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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苗族的历史可追溯到曾逐鹿海河流域、黄河中下游的蚩尤九黎。
作为苗族先民的九黎与山顶洞人、北京猿人有渊源关系。
今天的苗族分布于中国的湖北、湖南、贵州、四川、重庆、云南、广西、海南等省、自治区、直辖市
，以及老挝、泰国、缅甸、越南、澳大利亚、美国、法国、法属圭亚那、加拿大、阿根廷等国家和地
区。
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全世界约有苗族超过1000万人，中国有894.01万人。
    广西苗族多居山区，这些苗族聚居区中有越城岭、九万大山、元宝山、金钟山等大山，有浔江、融
江、贝江、南盘江等河流。
这里温暖湿润、降雨量大、四季分明，呈现气温垂直变化大、区域气候差别也大的亚热带季风山区气
候特点。
广西苗族最大的聚居区融水苗族自治县境内地貌以山地为主.山地面积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86.2％，“
九山半水半分田”形象地描述了融水大苗山的地貌。
境内海拔1500米以上的山峰有57座，其中元宝山主峰海拔2081米，是广西第三高峰。
此外，摩天岭主峰海拔1938米，阿扣山海拔1892米。
融江流经融水，在其境内长68千米，灌溉面积3843.9平方千米，上达贵州，下连柳州、广州。
九万大山是国家自然保护区和元宝山国家公园野生动植物丰富。
苗族重要聚居区隆林各族自治县地处云贵高原边缘，地势高耸，重峦叠嶂，素有“广西屋脊”之称。
隆林地貌有非熔岩（土山区）和熔岩（石山区）两类。
土山区山体高大，山坡陡峭，其中斗烘坡海拔1950米，蚂蚁高坡海拔1826米，金钟山主峰海拔1819米
。
石山区峰林密布，层峦叠嶂，石山较高大，山峰海拔常在1000米以上，有的超过1500米。
山区多、河流少、陡坡多、平地少，真可谓“地无三里平”。
    苗族重要聚居区龙胜各族自治县地处越城岭山脉西南麓，山高涧深，水流湍急，万山环峙，五水分
流，素有“地无三里平，水有虎皮脸”之称。
境内水系发达，溪河密布，大小溪流480余条，总长1535千米，集雨面积2 867.65平方千米。
海拔1500米以上的山峰21座，大南山海拔1940米，蔚青岭海拔1895米，大南山主峰海拔1810米。
龙胜是一个梯田的世界，梯田广布，景致独特。
龙脊梯田、金坑梯田享誉世界，潘内盘山梯田400余层，绵延十几公里，平等河、伟江河两岸梯田绵
延50多公里。
    广西苗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湖南、贵州、云南等地迁入。
最近的一次迁入在清代川、湘、黔边区苗民大起义失败后，一支苗族由黔东铜仁地区长途跋涉进入广
西南丹县安家落户。
    早在公元前3世纪，苗族祖先就已劳动生息在湖南省洞庭湖地区，后因种种原因，他们溯源沅江而上
，向西迁徙，来到了湘西和黔东的“五溪”地区，汉文史籍称他们为“五溪蛮”或“武溪蛮”。
此后，苗族先民又不断向西南、岭南地区迁徙。
大约在宋代，部分苗族先民陆续迁到今天融水苗族自治县境内的元宝山周围和三江侗族自治县境内。
明末清初，部分苗族先民从黔南迁到今天的南丹县境，部分苗族先民从黔西南迁到今天的隆林各族自
治县境，部分苗族先民从今湖南城步等地迁到今广西资源、龙胜，从而形成了今天苗族在广西的分布
局面。
    广西苗族主要分布在与贵州、湖南毗邻的桂北融水苗族自治县，隆林各族自治县，龙胜各族自治县
，三江侗族自治县的富禄苗族乡、同乐苗族乡，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的驯乐苗族乡，南丹县的中堡苗族
乡，西林县的普合苗族乡、那佐苗族乡、足别瑶族苗族乡，资源县的车田苗族乡、两水苗族乡。
苗族在广西的分布呈现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
    广西苗族操三种方言。
南丹县的苗族一部分操苗语黔东方言，一部分操苗语黔东南方言：融水及桂东北地区的苗族多操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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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东南方言；隆林及桂西北地区的苗族多操苗语川滇黔方言；三江有一支称为草苗的苗族操侗语南部
