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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    五十六个兄弟姐妹是一家⋯⋯    中国人，谁不熟悉这首歌？
中国人——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你年长年少，都会被这首旋律优美、热烈欢快的歌曲感动，都改变
不了脉管中奔涌着的中国心。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识别并经中央政府确认的民族共有56个。
由于汉族以外的55个民族相对汉族人口较少，习惯上被称为“少数民族”，这55个少数民族是：蒙古
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苗族、彝族、壮族、布依族、朝鲜族、满族、侗族、瑶族、白族、土家
族、哈尼族、哈萨克族、傣族、黎族、傈僳族、佤族、畲族、高山族、拉祜族、水族、东乡族、纳西
族、景颇族、柯尔克孜族、土族、达斡尔族、仫佬族、羌族、布朗族、撒拉族、毛南族、仡佬族、锡
伯族、阿昌族、普米族、塔吉克族、怒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鄂温克族、德昂族、保安族、裕
固族、京族、塔塔尔族、独龙族、鄂伦春族、赫哲族、门巴族、珞巴族、基诺族。
    中国各民族分布的特点是：大杂居、小聚居、相互交错居住。
汉族地区有少数民族聚居，少数民族地区有汉族居住。
这种分布格局是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间相互交往、流动而形成的。
中国少数民族分布广泛，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少数民族居住，绝大部分县级行政区都有两
个以上的民族居住。
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内蒙古、新疆、宁夏、广西、西藏、云南、贵州、青海、四川、甘肃、辽宁、吉
林、湖南、湖北、海南、台湾等省、自治区。
中国民族成分最多的是云南省，有25个世居少数民族。
    雄踞世界东方的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
在历史长河中，中国56个民族由于政治、经济、地理环境、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的不同，因而既有
同种同源同根同脉同习同缘的共性．又有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从而形成中华民族大家庭文化的丰
富性与多样性。
从内蒙古大草原蒙古族的“那达慕”赛马竞技，到云南西双版纳傣家山寨的泼水节；从世界屋脊传唱
的古老神秘的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到漓江两岸刘三姐故乡的壮族对歌；从舞动在白山黑水间的
朝鲜族长鼓舞，到响彻青海湖畔的土族“花儿”：从在绿得醉人的新疆吐鲁番葡萄沟翩翩起舞的维吾
尔族舞蹈，到在如梦如画的大理白族自治州苍山洱海间飘荡的叮咚三弦⋯⋯正是这色彩斑斓、风格各
异的多民族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万千气象、万紫千红、万古长春的壮丽画卷。
    为了弘扬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优秀传统，把丰富多彩、气象万千的中国56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一代代
传承下去，构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特邀请有关民族文化学者与作家，一起
为广大少年儿童编撰了这套“五六一文化工程——民族文化经典故事丛书”。
    可以说，这套丛书是专为新世纪少年儿童量身定做的，一个民族一册，共56册。
丛书以56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发展为主线，有机融汇各民族多姿多彩的故事艺术，图文并茂，生动形象
，融思想性、故事性、知识性、可读性于一炉。
除了纸媒图书外，又制作成CD和DVD光盘，力图用多媒体的形式，全方位展示56个民族历史文化的
绚丽画卷与壮美史诗。
这是献给伟大祖国母亲的礼物，献给亿万少年儿童的精神食粮。
    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
五十六本好书汇成一句话：爱我中华。
好书大家读，读书长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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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族文化经典故事丛书”以56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发展为主线，有机融汇各民族多姿多彩的故事艺术
，图文并茂，生动形象，融思想性、故事性、知识性、可读性于一炉。

    《壮族》(作者韦平)是“民族文化经典故事丛书”之一。

    《壮族》共分为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壮族、壮族的节日和习俗、壮族的建筑、壮族的服饰
、壮族的文化艺术等六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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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每年农历三月初三壮乡都会庆祝“三月三”，它是壮族最隆重的民族节日，所以关于它的传说也很多
