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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rH)7年12月．应外交部邀请，从江县小黄侗族大歌队和苗族岜沙汉演出队赴京参加外交部2008年新

年招待会，为各国驻华大使演出．囤为国务委员戴秉国与演职员合影。 (粟爱平摄)

2007年7月，著名学者余秋雨到从

江县岜沙苗寨考察，与岜沙抢手合影

留念。 (王顺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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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福

从江是难忘的地方。从大学毕业参加

工作到1992年，我在这里度过了23年的黄

金岁月。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转眼间离

开从江已16个春秋，但从江的一山一水一

草一木，点点滴滴仍然历历在目，未能忘

怀。从江是美丽的地方，古往今来，勤劳

朴实的从江各族人民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

辛勤汗水开发和建设着这片富饶的宝地，

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造就了诸多风流

人物。她青山绿水的佳境，让无数游人流

连，乐而忘返，古朴的民风民俗、原汁原

味的民族文化吸引众多海内外专家学者前

来考察研究。

这里有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从江是

全国重点林业县之一，全县森林覆盖率高

达65．7Z，县内气候温和湿润，森林植被丰

富，珍稀野生动植物繁多，月亮山、孔明

山、太阳山保存有大面积的原始森林。是

人类返璞归真、回归大自然的理想之地。

这里有古朴瑰丽的民族文化。从江境

内苗、侗、壮、瑶、水等少数民族占全县

总人口的94％，千百年来，各民族在与自

然交往中创造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形

成了独异的民风民俗。这里有世界上著名

的原生态文化村——岜沙，有中国侗族大

歌之乡——小黄，有名扬海内外的增冲鼓

楼。走进从江，您将感受到苗族锦衣绣裙

的绚丽，侗家织锦的斑斓，壮家服饰的端

庄，水家土布的意蕴：聆听到天籁之音的

侗族大歌，沉郁的苗族古歌，欢快的壮族

歌谣．领略到苗族芦笙舞欢快的舞姿，侗

家哆耶时奔放的豪情，水家激越与深沉的

铜鼓节奏，

这里有和谐安宁的人民。乡民们男耕

女织，R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和谐宁

静的生活。各民族间同生共荣，在“大杂

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下，建构起一个平

等谦让、安定有序、和睦友善的社会。

这里有健康质优的特色食品。从江

“金不换的土地，银不换的气候”以及良

好的生态环境培育了众多名特优产品。

这里有全国闻名的部优产品从江槿柑，肉

嫩味香的从江香猪，是农业部认定的“南

亚热带作物名优基地“和“中国香猪之

乡”。您还可以品尝到鲜香可口的从江香

糯、牛(羊)瘪、腌鱼、红肉、乌米饭等



地方美食。

民殷物阜时，文化必繁之。《从江风

物志》的出版是从江各族人民政治生活、

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是从江县文化

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项重大

成果。《从江风物志》是第一本比较全面

系统地记录从江民族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

的重要史书，它资料翔实，品位高雅，内

述。宛如一幅幅传神的素描，连缀成了；I_

丽多姿的优美画卷。<从江风物志)是7

解从江风情的好书，它将带您走进神秘的

苗乡侗寨，走进旷世奇美的从江。

值此书付梓之际，由衷高兴，借以此

序，表示祝贺。

譬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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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世代居住在

这里的苗、侗、壮、瑶等民族，创造和形

成的奇特、古朴、原生的民风民俗，极具

诱惑力和感染力，让人遐想联翩，流连忘

返。一直想得到一本全面了解双．j工风情的

书，今天终于如愿，心里高兴之时，也时

时被书中所描述的千种风情所激动。

这里是歇的海洋。以小黄侗族大歌置

代表的侗歌。是你只要进入这片土地就会

听到的天籁之音。侗旅只 ^祝歌j+廿爿

食粮，为人之本的民族，亿7『1茔爱 囊i

身、歌养心。”讲古论令f-数，劳动，1J曩．

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用歌 ，J宾接客进^1-

歌。足见歌在他们生并{㈣地憧。’r，唆人

歌是多声部无伴奏复。。^。宰1一，。。

来，恰似大珠小珠落了i‘ 焉乒耳x

声唱起来，如涓涓溪才、．0美!i：置，’-zj

心田：男声唱起来，高一j。亮似太j一

流；千人齐唱其气势蜘／，--介腾 l’^二

撼陶醉。侗族大歌还以收仉口然界。一蝉Hi．

乌叫而著称，他们的代^。。多次仝蚓几“、

演出，轰动巴黎，震惊1A、幺i一

这里是世界木质弧一。。‘直锣置 峨

楼，集亭、台、楼、桐 二．三7二，0
1

寨的标志性建筑。从钌矗，矗i1差违。。：lj

熙年问，至今300多年，j。，t甜万；、．：‘

●
——●

型雄伟，全木质，而不用一钉一铆，是国

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像这样的鼓楼，全

县共有100余座。造型各异的花桥、戏台，

依山而建的吊脚楼，让你目不暇接。

这里是美食的天下。牛(羊)瘪、香猪

肉、烧鱼、香鸡⋯·你可以尝尽鲜嫩的山

争．j、兀恩蜀．

、!畏衰赞-．。“j_囊努j_

一：‘r。i矗M一二。q t÷囊■=曼2～“-

7、。导万、r： 。、囊，、萋囊、

■一一口，^等． ^i巧j童．还。

。、H篮I。二"1：II．舟 一F辰～，r，

耶会l伊、心Ⅲ例h I㈠热。

』。jir LHI ‘z—tt一瓮j义订／

j．掣1最重^i蕞．r‘⋯ji誓耋喜÷4：I

j、j”蔓高度，强调“文化实力是综合国于

一。?、点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江有积溢

：。一晶民族文化。这些原始古朴、奇特多梓

的文化现象是从江人民的宝贵财富，也是中

华民族文化宝库的瑰宝。<从江风物志)轻

全面地记述了这些多姿多彩的风情和文化，

是一本了解从江、认识从江的好书。是从江

文化建设的新成果。它不仅是提高我县“软

实力”的需要，对于抢救民族文化遗产，开

发我县民族旅游，进一步提高我县知名度都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共从江县委书记杨俊
从江县人民政府县长王之政

200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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