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都柳江上游，月亮山腹地，坐落着全国

唯一的水族自治县——贵州省黔南布依族

苗族自治州三都水族自治县，其水族人口占

全县总人口的 67％。三都也是多民族的聚

居 地 ，少 数 民 族 人 口 占 全 县 总 人 口 的

97.4％，水族、苗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在这

里和谐相处，“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民

族风情独特而浓郁。

三都地形复杂，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

称。在这样的地块上，先民们在坡顶、山腰

和山脚结庐建房。时光流转，承载着大量民

族记忆的传统村落被保留下来，散落在崇山

峻岭间，形成独特的建筑风貌和文化景观。

截至目前，三都县共有 54 个村落入选中国传

统村落名录。2023 年，三都入选传统村落集

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县。

不同民族世代交好

家 门 口 有 一 大 片 梯 田 是 怎 样 的 体 验？

三都县东部都江镇怎雷村的村民或许很有

发言权。

梯田顺山势而下，层层叠叠，气势恢宏。

春天，梯田长满秧苗，眼前一派绿意盎然；秋

天，稻谷又染黄了梯田，金色麦浪映入眼帘。

大 山 簇 拥 着 梯 田 ，梯 田 依 偎 着 大 山 ，如 诗

如画。

怎雷村村寨建于山坳缓坡地段，背靠青

山，面朝梯田。山谷里，排长河蜿蜒而去，带

着林间的小溪，汇入悠悠都柳江。怎雷村由

上、中、下寨及排场寨 4 个自然村寨组成，上

寨和下寨为水族集中居住，中寨和排场寨为

苗族集中居住，据村中老人介绍，两族已和

谐共居 300 余年。

通常来说，水族群众多沿河居住。为什

么在怎雷村群众居住在半山腰？

“这一片最初本是苗族居住的地方，那

时人少地多，山林茂盛，苗族先辈就邀请与

他交好的水族先辈到此居住，于是水族先辈

就在上寨这个地方定居下来。”老支书韦刚

胜介绍，“之后，两个民族继承了先辈的团结

友好，共同在此繁衍生息。”

