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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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在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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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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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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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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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九八六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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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人口最多的一个少数民族，据

一九八二年普查，人口为一千三百三十七万八千一百六十二

人，其中的一千二百三十三万多人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

九十多万人分布在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三万五千多

人分布在广东省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和怀集县；一万多人分

布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五千多人分布在湖南省

江华瑶族自治县境内。

壮族居住的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物产

丰富。特别是南部地区，终年无霜期，作物可以两熟。粮食

作物以稻米为大宗，经济作物中甘蔗产量占金国第二位。桂

西地区山峦重叠，无数的珍宝，如广西的八千多种高等植

物，四十多种国家保护的珍贵动物，二十二种大宗土特产，

就大部蕴藏在这些青山怀抱中。在山谷问奔腾的红水河，流量

相当于黄河的三倍，是壮族地区一大财富。壮乡又被称为水

果之乡，这儿四季果木葱茏，常年果实飘香。所产龙眼、荔

枝、芭蕉，果蔗、菠萝、沙田柚、金桔等，饮誉海内。得天

独厚的壮族地区，山青水秀，风景如画，是祖国南疆一块富

庶的宝地。

为了开发祖国的这块宝地，壮族祖先洒下了辛勤的汗

水，付出了巨大的劳动。早在五万年以前，。“柳江人"就活

跃在西江上游和中游。一万年到几千年前，壮族先民的足迹

一l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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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及岭西。西汉以前，壮族祖先被称为西瓯，骆越，他们是

蛉南百粤矗0重要部族，今天的壮人就是他们的后裔。汉代以

来，壮族先后有乌浒(汉)、俚(汉)、僚(三国)、偎

(晋)、、僮(宋)等族称，解放后统一为僮族。--31。六五年

经周总理提议，改称壮族。而各地壮人依然有布壮、布侬、布

越、布土等十多种自称。

经过漫长的历史发鼹，至迟在春秋晚期到战西初期，壮

族社会开始发生分化，进入了阶级社会。从那时以来一直到

隋唐，壮族经历了人类社会的第一个阶级社会——奴隶社

会。唐代初年，唐王朝在壮族地区实行羁縻制度，是为领主

制之开端。宋代建立土司制，标志着封建社会的第一阶段

——领主制完全确立。宋代到明代中叶，是土司制的发展、

上升时期，对壮族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壮族地区的经济

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但是，由于领主制本身的残酷性，它最

终变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从明末开始走向衰落。清初康

熙，雍正，乾隆三朝，猛烈推行改土归流，标志着土司制的

瓦解和地主经济的确立。--)k四。年以后，壮族地区同全国

一样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后壮族社会的发展，基本

上与内地同步。

在长时期的历史进程中，在汉族先进文化的巨大影响

下，壮族人民用自己的智慧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为祖国的文

化宝库奉献出一份珍品。名扬海外的铜鼓，从发源地东移列

壮族地区之后，在壮旅袒先聪明才智的甘露浇灌之下，发展

到它的鼎盛期。花llJ崖壁画规模之大，绵延之长，足以和世

界上任何同类珍品楣媲美丙无逊色。澎湃的歌海浪花，通过

也影《支lj三姐》流布五洲。壮族人民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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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文化，使他们无愧于中华民族的一个光荣成员。壮族文化

