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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素有“八桂”之称，山川秀丽、物产丰饶，世代
居住着壮族、汉族、瑶族、苗族、侗族、仫佬族、毛南族、
回族、京族、彝族、水族、仡佬族等12个民族。

自古以来，各民族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辛勤劳
作，繁衍发展，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格局。不同
的地理环境和不同的历史传统，造就了五彩斑斓的民
族文化，八桂大地也成为了民族文化的“百花园”。

广西民族博物馆坐落于青秀山脚、邕江江
畔，这里不仅保存记载着广西世居民族丰富多彩
的文化瑰宝，更展示着这片土地几千年来流传下
来的铜鼓文化。

五彩八桂，文化共生

常设的“五彩八桂——广西民族文化
陈列”展厅介绍了广西 12个世居民族的传
统文化，在照顾整体性的基础上，注重突
出广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特点，以展现
广西民族文化的独特风采和魅力。

在“家园”展区，记者了解到，广西
山地聚居着多个民族，他们在长期的生产
实践中逐步创造出极具特色的山地生产生
活方式，干栏式房屋是山地民族村寨最主
要的传统民居建筑。

广西境内多江河，南部又濒临北部湾，
与海为邻的京族、以舟楫为家的疍 （dàn）
民以及部分沿江、沿河的各民族“以水为
生、以渔为利”，渔业、水运、贸易成为

“水上人家”的主要生活手段。因此，展厅
也将“水上人家”的生产生活方式作为重
点展出的内容。

展厅模拟了京族人民踩着高跷在水上
捕鱼的场景，展示了漓江沿岸渔民用鸬鹚捕鱼的
实景画面等，生动形象地展示了多民族在长期的
渔业生产实践中，用智慧创造的极具特色的捕鱼
方式和形态各异的捕鱼工具。

说起民族服饰，不少人都十分感兴趣。这些款
式多样、争奇斗艳的民族服饰究竟有什么讲究？“五
彩八桂”展览为参观者进行了详细解答。

每个世居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服饰，品种、款式、
花样各有不同，或简单，或庄重，或典雅，或华丽，或反
映民族历史，或表现民族身份。此外，男女、老幼、便
装、盛装的服饰都一一区别，十分讲究。

自古以来，广西各民族有“好五色衣裳”的习
尚，喜在领口、袖口、胸襟、衣角、裙边、裤脚等
部位装饰以精美别致的花纹图案。除美化之外，这
些图案有的可作为族群标识，有的可作为性别、年
龄和婚姻状况的象征，有的也可以反映民族的某段
历史。各民族因生活环境、历史传统、风俗习惯、

审美意识不同，服饰样式和风格也各具特色。
少数民族服饰涉及到的印染、刺绣、织锦等工艺，

既蕴含着他们辛勤的劳动，又体现了他们的聪明技
巧；既饱含他们丰富的情感，又深藏他们悠远的历史。

鼓声悠悠，穿越千年

铜鼓是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特有的一种青铜
礼乐器，其基本形态是“平面曲腰，中空无底，遍
体饰花纹，两旁附耳”，有2000多年的发展历史。历
史上，铜鼓曾作为统治权力的象征，作为祭祀用具

和娱乐用具，广泛用于集众、盟会、战阵、祭
祀、娱乐、丧葬、陈列等场合。

我国是世界上出土和收藏古代铜鼓最多的国
家，广西又是我国出土和收藏古代铜鼓最多、品

类最齐全的省份，素有“铜鼓大本营”“铜
鼓之乡”美誉。广西境内至今已发现了从
春秋战国到清代末叶的各个历史时期的铜
鼓，种类齐全，数量达 2000 面以上，蕴藏
量居世界之首。

在此背景下，广西民族博物馆成为全
国收藏铜鼓最多类型较全的博物馆，目前
馆内共存有铜鼓310面。其中，北流出土的
一面铜鼓直径达165厘米，被誉为“世界铜
鼓之王”。

记者在“穿越时空的鼓声”展览中了
解到，从 《后汉书》 开始，关于广西地区
铸造和使用铜鼓的情况，可谓史不绝书。
每当节日喜庆，铿锵悦耳的铜鼓声，就会
在少数民族的山山寨寨中回荡，人们伴随
着铜鼓声，跳起欢快的舞蹈，充满了喜悦
和对未来的美好期盼。

