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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周青山环抱，三面溪水潺

潺，从高处俯瞰，古色古香的侗族

民居与山清水秀的自然景观一道

构成了一幅特色鲜明、风情浓郁

的田园水墨画卷——这里是贵州

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

增冲村。

漫步增冲村，干栏式民居鳞

次栉比，百年鼓楼和风雨桥历史

悠久，戏台、禾仓（即粮仓）各具特

色。 2012 年，增冲村被列入第一

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编 者

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

县增冲村，一条增冲河缓缓流淌。村内，青

石板古巷道连通 300 多户人家。在村中心

的位置，矗立着有 300 多年历史的增冲鼓

楼，庄严又气派。增冲村，是一个历史悠久

的侗族村寨，古桥与古道，古树与鼓楼，共

同构建起当地村民的美丽家园。

鱼米之乡 秀丽风光

增冲村村民依水而居，发源于坨苗大

山 的 增 冲 河 从 寨 子 北 、西 、南 三 面 流 经 ，

奠定了村庄的基本格局。在这样一片土

地 上 ，村 民 们 高 效 安 排 了 生 产 生 活 空

间。村寨地势狭窄、人口众多，人们利用

有 限 的 用 地 结 庐 而 居 ，形 成 房 屋 层 层 密

密的高密型村落；村寨周围山林、稻田众

多，形成一个相对封闭、自给自足的聚落

单 元 ；村 内 水 渠 纵 横 交 错 ，池 塘 密 布 ，既

能 满 足 村 民 日 常 漂 洗 需 求 ，又 能 起 到 消

防作用。

行走于增冲村内，脚下的青石板巷道四

通八达，深褐色的吊脚木楼、斑驳的老墙都

展示着村寨悠久的历史。偶有三轮车，开过

风雨桥，压上青石板道，古村的静谧被发动

机的轰鸣声打破，徜徉于此的人们才惊觉，

时光就这么过去了。

沿着青石板巷道进入增冲村，与一场

婚宴不期而遇。热情好客的主人连忙招

待，刚坐下，十几个菜齐刷刷摆在眼前——

糯米饭、红烧肉、稻田鱼……香味扑鼻，令

人垂涎。从米饭、荤素菜，再到喜酒，全是

产自当地，“我们是‘鱼米之乡’嘛，完全能

够 自 给 自 足 ！”增 冲 村 村 委 会 主 任 石 运

德说。

黔地多山，而增冲村所在之地却是群

山间难得的一片平地。增冲建寨已有 600
余年，其所在的九洞地区是今从江县境内

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增冲村附近的山

上有石板步道，应为明清时期修建的古驿

道，可达都柳江上的码头，经水运与外界

进行商贸往来。”从江县民族宗教事务局

三级调研员敖家辉介绍。

频 繁 的 物 资 交 流 在 建 筑 上 也 有

所体现。增冲村有不少房屋带有徽

派建筑的痕迹。“这些带有马头墙

的‘ 窨 子 屋 ’，有 着 与 侗 族 民 居

迥 然 不 同 的 风 格 。”敖 家 辉

介绍。

杉乡林海 历史悠久

侗乡人喜爱公共生活，重视公共空间

营造。有侗寨必有鼓楼，位于村子中心地

带的增冲鼓楼，现在依然是村民们日常生

活、商议事项、迎来送往、节日聚会的重要

场所。鼓楼占地面积 109 平方米，通高 21.5
米，有落地柱 12 根，其中金柱（内柱）四根，

檐柱（外柱）八根，形成“内四柱外八角”的

布局。“相比起常见的‘内八柱外八角’造

型，不仅节约了四根内柱，还使得底层空间

得以最大化利用。”从江县文体广电旅游局

文物保护中心副主任石翠远介绍。

鼓楼外柱与内柱之间用穿枋相连，呈

辐射状，往上逐层叠加、内收，直至 11 层檐，

即为楼身。楼身上置两层八角攒尖宝顶，

是为楼冠。在对双层楼冠宝顶的处理中，

侗族建筑师利用了斗拱结构，孔格交错，远

望如蜂巢，能够减少风的阻力，分担顶层压

力。“增冲鼓楼的特别之处在于，楼冠与楼

身是分开的。”石翠远介绍，“这样的结构使

得楼冠更加突出，且大小不受楼身限制，让

鼓楼整体看起来更加挺拔、宏伟，这是美学

与力学的完美结合。”