是丰富多彩的，我们在本书所要阐述的，不过是其中很小但又

也 很重要的一部分——民俗。

风俗习惯是人们根据自己的生活内容、生活方式和自

然条件，在一定的社会物质生产水平之下，自然而然地创
一1

，造出来的，世代相传，成为约束人们思想和行为的规范。

它是可以捉摸的，它的产生受壮族社会不同阶段生产力及物

质文化水平的制约。它有自己的表层莉l深层结构，在服饰、

饮食、居住、婚嫁、丧葬、信仰、生产、交通、贸易、社会

组织及文化艺术等方面，自然地表薅出壮人的心理特征，行

为方式和语言习惯，从而在内容和形式上表现为心理民俗、

语言民俗和行为民俗。壮族民俗和一般民俗一样，具有民族
： 性、地区性、实用性、传承性以及封建性、原始性和神秘性

， 等特征，但古越人的独特文化，岭西的自然环境，壮族社会

发展的历程以及汉族文化的强火影响，又使它具有自己的个

性。首先，壮人的风俗与古越人有密切的传承关系，在语

言、文学、生活习俗上可以看到越族文化的延续。这种延续

’ 加一L五岭的峰峦，在一定程度上挡住了中央王朝等级制度的
j 辐射，使壮族风俗产生另一特点，即封建性相对减少。例如

：．． 妇女在社会生活中有较大的发言权。再就是地区性的差别较

大，某一风俗在壮族各支系各地区中常常表现出不同的形

态，使壮族习俗具有多样性，这大约与地理环境有较大l勺关

系。壮族风俗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这就是它：拇内向性和某

种程度的隐蔽性。这是因为它的深层结构(特另目是心理民俗

、 和语言民俗)具有相对的稳固性，而表层结构则比较松放，

易于游移。所以初到壮族地区的人，表面上很难一下子形成

一3一、



通常刭其它民族地区容易形成的，由五颜六色的服装、特殊

的行为所造成的强烈印象。壮族通常是用其它民族易于理解

和接受的方式进行社交的，所以容易造成无民族特点的假

象。但是，当其它民族的人到壮族村寨一段时期，就会发现

这个民族特殊的心理素质。最后一点，壮族风俗受汉族风俗

很大的影响，例如节日，几乎所有的汉族节日都排上了壮族

节日的日程，甚至在汉族地区消失了的节日，依然在壮嫉地

区存在。壮人对汉族以及其它民族风俗的吸收和消化是比较

快的，这也是表层结构松散的重要原因。。

上述壮族民俗的特色，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任务，

即用唯物辩证法来研究这些民俗产生和发展的社会条件，用

历史唯物主义来揭示它的发展规律，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来

揭去它神秘的外衣，说明为什么多数民俗并非产生子科学

的认识，而是在谬误基础上产生的错误判断。同时从中提取

那些对研究民族历史文化有价值的东西。总之，’当今研究民

俗，猎奇已经不是引导我们探索的动力，对历史上曾与某种

经济生活相适应的良俗的怀帕更不是我们的目标。为了建设

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要求我们把民俗放在某种特殊效力的

溶液里，分析出其有效成分和应当淘汰的成分。对于那些属

于人们行为的有实用价值的良俗；那些经过历史的筛选，虽

然还有迷信插入，但基本上是良俗的，都应当批判地吸收，

赋予新意，发扬光大。那些不利于生产、有损健康、有碍于

科学文化的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陋俗，则应当通过宣传教

育，通过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文化，促使它们早FI在壮族社会

中销声匿迹，到历史博物馆中去找到自己的位置。当然，用

任何强制的办法对待民俗都会适得其反的。

·一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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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 饰

衣饰是人类走向文明的一大步，早在骆裸国时代的壮族

先民，出入岩穴也不曾忘记在腰间系一张兽皮，遮一片蕉

叶。’从那时以来，壮族祖先的衣饰不断地为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化生活的进步所推动，．换上不同时代的色彩。这种变和不