铜鼓又是一种综合艺术品，集冶炼、
铸造、绘画、雕塑、音乐、舞蹈于一身，
其独特的造型和丰富的纹饰，反映了铸造
铜鼓的民族当时的经济状况、文化面貌和

心理素质，堪称一部民族历史的百科全书。
记者在参观时获悉，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和

不同民族的铜鼓显示出不同的风格。依据形制和
纹饰，中国古代铜鼓可大致划分为万家坝型、石

寨山型、冷水冲型、遵义型和北流型等。各类型铜
鼓之间，或有传承递变关系，或有互相影响关系，
反映出民族的变迁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铜鼓的实
用功能和社会功能，也因社会的变迁而有所变化。

然而，到唐宋以后，铜鼓铸造逐渐走向衰落，
铜鼓铸造工艺至清代末叶已逐渐消失，但是，不少
铜鼓仍然流传在民间，古老的铜鼓文化仍然在少数
民族地区特别是壮村瑶寨的传统文化节庆活动中延
续。时至今日，壮瑶铜鼓习俗仍是壮、瑶民族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壮、瑶民间文化的典型代表，
其中，壮族铜鼓习俗已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本文照片均由王云娜摄）

在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宁静的乡村深处，有个我国最大的以
展示彩陶文化为主的专题性博物馆——柳湾彩陶博物馆。

走进柳湾村，一个外形巨大的彩陶盆让人忍不住驻足欣赏：
彩陶盆的内壁上绘有3组舞蹈人花纹，5人一列，共15个舞蹈者，
手足相接成圆圈，刚健中不失柔和，展示着高原先民优美的体态
和轻盈的舞姿，洋溢着活力与喜乐。

彩陶是中华文明之源，是华夏文化精神之根，是人类童年的
记忆。这里的彩陶主要反映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青海地区繁荣
的彩陶文化，展示我国彩陶文化鼎盛时期的风貌，是了解青海历
史文化、研究甘青地区史前文化的重要场所。

彩陶王国，源远流长

人头像彩陶壶、方形彩陶器、彩陶靴、大量的蛙纹彩陶罐、
提梁罐、鸮面罐……在展示大厅，一件件精美的彩陶器，让人流
连往返。陶器是先民们的日常生活用具，彩陶表面大多为橘红色
和紫红色，配上黑色线条的几何形花纹或动物形花纹，看起来光
泽艳丽。彩陶把器形和优美的花纹融为一体，不但是制陶工艺发
达的标志，更是古代人民智慧创造的结晶。

这些彩陶器和一起展出的骨制刀、叉、勺以及大量的磨制石
器，反映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高原地区空前繁荣的彩陶
艺术，让人沉醉在绚丽的彩陶王国中。

青海被誉为“彩陶王国”，而乐都柳湾则被称作是“彩陶的故
乡”，这里是世界上彩陶出土非常集中的地方，也是迄今我国发现
和发掘的规模最大的原始社会氏族聚落遗址和墓葬群。

据博物馆研究员张建军介绍，1974年春天，柳湾村民在挖水
渠时发现了彩陶陶罐。随后，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和青海考古队经
过 7年艰苦的发掘和整理工作，在这里共发掘墓葬 1730多座，文
物近4万件。包含马家窑文化的半山类型、马厂类型和齐家文化、
辛店文化 4 种古文化类型，展示了距今约 4600—3600 年的历史长
河中，柳湾先民创造的灿烂文明果实，揭开了我国西北地区最大
的氏族社会公共墓地的神秘面纱。

专家认为，墓地全面挖掘后，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马厂类
型、齐家文化、辛店文化等4种文化类型墓葬的分布规律和时间先
后顺序初步清楚了，为研究私有制的起源与阶级的起源等有关问
题，提供了一批较新、较好的实物例证。

柳湾墓地马厂彩陶不但以数量和花纹著称，而且一部分彩陶
壶的腹下部，绘有各种不同的符号。“这些符号是陶器制造者的记
号？氏族的徽号？还是我国最原始的古文字？时至今日仍旧是个
谜。”张建军说。

保护彩陶文化 ，传承史前文明

参加过柳湾考古发掘的作家张承志，后来在其 《北方的河》
中曾说：“在湟水流域，古老的彩陶流成了河。”而在柳湾博物
馆，它的历史才刚刚开始。

柳湾彩陶博物馆于2002年5月28日建成，2004年4月28日正
式对外开放。总占地面积5830平方米，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上
下两层。馆藏文物共37925件，彩陶就占一半之多，这些彩陶以其
造型多样、制作精美、数量之多在全国首屈一指。