增冲鼓楼虽结构简练，但装饰却

相当讲究。楼顶上、翼角上、封檐板

上 ，都 有 独 具 匠 心 的 彩 塑 和 彩

绘。封檐板上绘有飞禽走兽、花

鸟 鱼 虫 和 对 大 歌 、赛 芦 笙 、演

侗 戏 等 侗 乡 风 情 画 ，绚 丽 多

彩。底层的八面风窗，图案

各 不 相 同 ，“ 有 的 代 表 田

地，有的代表森林，还有的

代表房屋……都是与我们

生 产 生 活 密 切 相 关 的 事

物。”村民石德华说。

为人们遮风避雨的风

雨 桥 ，也 是 增 冲 村 村 民 休

闲娱乐的场所。增冲村有

三座建于清初的风雨桥，分

别位于寨头、寨中和寨脚，皆用

杉木以卯榫结构建成，其精巧结

构是侗乡人建筑智慧和营造技艺的

体现。

以寨头风雨桥为例，其桥台采用传

统的加长伸壁梁托架体系，托架为圆木，提

高支撑力。七根大杉木并列横跨增冲河，

上铺以木板，组成桥面，檐柱间置栏杆，廊

柱间置长凳，形成长廊式走道。桥顶铺小

青瓦，其坡度由三根瓜柱调节，既能顺利排

掉雨水，又能稳稳放置瓦片。

无论是风雨桥、鼓楼还是民居，粗大挺

直、木质优良、易于加工的杉木都是建造这

些侗族传统建筑的主要材料。增冲村所在

黔东南区域森林茂密，植物繁多，尤其盛产

杉树，有“杉乡林海”之称。增冲村村民也

有着朴素的“环保意识”，过去不少老百姓

以伐木为生，但又怕把树都砍光了，于是他

们约定，每当家里有小孩出生，就在山上栽

下一片杉树苗。10 多年后，孩子长大，杉树

也长成高大的模样。

文物保护 人人参与

在增冲鼓楼的正前方，有一片池塘，村

民们把家里最漂亮的鱼放到里面，金灿灿

的鱼群在水中自在游动。

除了美观，这片池塘还兼有消防作用。

在池塘边上，有一个消防泵，有火情的时候，

接上消防栓，就能将火迅速扑灭。

增冲村内多是木构建筑，防火便是一项

重要任务。“稍不小心，这些有着上百年历史

的建筑就会付之一炬。”增冲村党支部书记石

文振说，防火当然不能只靠村民们的经

验智慧，目前，村里共有 30个消

防泵，配有 4 个专业

消防长和 30个义

务 消 防 员 ，日 常 排

查村里的消防隐患，

及时处理火情。

增冲鼓楼建成之后的

300 多年间，曾多次维修。“维

修 部 位 主 要 是 屋 面 及 斗 拱 部

件。”石翠远介绍。2008 年初，贵州

遭受严重的雪凝灾害，鼓楼部分构件老

化、糟朽严重。2009 年，贵州省文物局组

织对鼓楼进行了第一期抢救性维修工程，更

换了残损严重的部件。

“第二期维修工程于 2014 年启动，主要

是捡瓦、对翘角及彩绘进行部分修补。”石翠

远说，维修工程吸引了村民的广泛参与。“文

物保护维修成为深入人心的文化遗产保护

活动。”

为了保护村寨的传统风貌，增冲村要求

村民新建房屋必须与传统建筑相一致。当

下，不少村民出于居住需要建起了砖房，“村

里也会要求房屋外立面与周围民居保持一

致。”石文振说。

在离增冲村半个多小时车程的榕江县，

2024 年“村 超 ”预 选 赛 正 如 火 如 荼 。 去 年 ，

“村超”的流量也溢出到了增冲村，不少看球

的游客在当地找不到住处，便驱车到了增冲

村下榻。“但我们硬件设施有限，只能让游客

住村民的房中。”说起村里的发展，石文振有

自己的思路，“接下来将引进文旅公司，对村

寨进行保护性开发，打造特色民宿，完善餐

饮服务业，不仅承接‘村超’客流，也吸引更

多游客。”

县里也在积极谋划。“我们计划利用村委

会的闲置场地，建一个鼓楼专题陈列馆。”石翠

远说，“通过陈列馆普及侗族鼓楼文化、历史、

建造技术，推广民族文化的同时，也能提升增

冲鼓楼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图①：增冲村的吊脚木楼和寨脚风雨桥。

吴德军摄（人民视觉）

图②：增冲村村民在晾晒辣椒。

卢忠南摄（人民视觉）

图③：增冲鼓楼和古朴民居。

吴德军摄（人民视觉）

图④：增冲村举

行“吃相思”活动，村民在

增冲鼓楼旁的院坝吃团圆饭。

吴德军摄（人民视觉）

图⑤：身穿节日盛装的增冲村

村民。 龙梦前摄（人民视觉）

图⑥：绿水青山环绕的增冲村。

吴德军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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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 58 岁，村里的增冲鼓楼 300 多岁了——鼓楼看着

