：清康熙三十四年巡抚于准巯请南笼等处皆设义学，-土

司苗民子弟入义学读书者听令教官督教静．固其传抄家谱可能

是从清雍正时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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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依族的先民是古越人的一支，已被很多历史学家所公

认．清代莫与俦．：都匀南齐以上考'一书，认为在南齐以前，

南中地的乌江以南，均属古越地，是古越人活动的地区。东

汉以后直至唐朝，属“蛮"和“僚一(“僚"和“蛮"是对少

数民族的侮称)．越、蛮、僚种别和支系是众多的，有。百

越一，。百蛮p之说。宋、元时代有“西南番一，。八番彦的记

载。根据这些史料分析，布依族是属唐代以来所称口番节，

_蛮”的一部分，如。八番”巾的韦、罗、卢、龙等姓氏，

现在仍是布依族中较多的姓氏。到了元朝开始出现“仲家"

的名称。如元史记载有t-栖求(今长顺)等处仲家蛮”，明、、

清以后，史书、方志均有仲家的记载。

布依族的姓氏较多．但不少姓氏则成片的出现，如独lI|、

荔波的罗、黎、莫，白、蘩、王、覃等姓，都匀、平塘的

陆、莫、韦、罗、赵、索、唐、李等姓，贵阳、惠水、贲定、

长顺的陈、韦、黄、王、罗等姓，望谟、罗匈、册亨、贞丰、

安龙、兴义等县的王、黄、陆、岑、韦等姓I镇宁、关岭、紫

云等县的伍、韦、罗、卢、马等姓．

对布依族的称呼，史书上载有“仲家-、“仲苗斗、“仲家

苗骨，“侬家苗"等，有的带有侮辱性，把单人旁写成“暑斗．

‘普安州志'说t。仲家有三称。一日青仲，二日卡尤，三日

布笼。嚣又说t。仲家中又有‘花仲’、‘花苗’、‘花夷’。”汉族称

布依族为“仲家、土人，土家、夷人、土边、水户矽等等。

有人又称威宁县一带布依族为。白仲膏，称六盘水特区一带布

依族为“青仲修。在1日社会，布依族内部也各有互称，如望谟县

布依族称贞丰县布依族为矗布拉一，贞丰县布依族称望谟县布

依族为“布笼一，望漠县布依族称册亨县布依族为“布样-，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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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和罗甸县的布依族称望漠县的布依族为“布曼一，望漠县带

依族称罗甸县布依族为。布绒”等等。为什么有这些互称呢?

这与历代反动统治者的民族蘧迫政策有关，因为汉族歧视步
数民族，而少数民族本身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也歧视附

近的民族，同时本族内部因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别也互相歧视，

如住集镇或平坝的布依族歧视附近山村的布依族，称他们为
“布落计，自称为“布俗，．但是不管相隔多远，或生活习俗差

别多大的布依族本族内部，都是一致的自称_Buxqyaix嚣(且p

布依)。只因方音土语的差异，把矗qyal x扫音读成“qylx"

或‘‘qyeix抄或_qy-oix。'罢了．如镇宁县扁担出一带读
_Bouxqylx-。汉译音。褒羽，，贞丰一带读_Buxqya|x-，汉译音

私布起嚣，望谟、册亨～带读aBuxqyolxf，汉译音。补崖竹．

一九五三年党中央、国务院与布依族代表协商，按照本民族
的自称，将民族名称统一为。布依族骨．

第四节 光荣的斗争史

在漫长的岁月里，布依族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不仅

与其他兄弟民族共同开拓了苗蛉山区和广阔富饶的红永河及

南、北盘江流域，而且也为了自己民族的自由和幸福，同历

代的眨动统治阶级进行了无数次英勇顽强的斗争。据有关历

史资料记载，宋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荔波县布依族人民

在蒙赶等人的领导下举行了反对宋朝统治者的起义斗争。元

大德五年(公元1301年>宋隆济领导八番顺元路各族(包括

布依族)人民起义。明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罗甸县布依

旗壬乃．王刚领导发动了抗暴斗争．清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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