方言。
整个苗区通行汉语西南官话桂柳方言。
    1.寓教于口    由于没有民族文字，苗族民间蕴藏的丰富的文化艺术、生产技艺，主要靠言传身教流传
于后世。
    苗族至今仍保存着大量的古代史诗。
苗族古歌是一部部形象化的苗族古代发展史，内容十分丰富。
从教育方面看，其中最有价值的，当是苗族古代人才思想的萌芽。
苗族人民一直把古歌作为历史来看待。
古歌不仅有思想道德教育、历史教育的功能，还有传播社会知识和自然知识的功能。
如古歌中反映了古代苗族人民的冶金技术、造船、营林、原始宗教、风俗习惯等。
通过古歌，人们可以学到苗族社会各个方面的知识。
同时，苗族古歌还有审美教育功能，古歌中体现亍苗族人民崇尚雄奇壮美的美学观和审美理想。
在对大自然、对人生、对社会的审美评价中，可以帮助社会成员发展和提高审美能力和艺术鉴赏能力
。
    苗族有着丰富的传统乐器，如芦笙、果哈、木叶、果零、铜鼓、琵琶等。
著名的民间舞蹈有踩堂舞。
著名的民族工艺有挑花刺绣、织苗族锦、蜡染、铸银等。
这些民间技艺都是通过老艺人手把手地一代代相传下来。
    2.耕山为生    广西苗族以山地农业与林业为主要经济生产方式。
苗族居住区多为山区，以林为主，兼种杂粮水稻。
粮食以糯米、粳谷为‘主，辅以玉米、木薯、红薯、芋头、籼谷、小米等农作物。
苗族居住境内河流密布，群众修建梯田。
由于山高水冷，无霜期短，水稻一般只能一年一熟。
亩产为300—400公斤。
苗族区的糯谷，粒大色亮，香软可口，营养丰富，食之尤能耐饥：苗民喜种、喜食糯谷，并形成了有
特色的糯谷文化。
糯米食品是祭祀的主供品、节日的主食品、人际交往的礼品等等。
    3.酸茶饮食    广西苗族嗜酸。
由于苗族地区交通不便，新鲜食品运输与保存不易。
为了便于储存食物，采用将牛、猪、鸭、鱼等肉类与糯米混在一起腌成酸肉的办法。
酸制品有酸鱼、酸肉、酸鸭、酸鹅、酸虾糟、酸菜等。
其中酸鱼、酸肉是祭祀祖先，招待客人，节日喜庆聚会必备食品。
辣椒骨是桂西苗族特有的食品。
    打油茶是桂北苗族喜爱的一种生活习俗。
油茶可做早餐、正餐，也是招待贵客的主要食品。
制作油茶时要先把花生、黄豆和佐料炒好，爆好米花。
然后用油把茶叶炒香，加水煮沸，再将作料、米花放入碗里，加入过滤好的茶水，即成香气四溢的油
茶。
品尝油茶是苗族、瑶族等民族日常生活的一大嗜好。
    4.霓裳羽衣    苗族的传统服装大部分由自种棉花，自纺自染自织而成。
男子上穿对襟短衣，下着长裤，头戴青巾；女子的服装上衣为无领无纽扣的对襟短衣，缝有苗族锦图
案花边，呈交叉形，用腰带束腰，内挂一块上宽下尖的菱形胸围，下穿齐膝短裤，外套百褶裙。
小腿穿青布套，上绑约两寸宽绿绸带，头上包青花边头巾，耳带玉石或银质耳环，手带银镯。
百鸟衣是融水苗族特有的服饰。
    5.吊脚木楼    广西苗族多住在山上，聚族而居，少则十几户，多则上百户。
苗族的房屋有平房和吊脚楼，以吊脚楼为最多，也最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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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房以苗区丰富的竹木材料搭建而成，周围镶着木板，上盖木皮或瓦。
山区里的苗族喜欢住上楼下厩的吊脚木楼。
吊脚楼因地制宜建在山坡上。
用苗区出产的杉木建造而成，分上、中、下三层，底层饲养牲畜，堆放杂物，中间层为卧室、厅堂、
敞开式的火塘及厨房，最上一层一般用于存放农具及农产品。
    6.宗教信仰    广西苗族信仰多神，尤以谷神崇拜和祖先崇拜最盛行。
    苗族是古老的稻作民族，谷物是苗民生活的主要来源。
苗民崇拜谷物，认为谷物有魂，把谷物神化，崇拜谷神（又叫米鬼、谷魂）。
生产习俗中的许多活动，如起活路、撒秧、开秧门、吃新节等，都要祭谷神，以驱邪逐鬼、祈求谷神
安心农事，保护庄稼丰收。
    苗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过去因长期受压迫而不断迁徙，每到一处地方，便辛苦建立家园，为后代
子孙谋福。
子子孙孙不忘先祖恩德，感激并崇拜祖灵，从而祖先崇拜十分盛行。
