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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库》出版说明

民俗学是研究民间各种风俗习惯的一门学科，它在我目

的建立和发展，已经历了半个多世纪，走过了曲折的道路。

目前，这一学科正在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引起了国内外越来

越多的人们的重视。为了继承和发扬我国各民族优秀的民俗

，文化遗产，促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团结，为了适应我

国民俗学科建设的需要，我社决定出版大型丛书——

一《民俗文库》，并为此成立了编委会．这套丛书将着重介绍

我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的居住、饮食、服饰，生产，交通、

婚姻、家庭、村落、岁时，节日、丧葬、宗教，道德，礼

仪，口头文学等风俗民情。为了雅动民俗理论研究工作的发

展，本丛书还将适当地收入国内外有关民俗学的专著和译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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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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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

各自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鲜明独特的习俗。我们深

一知，编辑出版如此大型的丛书，并非轻而易举。我们衷心希

望得到民俗学，民族学专家和广大读者的大力支持，使这套

丛书真正成为各民族民俗遗产的荟萃。 ，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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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南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少的一个民族，全国共
有64000多人，主要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环江，河池，‘

南丹，都安等市，县(自治县)：其中70％聚居在环江毛南

族自治县的上南、中南，二下南这些地方，俗称搿兰南”，素，

有搿毛南山乡"之称。‘一 ’、，-’
。

。 ．_．：一

’一 毛南山乡地处桂西北山区，紧接云贵高原东麓，东北部

．有九万大山，西北面有凤凰山，．中间屹立着茅滩山。与河池

市，南丹县、贵州荔波县及本县的水源、川山乡毗邻。．境内

’石山绵延不绝，溶岩遍布，奇峰耸立，千姿百态。地势为西

南高，东北低。东北部的半石山区，在山石之间有大，小决

平原，称作矗田垌矽可种水稻。西南部的大石山区，怪石瞵

岣，形成象蜂窝的一块块旱地，只能种玉米和其他杂粮，称

’作留垌场?。+ ‘t． ，’|．+⋯7． ?：． ．
。

j 7毛南族历史悠久，最早见于宋人周去非写的《岭外代．
，答》一书，称为搿茆滩?。以后在史籍中又有搿茅滩?二茅
难’’，搿茆难黟，“冒南"等称呼：毛南族的先民，先秦盱
为搿百越"的一支，隋唐时为搿僚人力的·部分。根据198孓

年广西民族出版的《毛难族简史》+·书中记载。；。搿毛难地扩
亦是，‘僚人’所居。由唐至宋，封建王朝先后在这一带设置。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宜州，环州，抚水州、安化州、镇宁州、河池州，南丹州等

等，均是包括有毛难族先民活动的地方。力毛南人自称为

“哀南"(单称)和搿窘南"(众称)，译成汉语是口毛南

人"的意思。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毛南人逐步形成了本民

族的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语言、共同风俗习惯和

共同的民族心理素质。1949年后，进行民族调查和识别工作

时，于1956年7月，承认为‘‘毛难族黟。1986年6月，国务

院批准改搿毛难族”为搿毛南族"，同年11月，批准设立环

江毛南族自治县。 一 ’一一 ’

1．|，

毛南族有本民族的语言，但没有本民族的文字。毛南语

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由于毛南人民长期与

壮，汉族人民交往密切，许多人都能操壮语和汉语通用汉

文。毛南族还借用汉字的音义记录毛南语，形成“土俗字骨，

用来记录本民族的民歌，保存着民族民间文化。 ．t

毛南族的经济比较落后，人民生活也很贫困。‘东北部半

石山区的田垌只能种水稻，但没有河流和水源灌溉，只有一

些山溪水和山塘；因此旱灾频行，有首歌谣唱道t 群毛南毛

南，十年九旱，三天不下雨，山裂地皮翻。"西北部大石山区

的垌场，耕地零星小块，俗称茹鸡窝地一，土层薄而贫瘠，易

旱易涝，只能种玉米和其他杂粮。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以

农业生产为主的自然经济，长期占主导地位量一劳动人民长年

食不果腹。同农业紧密结合的家庭饲养业，也因粮食不足而

不能大量发展，家庭手工业还处于口男耕女织修的状态。nl

区交通闭塞i资源缺乏，因而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到近代i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翻人民生活需要的增加，受磁