我长大，又看着我慢慢变老。

对于侗乡人来说，鼓楼兼有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功能。随着时

代的发展，鼓楼作为村中重要的公共空间，其文化功能更加突出。

我的鼓楼记忆，与“仪式”密切相关。村里每年的农事活动安

排都有统一的时间，均在鼓楼商定。农历二月的某一天，是“耙下

水”，这天所有犁耙下水，开启一年的生产活动；四月的某一天要统

一“关牛”，防止牛出来毁掉刚栽下的秧苗；七月有“新米节”，庆祝一

年的丰收。每次商量选定日子都是在晚上八九点，大家结束劳作后

聚到鼓楼，共同商量今年的“大事”。

在鼓楼的顶层，有一个直径两米的牛皮大鼓，敲一下，声

音 浑 厚 响 亮 ，就 连 在 山 里 干 农 活 的 人 都 能 听 见 。 遇 到 大 事

时，便以鼓声为号令。我们敲鼓很有讲究，如果是喜事，鼓声

是“ 咚 —— 咚 —— 咚 ——”三 声 以 后 暂 停 ，再 接 着 有 规 律 地

敲。若是碰到失火等急事，就直接“咚咚咚咚咚……”，非常急

促，听到这种鼓声，即便是再远大家都要回到鼓楼。在移动通信

技术发达的今天，我们依然保留了“击鼓报信”的习惯。

每年冬天的时候，我们会在鼓楼底层中央的火塘烧柴火。

黔乡冬天湿冷，鼓楼里的柱子容易受潮、生虫，生火则可以保持

鼓楼环境的干燥。这个习惯从鼓楼建成一直延续至今。所以

300 多年来，增冲鼓楼的主体结构没有多大损坏。

上世纪末，我也曾外出务工，辗转浙江、河南等地，但最后还

是回到了家乡，在村里当过会计、村支书，一晃就是 20 多年。过

去，我们从村里去县城要走两天，经过 10 多个村寨，翻过无数个

山头。如今，高铁线路、高速公路将古村与外面的世界紧密相

连，我们出行更加方便了，游客进村也更容易了。时光流逝，鼓

楼依旧，它是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侗族艺术的具象体现。

希望更多人来到增冲村，了解侗族鼓楼，了解侗族文化。

（作者为增冲村村民，陈隽逸、邓荟采访整理）

鼓楼悠悠慢时光
石德华

侗乡有过“黑米节”的习俗。过节时，村里头家家户户都会

精心烹制黑米饭来宴请亲朋好友，期盼今年种下的水稻长得好

长得壮，能有大丰收。

增冲村依山傍水，村民世代农耕，对土地的热爱和对粮食的

重视早已融入血脉，数百年来人们期盼丰收的美好愿望使“黑米

节”应运而生。“黑米节”这一天，我们会用天然植物染料“黑米

叶”染出乌黑发亮的糯米，蒸熟后的黑米饭自带一股淡淡的草药

味，再配上侗族的传统美食腌鱼腌肉，香气四溢、格外诱人。

除了做黑米饭，一年一度的“黑米节”也少不了美妙的歌

声。当天，男女老少都会身着盛装到鼓楼里唱侗歌。

增冲鼓楼布局讲究“四平八稳”：外圈八个方位均设有长椅，

内圈四条厚重的实木长凳则围着四根实心柱子排布四面。唱起

侗歌时，青年男女在内圈相对而坐，村民观众围坐外圈，你方唱罢

我登场，对歌对唱一来一回。若是在对歌过程中互生爱慕之情，

年轻的姑娘还会在当天晚上用香禾糯、薄荷叶与鸭肉熬制成美味

香浓、风味独特的“鸭稀饭”，并在鼓楼中邀请众人共同品味，见证

美好爱情的发生。“鸭稀饭”的出现往往能让村民们欢呼雀跃，在

鼓楼“行歌坐月”直至天明。

饭养身，歌养心。增冲鼓楼矗立 300 多年，鼓

楼里的歌声就唱了 300 多年，“黑米节”祈愿粮食丰

收的愿望也述说了 300 多年。

（作者为增冲村村民，陈隽

逸、杨涛采访整理）

黑米飘香话丰收
石庆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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