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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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僳僳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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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六一文化工程”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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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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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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布依族》(作者陈永碧)是其中一册。

    这本《布依族》分为布依族概况；布依族概况；布依族的民间文学与艺术等数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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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布依族是我国西南地区古老的土著居民，自称“布依”、“布越”等，旧称“仲家”。
1953年，人民政府征求本民族意愿，将族称定为“布依族”。
布依族有本民族的语言，没有本民族的文字。
布依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它与同语族的壮语、傣语、侗语等有亲属关系，并吸收了不少
汉语词汇。
    布依族主要聚居在贵州省黔南、黔西南两个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及安顺市、贵阳市，在黔东南苗族侗
族自治州、铜仁地区、遵义市、毕节地区、六盘水市，云南的罗平及四川的宁南、会理等地也有分布
。
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布依族人口为297．15万。
    下面是布依族一个动人的创世纪神话。
    传说在远古时候，人世间是没有黑夜的，太阳每天都挂在天上。
那时，四季如春，庄稼年年丰收，人们过着快乐富足的日子。
    可是，有一条名叫戛卡(意为魔鬼)的蚯蚓，它经常爬出水潭躲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趁人不备把人
抓回水潭吃掉。
它害怕太阳光，一旦被太阳照到，眼睛就会瞎，就无法行动，所以只能住在路狼山脚石洞中阴暗潮湿
的水潭里。
    有一天，戛卡照例爬到阴暗处等着，可是等啊等，等了一整天都没有人经过。
戛卡饿得头昏眼花，回到水潭后，它一直在想，该怎么除掉太阳呢？
最后，它用铁打了一根有九百多根竹竿那样长的铁棒，从石洞里伸出去，趁着刮起的西北风，朝太阳
刺去。
只听得“咔”的一声，铁棒打断了吊着太阳的金链子。
    于是太阳掉到了大地上，阳光熄灭了，天地间顷刻一片漆黑。
黑暗中的人们惊慌失措。
不知该如何是好。
    喜欢黑暗的戛卡于是爬出水潭来为害人间。
它的怪笑声响到哪里，哪里就有人被吃掉。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戛卡不知吞噬了多少条生命⋯⋯    当时，有一对年轻的夫妇，丈夫叫贵龙
，是个聪明能干的男人，妻子叫贵凤，是个漂亮、善良的女人。
夫妇俩听到人们的哭声和惨叫声，都很难过。
于是，夫妇俩摸着黑，找来众人一起商议，共同想办法把太阳重新挂到天上去。
    最后夫妇俩想出个办法：做一个能通到天上去的竹梯，去天上寻找金链子，同时在地上寻找太阳，
等金链子和太阳都找到后，就用麻绳代替金钩把太阳拴到金链子上。
大家听了，都觉得这个办法可行。
就这样，男人们做竹梯，女人们搓麻绳，用了九九八十一天。
才把这两样东西做好。
    贵龙顺着竹梯上天去寻找金链子，而贵凤则在地上寻找太阳。
夫妇俩约定一找到太阳或金链子，就用敲□(一种铜制打击乐器)的方式向彼此和大家通告消息。
    责龙背着□芒在天上摸黑找寻金链子，到处都找遍了，却怎么也找不到。
天上空荡荡的，冷风像刀一样把贵龙的皮肤刮得生疼。
但勇敢坚强的他还是继续寻找，没有放弃。
    责凤背着□在地上摸黑寻找太阳，翻过无数座山，趟过无数条河。
脚都走肿了，也没见到太阳的踪迹。
她继续寻找，终于在路狼山下找到了太阳。
她用麻绳把太阳绑好后，就敲硭来通知丈夫和大家，这声音震动了整个大地。
    戛卡也听见了这声音，它循着声音找到了贵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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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恨透了想把太阳重新吊到天上去的贵风，于是张开那罪恶的大嘴把贵风吃掉了。
    贵风被吞吃的时候，她衣服上的绣花针扎在了太阳上。
幸运的是。
在戛卡继续为非作歹之前，太阳被及时赶来的人们转移走了。
    天上的责龙听到敲锘声，知道妻子已找到了太阳，十分高兴，也努力地寻找金链子，最后终于在西
边的天尽头找到了金链子。
他用绳子拴好金链子后，就敲响了锘，接着就顺着竹梯回到地土。
    回到地上的贵龙来不及为逝去的妻子伤心难过，便和众人一起把太阳拴到金链子上，大家用了九牛
二虎之力，才把太阳重新吊到了天上。
可是，没想到，太阳却不再像从前一样发光了，人们都灰心丧气。
可贵龙不灰心，他又沿着竹梯爬到了天上，要一查究竟。
    贵龙摸了摸太阳，发现太阳已经冷得像冰块一样了。
他估计太阳并没有死，可能是之前太阳落地熄灭时，冷风把太阳给冻着了，现在必须要想办法让太阳
再热起来。
于是他又回到地上，带上火炉和大锤重返天上。
    责龙把太阳放进火炉，用大铁锤敲打太阳，发出轰隆轰隆的响声，震撼了万里长空，这就是现在下
雨前我们听到的雷声。
他敲呀敲呀，敲出道道火光，这火光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天上的闪电。
火炉冒出的烟熏着贵龙的眼睛，他的眼泪不停地流出来，这泪水就是天上降下来的雨水。
他还是继续敲呀敲呀，敲得火花四起，这无数的点点火花就是我们在夜空里看到的满天繁星。
    终于，贵龙成功了，太阳又重新放射出光明和热量。
地上的人们看见光芒四射的太阳，高兴得跳起舞来。
    戛卡被太阳身上绣花针发出的强烈光芒刺瞎了眼睛，它东摸西摸，找不着回水潭的路了。
愤怒的人们围上去将它一顿饱打，这条罪恶累累的蚯蚓被打成了一滩烂泥。
    太阳是用人们搓制的麻绳钩在金链子上的，麻绳虽然又粗又结实．但因为太阳光极其炽热，半天工
夫麻绳就熔断了。
贵龙只好留在天上守住太阳，等太阳把麻绳烤断后要落下来时，他就赶紧拿新的麻绳把太阳拴好。
    因为这个原因，当麻绳断裂太阳落下的时候，大地就黑了；当太阳重新被拴好的时候，大地又亮了
，于是形成了白天和黑夜。
    当我们抬头看太阳的时候，那明亮的光芒像是无数根针刺得眼睛睁不开，这一道道金针似的刺眼光
芒就是扎在太阳身上的贵凤的绣花针发出的。
戛卡在吞吃贵凤的时候，贵凤的心肝掉在了地上，之后长成了一棵向阳花(向日葵)。
向阳花总是念着丈夫责龙，所以太阳移到哪里，向阳花就朝向哪里。
P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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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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布依族》(作者陈永碧)是其中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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