鞋，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影响，毛南族的手工业

2



、。 和商业得到了发展。在口三南，，地区出现了一批铁匠、万
．匠，纺织，染布和缝纫、编织，。制酒等行业的专业户．与此

同时，从宜山怀远、柳州，宾阳和外乡的商人，贩运来食
。 盐、煤油、布匹，．棉纱，针线、文具，火柴和铁器等，收购

． 和运出牛皮、烟叶，。土硝j青麻、桐仁、竹纸和山货等，打

意 、⋯，破了封闭的经济大门，促进了农牧业的发展。毛南族特产的

菜牛也远销到国内外。生猪饲养也得到发展，除供应本地

．外，还销售到邻近的水源，川山等乡和河池、南丹等地，商

业活动相当繁荣。据波J||村八十六岁的谭昌周公回忆下南六

圩商业盛况时说，每逢圩日．，外地商人从四面八方涌来。除．

街道圩场外，周围的田块以至路旁、山脚都挤满了赶圩的人

，群，每圩上市菜牛三、四十头，宰猪一百多头。春节前夕的圩

日，宰猪上市多达二，’三百头，均销售一空。1949年后，毛l
南族的经济摆脱了地主占有制的桎梏，在政府的颁导下，兴

修水利，实行科学种田，水稻地区变一苗为两苗。扶助大石。

山区农民发展菜牛和生猪这两项传统商品。修公路，办电

站，供销社、厂矿。民族经济得到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很

大的改善。 ， ．1，
‘，

。．

毛南族有本民族的生活习俗和文化艺术。他们在经济活

动，社会活动和文化活动中，有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如饮

食方面有“毛南三酸，，，称谓中有搿一生换几名"，狩猎中
的搿审虎"，建房时的上梁仪式，婚礼中的“叠棉黟和“开．

棉"等等，构成了“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民俗画

廊。毛南族是一个善歌的民族，到目前止巳搜集到的曲调有

。二十八种，歌词三万多行。还有毛南族的民间故事、笑话，

。谜语，谚语，寓言，民谣、舞蹈，戏剧等，内容丰富，种类

7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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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全。此外，他们的编织和雕刻艺术，也给生活带来了无穷
韵情趣。家庭生活用具，有许多是石刻制品，如石桌、石

凳，石槽、石盆，石水缸等等，造型多样，有的刻有几何纹

案，有的刻有花、乌、虫，鱼，金钱、葫芦象征吉祥如意的

。花纹。编织艺术以搿顶卡花彦(崩花竹帽")为最著名，

1949年后曾在北京和武汉民族工艺品展览会上展出，在许多

博物馆中都有收藏。 ·

‘

毛南族有许多良好的风俗习惯，体现了历史上的精神文

明，世代沿袭下来。但是，有些陋俗还束缚着人们的思想。

在社会日新月异的新形势下，我们相信毛南族人民会搿趋利

避害"。扬其民族精华，弃其历史糟粕，沿着建设精神文明

妁道路前进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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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乾隆年间，有一位毛南人谭灿元，他主持树立了

一 《谭家世谱》碑，请卢炳蔚、谭德成撰书，并“勒石永存力。
。

该碑载有盔妇女穿衣无裙"，反映了毛南族祖先服饰习俗．

·：毛南族的服饰，根据性别，年龄，季节用途和社会地位

的不同，：形成了各种类型和样式。．通常分为男衣．(毛南语称

“骨勒班")、女衣(骨勒别)、青年服装(骨勒作)，儿。 ，

童服装(骨勒结)老人服装(骨海老)。根据季节与用途区。
’

‘分，冬季穿的衣服称“骨年香罗，夏季穿的衣服称口骨年．

’突黟，、喜事j走亲访友、赶圩穿的称“骨拜板抄，在家做工‘
和下地劳动穿的称搿骨费工"，孝男孝女穿的孝服称搿骨

孝黟等等，至于以颜色，花纹、新旧区分的称谓更多，如花
’ 衣ⅡLI搿骨花’’，新衣叫口骨梅"⋯⋯等，对衣服的称谓真是 一

五花八门，不胜枚举。 ．。 一
“’

：。

’t女装，最大的特点是镶有三道黑色花边的右开襟上衣祀7·

滚边裤子。从衣领到衣襟镶有黑色花边。黑色花边有大条，’ 。

小条。大条有筷头那样大。镶大条花边费工少，缝制较客：+

易，：是日常在家和下地劳动穿的．小条花边有火柴梗一样纽．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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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缝制手工精细，穿起来也显得精致美观，是赶圩，走亲