两个民族的交流在房屋上也有所体现。

怎雷村的民居均为“干栏式”建筑，多为两楼

一底，楼下用于圈养牲畜和堆放杂物，楼上

则是日常生活场所。二楼的走廊用栏杆围

起，苗族人民会在栏杆前置固定长凳，称作

“美人靠”。“过去待嫁的苗族姑娘就倚坐在

上面，是休憩、赏景的好地方。”村支书潘忠

毅介绍。怎雷村的水族群众也借鉴这种做

法 ，为 自 家 房 屋 添 置 了 美 观 实 用 的“ 美

人靠”。

水族有着“先盖禾仓后修房”的传统。

在怎雷村上寨，每一座民居不远处都有或大

或小的禾仓，用于堆放粮食。禾仓的建造方

式与住宅基本相同，不同的是，内部并没有

连通两层楼的楼梯。如果主人家要取粮食，

会自己搬来梯子，这样的设计可以防止失

窃。禾仓通常与居住的主屋有一定的距离，

“这是村民们生活智慧的体现——即使主屋

着火了，至少还有粮食留下来。”潘忠毅说。

防 火 工 作 在 今 天 受 到 了 更 多 的 重 视 。

“防火一直是传统村落保护工作中的重中之

重，我们为所有的传统村落安装了消防设

施，又陆续增补了消防水带、灭火器等消防

器材。”三都县住建局工作人员王东波介绍，

今年，住建部门还为村民家中电线安装了阻

燃线卡，防止因电失火。

水族风情多彩浪漫

离县城不到半个小时车程的兴乐村姑

鲁寨，是一个以水族为主的少数民族村寨。

水族人民最浓重的节日便是“端节”，水

语称“借端”，是水族地区范围最广、人数最

多且历时最长的隆重年节。水族有自己的

历法，每年有 12 个月，以农历八月为十二月，

九月为正月。端节在水历年末十二月至新

年的二月之间，分 7 批过。

姑鲁寨的水族村民过的是第五批端节。

水族讲究“无鱼不成年”，每到端节，无论是

招待亲朋好友的宴席上，还是祭祀祖先的供

品里，都少不了鱼。“端节是水族集中走亲访

友的日子，家家户户都会准备丰盛的饭菜招

待来宾。”兴乐村工作人员路月妹说。

在姑鲁寨前方，有一大片空地，端节时

便成为赛马的场地。水族赛马追求“速度与

激情”，骑手互相冲闯，争相冲到终点。“不少

青年人把赛马视为寻找伴侣的机会，第一名

通常会得到更多女性的关注与青睐。”路月

妹说。

除了赛马，水族的另一项传统技艺——

马尾绣的原材料便是马尾毛。将二至三根

白线缠绕在马尾上，再用马尾线绣在布面

上，后用彩色丝线填充轮廓，远望如彩色浮

雕。“马尾绣制品质量好、经久耐用，如背带

往往能背几代人。”路月妹拿出 10 多年前出

嫁时母亲为她绣制的衣裳，崭新依旧。

卯节又被喻为水族的“歌节”，通常在

阴历的五、六月，分 4 批。每到卯节，姑鲁寨

的水族会赶到五六十公里外的九阡镇“赶

卯坡”。此时，人们身着节日盛装，从四面

八方涌来，在山坡上集会对歌。路月妹介

绍，“卯节也被我们称作‘情人节’，年轻人

在卯坡上以歌传情，寻找意中人。”