。
下面这个故事就是其中一个传说。
    三月三的传说    相传，很久以前，土皇帝(指少数民族首领)手下有个壮族大臣，名叫韦达桂。
达桂年纪不大，但学识渊博、才能过人，而且十分关心百姓的疾苦。
他把自己的俸禄和土皇帝赐给他的奖赏，全部拿回家乡分给父老乡亲们，自己却两袖清风。
    有一年，壮乡大旱，人们种不出粮食来，饭都吃不饱，更别说上交皇粮了。
为了说服土皇帝免去壮乡的皇粮，达桂请求土皇帝来壮乡视察灾情。
土皇帝来到壮乡一看，果然是田地龟裂，禾苗都被太阳晒焦了，一群群面黄肌瘦的百姓跪在地上向土
皇帝苦苦哀求，达桂也跪下求土皇帝批准百姓免交皇粮。
土皇帝无奈，只好答应了，但却嫉恨达桂在壮族人民心中的威望高，打定主意要除掉达桂。
    转眼快到清明节了，土皇帝把达桂叫来，装出很诚恳的样子说：“达桂，清明节我需要一个像宫殿
后面那座大山一样重的猪头来祭祖，你给我在一个月内弄来，到时重重有赏，过期误了大事就要从严
惩罚。
”达桂轻松地笑着回答说：“好办，好办。
”    二十天过去了，达桂没有动静。
三十天过去了，达桂还是没有动静。
限期过了，土皇帝派人把达桂抓去见他。
达桂不慌不忙地对土皇帝说：“皇上，我们壮族人养的猪可大了，猪头比山头还大的多的是，就是不
知道宫殿后面的大山有多重，请皇上称一称后告诉我，我好回去把一样重的猪头抬来。
”“这⋯⋯”土皇帝哑口无言了。
    土皇帝又想出一条毒计。
一天，他对达桂说：“达桂，再过一个月皇后就要坐月子了。
听说壮家的公鸡蛋很有营养，你给我在二十天内弄四百九十个公鸡蛋来，到时重重有赏。
如果交不出来，就要从严惩罚。
”达桂满口答应。
    限期到了，达桂没有交出公鸡蛋。
土皇帝又派兵差去抓他。
达桂满脸歉意地对兵差说：“真抱歉，我父亲正在坐月子。
按照壮家的规矩，我得照料七七四十九天以后才能出门，到时我会给皇上送去公鸡蛋的。
”兵差大喝一声：“天下哪有男人会生孩子？
”达桂马上笑答：“男人不能生小孩，公鸡叉怎么会生蛋？
”兵差无话可说。
只好回去禀告土皇帝。
土皇帝大怒，下令捉拿达桂。
    百姓听说土皇帝要杀死达桂，连夜把达桂送到山上枫树林中藏了起来。
官兵们在山上搜了七天七夜，就是找不到人，于是土皇帝下令放火烧山，这天正好是农历三月初三。
整座山成了火海，料想达桂是逃不出漫山火海的，官兵们这才撤了回去。
    官兵们走后，乡亲们在一棵大枫树树洞里找到了达桂的尸体。
大家含泪把这位智斗土皇帝的英雄埋葬了，男女老少跪在坟前放声痛哭。
为了纪念达桂，乡亲们在墓旁建了座庙，叫做“达桂堂”。
    后来，每年到三月初三这一天，桂西的村村寨寨都会搭起大布棚，在布棚里供祭达桂的亡灵，并围
着布棚唱赞关和感谢达桂的壮歌。
这个活动一代传一代，后来便形成了赶三月三歌圩的习俗。
    赛歌是壮族三月三必不可少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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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说三月三是为了纪念歌仙刘三姐而举办的，所以它又被称为“歌仙节”。
在这一天，人们要办歌会赛歌，青年男女用对歌、碰五彩蛋、抛绣球等方式寻找意中人。
家家户户都要吃五色糯米饭和五彩蛋，据说可以辟邪和祛病。
    在某些壮族地区，至今还保留着过牛王节的习俗。
牛王节又被称为“牛魂节”、“牛王诞”或“牛皇诞”。
各地过节的时间不一样，有的地方在农历四月初八，有的在农历六月初六。
过节这天人们不能打牛，不能骂牛，也不能骑牛，更不能把牛拉去犁田。
壮家人要把牛拴在门前，在牛的身旁摆好桌子，桌子上摆上点燃的香和舂好的糯米粑粑，由主人恭恭
敬敬地向牛作揖说：“牛王菩萨，今天是你的生日，我们向你祝寿啦！
”壮家人认为耕牛在农忙期间辛苦劳动，耕作时被人们呵斥鞭打，神魂惊散，所以设立这个节日为耕
牛招魂，安抚牛儿。
那么这个节日是怎么来的呢？
传说是这样的。
    牛王节的由来    很久很久以前，人世间并没有牛。
陆地上到处是裸露的岩石，经常黄沙漫天，人们的生活条件非常恶劣。
    牛魔王看到这种情景，非常同情人类，便派遣牛王下凡到人间，为人类播种百草，改善人们的生活
环境。
牛王奉命来到人间，开始播种百草。
    本来牛魔王指示要每三步撒一把草种，但牛王记错了，每一步就撒三把草种。
由于撒种过多过密，满山遍野杂草丛生，连田地里也长满杂草，影响了禾苗的生长。
由于牛王犯下了错误，没能为人们带来好处，反而带来了麻烦，于是牛魔王便罚它留在人间吃草，并
替人类出力耕地。
从此人间有了吃草耕地的牛。
    农历四月初八是牛王的生日。
由于牛老老实实地卖力帮人们耕田犁地，人们很感谢它们，于是每年四月初八壮族人就会给牛过节，
四月初八牛王节就成为壮族的重要节日之一。
P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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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为了弘扬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优秀传统，把丰富多彩、气象万千的中国56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一代代传
承下去，构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特邀请有关民族文化学者与作家，一起为
广大少年儿童编撰了这套“五六一文化工程——民族文化经典故事丛书”。
    《壮族》(作者韦平)是“民族文化经典故事丛书”之一，收录《壮族起源的传说》、《蚂拐节的来
历》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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