访友穿的。女裤的裤脚也镶三条黑色花边。花边大小要和上

衣一样相称。盛装时头缠头巾，发髻插银簪或玉簪，衣襟挂
。

银牌，手戴银镯或玉镯，脚穿绣花鞋，肩背精致的搿顶卡 ．

花，，(花竹帽)：这样盛装的妇女；．、显得标致俊美。

。-男装称为五扣衣，也同女装一样开右襟，但不镶花边。

它的特点是有五颗晶亮的铜扣，’所以毛南语称矗骨娥妮"，

意即五颗扣的衣服。领扣一颗，右襟三颗，和领扣垂直相

对，安在肚脐位置一颗，下面开襟。衣服口袋和女装一样，

缝在右衣襟里不外露。盛装时头缠黑头巾，长约八尺。从左

至右有规律地缠在头上，头巾一端有布须，露出头顶，走超 一

-

路来，布须抖动，它象小羊角，故称羊角巾，毛南话叫“挂

爪罗。盛装时腰缠八尺长的黑色腰带。腰带的两头用红i

绿，黄，蓝、．自绒线镶成锯齿形的布须。缠腰时两头有颜色

的布须外露，下面穿宽筒裤子，脚穿白底黑面的布鞋。显得

英俊，虎虎生气。 +

+

，

，男青年和老年人上山种地，砍柴、打猎，都扎三角脚 ，

绑。有名望的长者，骑马去赶街或走亲访友，穿“骑马裤"0+ “^．’

这种裤子套在里裤外面，没有裤裆，裤头，裤简不相连，裤

筒口用绒线扎紧，喜事赴宴作客的长者要穿长衫，外面套

搿马蹬衣’’。’这种外套黑布铜扣，衣背下面开四寸长的口子， ；

衣袖口象马蹄形。 ．

，

。

i、+

，毛南族男女小孩均穿开裆裤，裤头用两条布带从肩上挂

下，不扎裤带·十三、四岁以后方用布条或线条做裤带。男

女小孩十岁以后就开始留辫，．辫尾喜欢结三个带有布须的绣

球·小孩戴的帽叫嚣皱帽"．用黑土布缝成一层或两层四个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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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 手指宽的布条，根据小孩头部大小，用线缝成圆圈，中间留’
“

～
。

有鸡蛋大的洞。戴起来既保暖又透气，拆下来洗也很方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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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妇女在家做家务或下地劳动，喜欢在腰间缠一块比

上衣稍长，能围到背后的围裙。毛南话叫矗多黟。围裙带甩

黑自线自织的花带，有菱形图案，：图案中交织出梅花点。佩

j 带时能表现技艺的高低。在冬季天冷时节j她们劳动时还爱．?
?

戴手筒。用一块小布缝制贴在手背上，五指没有套，中指穿
- 进线圈，筒尾缠在手腕上。这样防止手背因冻开裂。 ”．‘

，‘+ 毛南族妇女爱穿绣鞋，有“双桥"‘、搿猫鼻"=．t．靠云

头’’等三种形式。描双桥炒鞋用红，‘绿两种颜色，在鞋面上
’

镶成两条花边，象两座石拱桥横跨河面，也象一对彩虹吸‘
。

‘水，因而得名。 矗猫鼻’’鞋用五色花带，在鞋面上构成勾头 t

．

， 形的鞋尖，尖头活象小花猫的鼻子，栩栩如生。 搿云头弦赣

． 的鞋面绣有云藕图案，文静大方。这些精致的绣花鞋，通常 ，

．、 放在箱子里保存，赴喜宴和走亲时才拿出来穿。平时在家穿 ，．

‘

。黑色布鞋。毛南人走远路，赶圩多数穿草鞋。草鞋有用竹壳，
。1

竹棉和禾米草编织而成。1949年前，穷苦人家多数会自己编

’，。+ 织，但都很爱惜，’赶圩时把草鞋拄在扁担头，赤脚走路，劭
， 街头才洗脚穿草鞋进街。： 一 ，‘ ·

、

． ，毛南族的银器饰物给妇女儿童增添了光彩。除了银手镯’

，．外，还有耳环，银项圈、银麒麟、银环，银簪，搿五子登科’’ 一
+： 帽饰、银颤花，银钗、银梳等。青年妇女戴上耳环，表示已

出嫁或订婚了。小孩戴银锁驱邪襁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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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女衣服颜色喜欢蓝靛自染的青色和蓝色，很少穿黄色
‘

和白色，只有孝服用自布缝制。忌穿白色衣服串门·服孝男

． 女穿白衣，要进男I『家时，把白衣，自巾脱于仃外，才能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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