民族文化助力增收

拾级而上，两侧有水族铜鼓做伴，至顶

端，楼梯戛然而止，眼前出现一片开阔的广

场，正中央矗立着巨型雕塑，外形正是苗族

人民的拿手乐器——芦笙。

这里是苗岭东缘的高硐村，一个居住着

苗族、水族与布依族的少数民族村寨。高硐

村有逾 500 年的建寨历史，留下了原汁原味、

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

“我们这里耕地面积少，森林覆盖率高，

传统农业无法成规模发展。依托少数民族

文化和优美生态环境，发展旅游业成为我们

的出路。”高硐村党支部书记张加贵介绍，高

硐村距离高铁站不到 20 公里，村里有一条长

2.5 公里的旅游公路通往厦蓉高速公路三都

匝道口，区位条件优越，这些优势有力推动

了乡村旅游业的发展。

如今，高硐村在下寨建成了包含酒店、

民宿、展览馆、农特产品销售体验店、民族文

创产品体验店等为一体的民族特色建筑群，

入选 2022 年贵州省特色旅游示范村。

发展旅游业，吸引了部分村民回

流 。 43 岁 的 王 光 兰 早 年 在 外

务 工 ，2020 年 ，她 回 到 家

乡，在寨子里租了两

栋 小 楼 ，拿 出

苗族姑娘

的 看 家

本 领 — 蜡

染 ，做 起 了

蜡染生意。

早 上 ，睡 到

自然醒，王光兰从

木楼上下来，打开一

楼的店铺门，钻进里间的工作室，开始了一

天的蜡染制作。“这一批订单要的图案是水

书。”王光兰拉开一卷染布，水族水书以苗族

蜡染的形式呈现，别有一番风味。

在家门口挣钱，是吸引王光兰回家的主

要原因。“蜡染衣服、箱包、抱枕能为顾客定

制图案，很受欢迎，一年下来，我们收入有七

八万。”靠着这间不大的铺面，王光兰将自己

的小女儿送入了大学。

与王光兰一样，搭乘旅游业的东风，高

硐村的手艺人们拓展着增收致富的渠道。

“做服饰的、做芦笙的、做银饰的，年收入从 3
万到 30 万元不等。”村支书张加贵打开工作

笔记本，对村里的产业情况如数家珍。

民族文化和传统技艺成为高硐村的“文

化瑰宝”，保护传承民族传统文化成为全村

的共识。“我们在村里的小学开设了芦笙吹

奏、蜡染制作等课程，一周三节，邀请本地的

大师为学生授课，让他们对民族文化有更具

体的感知。”张加贵介绍。在家庭内部，王光

兰也将自己的蜡染手艺教给子女，“把我的

手艺传给孩子，一代传一代，我们的民族文

化才能得以传承发展。”王光兰说。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水族自治县

都柳江悠悠流淌，古村落展露新颜
本报记者   陈隽逸

水族有养马赛马的习俗，勤劳智慧的水

族妇女，用丝线缠绕马尾，在布面绣出蝴蝶、

鱼、鸟等图案，创造了古老的传统手工技艺

——马尾绣。马尾绣世代传承，有上千年历

史。2006 年，水族马尾绣被列为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

马尾绣以马尾作为主要原料，制作手法

独树一帜，工艺包括配线、搓马尾、放花、做

结等一系列工序，用料考究，工艺繁杂，色彩

明快，刺绣精美，具有较高的文化和工艺价

值。马尾绣图案丰富多彩，有花香鸟语、双

龙戏珠、蝴蝶飞舞等，充分体现了水族人民

对生活的感受、对美好的追求。

在三都水族自治县中和镇巾帼手工坊，

三五绣娘围坐在一起，穿针引线，全神贯注

地绣制作品。绣制间隙，她们还一起商量着

如何“画龙点睛”。“今年是龙年，我们接到不

少含有龙元素的订单。”手工坊负责人潘正

永说。

潘正永是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水族

马尾绣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从小跟随母亲学

习马尾绣，后来成为一名绣娘，靠着这门手

艺补贴家用。2017 年，潘正永成立公司，召

集绣娘，增加收入。

过去，马尾绣存在产业规模小、市场化

不足、产品单一等问题。当地对产业仔细分

析后，在继续加强技艺传承的同时，引导绣

娘在绣法工艺、产品设计等方面进行创新，

对接市场需求。

“我们结合非遗文化，融入现代元素，开

发文创产品，将水族马尾绣元素植入，让作

品更符合大众审美。”三都县应丽马尾绣贸

易有限公司负责人韦应丽说。

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马尾绣产品

种类不断增加、花样不断更新、质量不断提

高，现在已研发了字画、挂件、钱包、提包等新

马尾绣产品，受到顾客青睐，成为热销产品。

随着马尾绣特色产业的壮大，“指尖经

济”成为水族妇女们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

三都县通过“公司 +非遗人才 +绣娘”的模

式，推动马尾绣、蜡染等民族技艺转化为“指

尖效益”。目前，全县已有 3.7 万余名妇女靠

双手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马尾绣出新生活
陈明珠

■走进传统村落R

图①：贵州省榕江县水尾水族乡中心学

校，教师教授水书。  王炳真摄（影像中国）  
图②：贵州省三都县高硐村群众举办芦

笙舞会庆丰收。

三都县融媒体中心供图   
图③：三都县举行苗毽比赛。

龙   涛摄（影像中国）  
图④：三都县怎雷村早晨风光。

三都县融媒体中心供图   
图⑤：三都县水族马尾绣绣娘挑选马尾。

乔啟明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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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族拥有自己的传统文字，其文字被称为“水书”。水

书是水族先民用类似甲骨文和金文字形记录下来的，记录

了水族大量关于天文、历法、气象、民俗、宗教的内容，是水

族人民的“百科全书”，被誉为象形文字的“活化石”，至今在

水族社会生活中仍发挥重要作用。2006 年，“水书习俗”被

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水书传承数千年，目前主要保留在手抄卷本中。由于

文字少，水书中一字多音、一字多义的情况很常见，因此需

要专门的水书先生根据水书条目来解释。水书先生不仅要

掌握知识、精通习俗，还有品格要求，以便主持当地相关习

俗活动，为族人的婚丧嫁娶等提供指导。

70 岁的杨胜昭便是一位水书先生。14 岁

起，他便开始跟随长辈学习水书，如今已

成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

承人。杨胜昭介绍，水书习俗分

两部分，一是代代相传的水书抄

本，这是“硬件”；二为口传心授的

要义、仪式、祝词等内容，构成水书

的“软件”。“水书习俗中‘软件’部分

占了七成。”杨胜昭说。

端节是水族人民最盛大的传统节日，

地位相当于汉族的春节。端节依照水书水

历确定，大致在农历的八月至十月。祭祖是

水族端节的重要内容，仪式上，水书先生会念一

段词，祈求祖先保佑子孙。“这部分的内容水书抄

本 没 有 记 载 ，但 有 固 定 程 序 和 节 奏 ，不 可 自 行 发

挥。”在杨胜昭看来，这样口口相传的内容是水书习俗

中关键的部分，但目前正面临失传。

“按照我们的习俗，水书‘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

2015 年，杨胜昭从小学老师岗位退休后，便全身心投入水

书的传承保护工作。他打破旧习，推动水书文化进校园，开

设水书学习兴趣班，凡是对水书感兴趣者，无论性别、年龄、

职业，皆可以参加。到目前为止，学员超过 100 人。

这一举动也曾遭到一些老水书先生的反对。“学习水书

无法直接带来经济效益。目前水书后继乏人，如果不创新

传承方式，不久将会失传。”杨胜昭的疾呼说服了老水书先

生们。

杨胜昭也参与当地政府组织的保护利用工作。2022
年 11 月，“贵州省水书文献”成功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

名录》，填补了贵州在这一领域的空白。申报期间，杨胜昭

录制了水书口传的内容，朗读、翻译水书，助力申报资料

完善。

由于水书文字少，水族人民日常讲的语言（水话）不能

与之一一对应，无法像汉语一样教学。“为抢救水书，需要一

定的资金扶持，将水书用国际音标标注，将口传内容用汉语

翻译出来，录成视频和音频。”杨胜昭认为，水书“软件”的

“硬件化”，是让水书得以传承的重要途径。

将水书推向世界也是水族人民的一大心愿。2014 年，

在国际编码标准化组织第六十三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提

交了《中国水书国际编码提案》。多年来，当地组成的专家

组一直在完善申报材料。“如果申报成功，意味着水书将在

世界上拥有‘身份证’，水书文字可以在电子介质上传播到

世界各地，我们的文化将传播得更远。”杨胜昭说。

古老水书

文化瑰宝
本报记者   陈隽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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