变的结合，逐步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色彩的服饰。．

一般服饰

你如果到壮族山乡的小镇上去采风，在熙熙攘攘的人流

中穿行，你会感到一股朴实的民风扑面而来。姑娘们的服装

是那样的端庄得体，朴素大方。她们一身蓝黑，裤脚稍宽，

头上包着彩色印花或提花毛巾，腰间系着精致的围裙。上衣

分对襟和偏襟两种，又有无领和有领之别。姑娘们就在这蓝

黑为主的底色上，表现出各自巧夺天工的本领和审美的情

趣。你看那位俊俏而略带腼腆的姑娘，头上是一条雪白的提

花巾，上身是天蓝色撒花(小自圆点)偏襟衫，襟边、下摆

和袖口镶着一道宽约一寸的红底五彩花壮锦边缘纹样，围裙

上有一道富于变化的花边。裤子是黑色的，裤脚镶两道花

边，一道宽达五寸，另一道在上，宽仅半寸，为菱形连续纹

样。这一身在平稳中透出青春热力的服装，显出壮家姑娘的

纯朴美。她身旁的一位女友则不同，大眼睛显出大胆和热

·。一5·-一



情。她敢于打破传统，用桃红色的布料做上衣，为了稍为减

弱那惹人晃眼的颜色，她用蓝色的纹样镶边，衣领的镶边为

黄色和红色链形边缘纹样，十分精巧。她系的是小围裙，上

面有几条金色和粉红色的小金鱼，周围卷起浪花，漂亮极

了。姑娘们在劳动的时侯，少不得有一块垫肩，也是绣得漂

漂亮亮的，是一块结实而精致的艺术品。她们系头巾的方法

很讲究，总是设法把穗络垂在左右耳边，走起路来迎风飞

舞。这套服装是六、七十年以来流行起来的，如果往上推一

二百年，则是完全不同的。那时候她们穿的是短衫，长仅及

脐，与现在傣族姑娘的紧身短衫相似。下面是百褶长裙，衣

裙都用五色绒线绣上花鸟图案。也有的用腊染的方法，把铜

鼓的花纹用腊板印在衣衫上，可谓独具匠心。那时的鞋是绣

花鞋，鞋面上花式的美观和工艺的精巧程度，是一位姑娘智

慧的橱窗。绣花鞋有的地方在解放后还流行。

小伙子们的服装是唐装，至多在腰闯绕一条腰带，与当

地汉族青年相差无几。往上推一、=百年，他们的上衣也是

又短又窄，腰佩短刀，用青色或蓝色长条布包头。若是中年

以上男子，上身是右衽大襟衣，老年的长及膝， (个别地方

的老人穿到解放初期)。下身是青黑色宽脚裤。平常打赤

脚，．只有节日或走亲戚才穿云头布底鞋或双钩头鸭嘴鞋。
‘

壮族衣服的质料，过去主要是棉、木棉、麻类及蚕丝，+

尤以麻类及木棉为最古老，汉代的络布就是一种细麻布。近

年工业发展，丝织品、棉布及大量化纤深入jJl乡，使壮人服

装的色彩急剧变化，姑娘和小伙子们打扮得更加漂亮了。

一6一

。

：：。：■；一



，

不同地区的服饰
●

以上说的是一般情形，由于壮族人口较多，地区大，

又有不同的支系，平峒和高寒山区气候也有不少差刖，因此

各地的服装又各有特色。云南马关壮族支系侬人，女子挽螺

髻在头顶上，。用青布帕包头，帕的两端缀以彩色绒线细穗。

上衣与他处不同，窄腰小袖，对襟密纽。衣长及尻，袖长及

肘。袖口镶有宽达三寸的杂色花边。侬人从前不穿裤，只穿

百籀裙，有的超过百褶，做工精细，多姿多彩。

桂北地区的壮族妇女，上身穿深蓝色或带花短衫，外面

套匕白色无领上衣，对襟，长到腰问。胸前只有两组布纽

扣，缮出带花的内衣，内外相互衬托，显得淡雅而秀丽。外

衣一般不绣花，也不镶边。裤子青黑色。宽脚，离裤脚几寸

的地方镶i二两道彩色栏干①，一宽一窄，颜色或红或蓝，十

分鲜艳。头上包着艳丽沟印花或提花毛巾。从头到脚，形成

了红、自、黑或蓝、自、黑三种颜色，对比鲜明。红巾自

衫÷显出刚健活泼之体态。如果头上戴个金黄色的小油笠，

脚下穿一双绣花鞋，越发衬托出壮族姑娘的俊美。

但桂西北的龙胜壮人稍有不同，‘民国以前男子穿铜扣大

襟衣，民国初年改穿小襟(又叫琵琶襟)，二十年代又改为

右扣小襟衣。头上包黑布巾，脚下穿云头布底鞋。若是大户

人家，穿：1勺则是双桥龙头鞋，鞋底有48个奶钉。老年妇女穿

纯黑无领破胸对襟衣。青年女子上衫有五色栏干，下穿裙

'；i●·--____h．．．—。，_·-__·。-··一

①栏千，指单一颜色的小道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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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长及膝，上面绣满了各种美丽的图案。脚穿尖头蝴蝶

鞋，打扮得相当俊俏。桂北的装束，解放后仍然穿戴。

桂南服装又别有风姿。如大新县宝圩板价壮人；女穿短

衣长裙。上衣短而紧，仅长一尺多，刚到腰间而与裤头相

接。袖长六寸，右衽，纽路从颈日往右经腋下直到襟边。颈

边、袖边，襟底边绣有彩色花边，使上衣在朴素中显出秀

美。老妇人四季多穿黑色或深蓝色上衣，中年妇女冬夏则

穿白色上衣，这在剐处比较少见。裙子的式样虽然简单，但

系裙方法很特别。裙料用黑色土布缝制，剪成扇形，两边连

有长带。系裙的方法是将裙由前面围到后腰，再绕蓟前面用

系带打结，然后把左边裙底再插到右腰间，右边裙底角插到

左腰间，在腰后形成交叉的裙幅，体现了当地壮人的审美

观。民国廿一年，国民党反动统治当局嫌这种裙子怪，派伪

村长和警兵拿剪刀到街上去剪裙子，遭到壮人的激烈反抗。

直珂六十年代，当地妇女仍然穿它。当地男子喜欢穿无领琵

琶襟上衣，裤子与汉族同，惟裤脚稍宽。男男女女都喜欢穿

双钩头鸭嘴鞋。有的人曾用一丈布缠头，象戴个小笠帽。

边远的西南角靖西县，服装古朴大方。如壬庄少女至今

仍穿青色衣裤，上衣右衽，肩及领口绣有三道黑色花环。内

穿白衬衣，头戴白色印花头巾，一直盖到眉毛上沿。

桂西隆林各族自治县农村壮装，比较完整地保留传统的

式样。妇女上衣虽然也和板价一样又短又窄，但没有扣子，

用蓝黑白三种带子系着，带端垂于腋下，随身摆动，增加了

女性的婀娜多姿。最招人眼的奠过独具一格的镶边，在白色

或蓝色的上衣后颈上绣一道三寸宽的花边，一直绕封胸前。

外襟也镶有一道白色或蓝色的花边，三寸宽。自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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