一年之中不时举行安龙祭祖活动。
除盛大的“鼓社节”（又称翻鼓节、吃牯脏）专门祭祖外，每个节日都有祭祖的内容，每餐饭都要给
祖先敬酒敬肉后才能吃。
    7.民间节庆    广西苗族的传统节庆有多种，比较隆重的节庆有苗年、拉鼓节、芦笙节、新禾节、坡会
、春社等。
苗年一般在农历十一月的亥日开始，也有的在农历十月至十二月卯日或丑日。
苗年前夕，苗民把屋里屋外打扫干净迎接新年。
苗年当天清晨，男人与小孩拿竹鞭赶鸡、鸭、猪、牛、羊进栏，妇女到溪边和水井“挑新水”，预祝
来年五谷丰登、六畜兴旺，随后户户舂糍粑，夜晚守岁。
苗年期间，苗民吹起芦笙，群众盛装跳踩堂舞，大家走家串寨，寻亲访友。
不少村寨还举行赛芦笙、赛马、斗马、斗鸟等表演。
随着苗汉文化交流的深入，春节逐渐取代传统苗年，成为广西苗族重要的年节。
融水苗族从正月初开始举行坡会，融水年节系列坡会被列入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8.乡土规范    融水苗族传统社会中存在着依直制度。
苗族社会中重大的问题通过群众议事，最后以埋岩的方式解决。
各项村规通过埋岩制定与颁布。
依直制度已有千年历史，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50年代以后，虽然没有再进行依直，但是历
代依直定下的民间法规，至今仍在苗族社会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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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八桂大地世世代代发扬和传承着的良间民俗文化，凝聚着广西各族人民的民族性格，民族精神，
民族的真、善、美。

　　过竹编著的《苗族民俗风情》采集有关广西苗族的历史文化、风土民情加以整理编写，内容包含
欢乐的劳动场景、瑰丽的生活画面、缤纷的岁时节日、庄重的民族礼仪、愉悦的游艺民俗、璀璨的民
族艺术等，具有鲜明的特色和代表性，使读者从中感受到广西经典独特的民俗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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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开头的话
第一章　欢乐的劳动场景
　1.开田种禾忙
　2.种杉植竹，拉山伐木
　3.牧渔多盼家业旺
第二章　瑰丽的生活画面
　1.糯米酸食和茶酒，招待客人多美食
　2.苗家医药有奇方
第三章　独特的社会组织
　1.家庭、宗族礼俗多
　2.寨佬主持公断
　3.定约成俗靠依直
第四章　缤纷的岁时节庆
　1.欢歌乐舞过年节
　2.坡会上贷芦笙、对歌忙
　3.四季节庆：趣味多
第五章　庄重的民族礼仪
　1.独特的苗家育儿习俗
　2.丰富多彩的寿诞礼俗
第六章　深情的婚曲恋歌
　1.苗家儿女宅情，生动惑人
　2.隆重多彩的苗家婚嫁礼俗
第七章　五彩的民族服饰
　苗衣苗饰美名扬
第八章　独特的居住民俗
　吊脚楼里的苗寨风情
第九章　久远的民族信仰
　1.善良好客的苗家人
　2.虔诚的泛神信仰
第十章　愉悦的民间游艺
　1.动人的苗音
　2.节庆时节跳起欢畅的舞
　3.苗戏苗曲也争妍
　4.苗家男儿竞技勇
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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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苗家儿女定情，生动感人    走妹    苗族男青年一般上了十七八岁就开始串寨走妹，不受社会谴责。
走妹，即夜晚进寨串户找姑娘谈情。
如某小伙子钟情于某个姑娘，往往利用夜幕降临或月光皎洁的夜晚，不论路途多远，邀请村上要好的
小伙子，跋山涉水赶到姑娘家的木楼门前，轻轻地吹起苗笛或弹起果哈，低声地吟唱。
姑娘听到了歌声，知道有来客，便自觉起床，烧起火，准备好茶水，然后才轻轻去开门，把小伙子引
到火塘边围坐。
这时，姑娘的父母、兄妹听到有客人来，也纷纷起床到火塘边陪坐。
在老人家的催促下，小伙子开始唱歌说明来意，姑娘吹着苗笛伴奏，接着小伙子又唱古歌、酒歌、坡
会歌供老人欣赏。
歌完几首后，咪佬（苗语，老大妈）便打油茶招待客人，第一碗油茶先递给客人。
大家一起热闹一番后，家里人和陪去的小伙子，就自觉避开去睡觉，留下这对情人悄悄地用对歌或弹
果哈方式，倾吐相互之间的爱情，直到公鸡啼鸣或东方发白方散。
    第二天小伙子临别时，如果有爱慕之意，便故意将一件东西遗忘在姑娘家里。
姑娘若是无意，第三天就马上托人把东西送还男方；要是双方情投意合，姑娘便把东西收藏起来。
小伙子见姑娘不把东西送来，胸有成竹，过了几天就再去走妹。
双方经过多次来往相互了解，深深地埋下了爱情种子，并互赠定情信物，订下终身。
    踩脚    苗族男女青年通过参加坡会、赶集、串寨走妹、对歌等社交活动，相互认识，各自选择意中
人。
但有的后生不便在公开场合表达对某一姑娘的爱意，只好采取踩脚方式去求爱。
踩脚，即当某后生对某姑娘产生爱慕之情时，为了试探对方的心意，就寻找时机，趁旁人不注意时，
用脚尖轻轻地踩女方的脚背，表示向她求爱。
若姑娘有意，就会反过来用脚尖踩男方的脚背，两人相互踏踩反复多次，说明你有情来我有意，从此
产生爱情。
反之，姑娘也不会责怪对方，只是不予理睬而已。
    合耕    坐妹日久情深，后生便向姑娘吐露真情，姑娘却不轻易表态。
几天后，姑娘邀约几个知心朋友，悄悄将后生家一块向阳坡地挖垦起来。
求爱的后生如有真情，闻讯赶来“合耕”。
阳春之月，情人相约播棉花或花生、烟叶种子。
播完，双方合手在坡地中打个草结，表示“连心辟邪驱害”。
若播下花生种，还把壳撒到山路上，让过往行人踩踏，表示“共同食用不尽”。
双方打开糯饭包（内包酸鱼、酸肉）在地头吃第一顿“结交餐”。
此后，双方相约除草、施肥、培土，用心血和汗水浇灌情苗，直到秋收摘硕果会见父母商议婚期。
    讨手    坐妹日久生情，后生哥心中有数，由结伴发展为单独行动。
若碰上姑娘家有别的后生哥，他不露声色暂时隐退，等待时机敲开姑娘的门。
经过多次单独交往，后生移凳紧挨姑娘。
此时双方都心照不宣。
后生将自己的手伸到姑娘面前向姑娘“讨手”，深情地唱道：    姑娘的手软柔柔，    柔柔软软像鸭油
。
    讨妹手来给哥拿，    永远藏在哥心头。
    姑娘若中意后生，便伸出纤手，五指并拢掌心朝下，轻轻按在后手的手心上，寓意“以心交心，从
此连情”。
得姑娘手的后生此时心甜似蜜。
若她不中意后生，也讲究社交风度，不会让后生太难堪，她还是将手伸出，用并拢的中指和食指轻按
在后生的手掌上，寓意“只做朋友而不结交连情”，后生便会知趣而退。
    送花带    苗家女常以花带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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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型社交场合，后生、姑娘们分别时，姑娘们掏出花带，由“姑娘头”代表姑娘们一一送给后生。
得了花带的后生们回赠礼物。
这种公开赠送花带仅寓意珍惜友情而已。
在交往中，一位姑娘对一位后生有意了，她瞅准机会将花带送给他。
得了花带的后生通常不急于表态，哪怕他对姑娘早有情意。
姑娘也不需要后生马上表态。
后生得了花带后往往密藏，只请来挚友参谋参谋，取得一致意见后，便勤踩姑娘家的门槛，陪伴姑娘
做针线活。
在这持久的坐妹过程中，姑娘明白后生的心意，接二连三地赠送花带给后生，有的后生由恋爱到结婚
，会得到很多的花带。
    拉妹    后生在坡会期间或圩日里新认识姑娘，想邀请她到自己家中做客，找个机会抢走她的一件东
西，若姑娘追去，后生便往自己的木楼逗引，若姑娘不追，后生干脆拉住她的手。
寨上的伙伴见状都要相帮。
姑娘被拉心里会很高兴、自豪，因为有后生如此看中自己，也就半推半就随后生上路。
后生全家对姑娘的到来十分高兴，热情接待，掏出酸坛里珍藏的酸鸭款待姑娘，晚上坐妹邀来寨上的
伙伴陪伴姑娘聊天、唱歌。
次日姑娘要返家了，后生的母亲给姑娘包一大包酸鸭糯米饭，后生送姑娘回去。
一路说笑一路唱歌，往往感情就在那弯弯山道上建立起来了。
    喝崩血誓    隆林苗族青年男女情意相投后，双双来到山泉溪边。
后生捧起水，姑娘用银针或竹签刺破后生的左中指，待血与水融合后姑娘含情脉脉地连喝三口；然后
姑娘捧起水，后生刺破姑娘的右中指，待血滴入水中融合后也连喝三口。
此俗苗语称“喝崩”，意即喝血水盟誓。
喝崩后，这对有情人是血水相依，你的体内有我的热血，我的体内有你的热血了，此情至死不移。
父母知道子女已喝崩血誓后就不再干涉其婚配，任其自由恋爱择偶。
    比腰带    隆林苗族男女青年在节日坡会、圩场集市、红白喜事宴会上认识，如有意结交，便相互挨
拢并解下腰带拉直，若两条腰带的长短刚巧一样，便是天合巧配，爱情之路由此起步。
    讨镯订终身    融水苗族双方相恋到一定程度，后生将姑娘的手拉到怀里，不停地抚摸姑娘手上的银
镯，然后将它取下来，放入怀里或套在自己手上。
姑娘便取下后生的头帕或脱下后生的外衣；有的姑娘为慎重起见，并不急于要后生的头帕与外衣，留
一段时间了解双方的家庭、亲族对这份姻缘的态度。
一般讨镯会秘密进行，并保密一段时期。
经过双方暗暗察访摸清家庭及家族的意见后，方将讨镯订终身之事告知母亲，再由母亲告诉父亲。
从此，后生常到姑娘家帮干农活、重活，姑娘常去后生家干家务、轻活，来往而不同宿，何时结婚由
双方及其家庭商定。
讨镯后亦有少部分不能终成眷属的，双方退还信物各奔前程，并不记恨。
    都芒（苗语，意为互送定情信物）    这是苗族男女青年恋爱的高潮，是双方表达爱情、决定终身的
一种方式。
苗族男女青年自由恋爱，互相了解到一定程度后，为使对方能相信自己，往往采取“都芒”的方法，
让对方吃下定心丸。
一般女方多赠刺绣、织锦、花带、头簪和手镯等礼品给男方；男方则返赠衣服、苗笛、短刀、钢笔和
钱币等礼品给女方。
以此作为以心相许、订下终身的见证。
过后双方父母相互往来，加深情感，即可择日成婚。
    总之，苗族恋爱民俗是多姿多彩的。
不同地区不同支系有不同的方式，但异中也有同；同一地区同一支系有基本相同的民俗，但也存在小
的差异；有多种多彩的生动感人的民俗事象细节，交织出风格高尚的恋爱民俗世界。
    P8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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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广西地处祖国南疆，濒临北部湾，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壮族、汉族和其他兄弟民
族共同创造了悠久灿烂的历史，拥有绚丽多姿的民族风情。
    出版本丛书的初衷，就是立足于广西丰富的民族历史文化和风土民情，以通俗易懂的文字、直观生
动的图片编写一套展示广西多姿多彩民俗风情的图书。
以促进各民族间的相互来往、互相尊重，同时为民俗学者提供鲜活的研究资料，且有利于各级领导在
充分了解民族习惯的基础上，以少数民族群众容易接受的方式宣传党和政府的大政方针。
指导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使读者在愉快的阅读中感受八桂大地世世代代发扬和传承的民间
民俗文化和广西各族人民的民族性格，民族精神，民族的真、善、美。
    该丛书的出版得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局以及广西区内长期从事民俗文化教学、研究工作的
专家学者们的关心和支持。
丛书主编，广西新闻出版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于琛教授为丛书制定了指导思路，确立了编写大纲；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专家对书稿的政治性、民族性进行了审定；在图片征集过程中，
得到了广西民俗摄影家协会唐建强会长、江晓东秘书长，隆林各族自治县县委宣传部，环江毛南族自
治县民俗摄影家协会，东兰县民俗摄影家协会，广西著名摄影家李桐、余亚万、张小宁等诸位老师、
前辈以及相关少数民族网站的热情支持，在此，谨致以我们诚挚的谢意！
书中未署名的图片，多由著者、编著者提供，图片说明中不再赘列，少部分图片因时间关系未能及时
联系到拍摄者，深表歉意，敬请相关作者见书后与编辑部联系，以便奉寄稿费。
    今虽付梓，然因出版时间紧迫、编者水平有限，纰漏之处在所难免，诚望读者不吝赐教。
以便今后再修订时正误补遗。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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