彩陶文物的收藏、研究、展览是彩陶博物馆的主要职能，墓
葬的复原陈列是彩陶博物馆的最大特色。陈列分三个单元，从柳
湾先民的生活状态和劳动艺术创造及埋葬习俗，全方位、多角度
地向观众展示柳湾彩陶文化的魅力。

张建军说：“对彩陶博物馆来讲，仅仅收藏、保存作为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载体的彩陶文物还是远远不够的。”他透露，柳湾彩陶博物
馆将规划、设计、开发博物馆西侧的生活遗址，建成柳湾彩陶文化产
业中心，使产业中心具有柳湾原始社会生活遗址展示、彩陶隧道、柳
湾原始部落演艺、旅游纪念品展销和多功能休闲等功能。

“10年前，因为展陈手段、技术
条件、材料等限制，造成了展线不
流畅，展柜陈旧老化，不能适应现
代博物馆的装饰审美要求。因此，
这几来，我们完成了展厅的改造和
重新装修布展。”张建军说。

一直以来，柳湾彩陶博物馆不
断丰富大众文化口味，积极举办馆
际展览交流，在多个城市先后举办

“江河源头的彩陶王国——青海彩
陶展”和“人类史前文明——青海
柳湾彩陶展”活动近 10 次。据不完
全统计，在各地举办彩陶外展活动
中，参观的观众达到了近7万人次。

（本文照片均由何聪摄）

碧海蓝天的三亚，属于热带地区，这
里花开四季，绿色常在，是中外游人向往
的旅游胜地，几十年前，三亚还是属于崖
州的小渔村，在这渔村生活着的是以耕海
为生的疍 （dàn） 家人。以渔业为生、常
年漂浮于海的疍家人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
的特殊民群，明朝初年，疍家人从海上来
到了三亚海湾一带，成为活跃在南海渔场
上的中国人。为了反映疍家人经营南海的
历史，记录疍家人独特的习俗生活，三亚
河西区榆港社区首创了三亚疍家文化陈列
馆，以搜集、收藏与研究疍家历史文化。

这个陈列馆坐落在三亚市南边海街高
楼大厦之间，这里濒临海湾，是著名渔
港，是疍家人上岸后的聚居区。陈列馆以
茅草盖顶，船板为壁，仿照疍家人传统居
屋的建筑形制，在高楼大厦之间显得另类
而醒目。据社区书记、疍家老船长郑石喜
介绍，疍家人世居海上，四海为家，形成
了独特的疍家文化。疍家人上岸定居以
后，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变，疍家传统文化
发生了较大变化，为了记录，也为了传承
疍家人的历史文化与生活传统，他自 2009
年开始，访谈老人，收集、拍摄各种生活
文化实物资料，亲手制作船模，历时 5
年，终于完成了以南海疍家渔民生产生活
文化为内容的陈列馆。谈到创建这一陈列
馆的艰难，这位年近六旬的郑书记，禁不
住泪满眼眶。

在疍家文化陈列中，我们看到了疍家
渔民珍藏的、使用了百余年历史的指南
针、水眼镜，以及指导捕鱼作业的西沙、
中沙、南沙渔场海图。据说以前渔业合作
社保存了一铁柜渔业海图资料，现在不知
去向，郑石喜馆长为此叹息不止。

我们在这里感受最深的是疍家人的婚
礼资料。疍家人重视婚姻仪式，从媒人婆
带着槟榔到船上“问亲”开始，到婚后 3
天回娘家的“回面”，共有 9 道仪式环节，
其中高潮部分是接亲、拜堂。

旧时疍家人以船为家，新郎家摇着小舢
板到女方船边接亲，接亲人和新郎不能直接
上船，须要对咸水歌，新郎、伴郎唱对了，才
能上船。咸水歌是疍家人的传统民歌，疍家
人素有歌唱传统，以咸水歌作为记录历史、
辅助生活的重要手段，在人生仪式中更是必
不可少。因此，旧时结婚前，新郎必须学会接
亲答唱的歌调与对方问询的答案，否则娶不
走新娘。通过咸水歌唱考验后，新郎一行上
船，首先到女方船上神台上香叩拜，然后给
女方族亲长辈敬茶。接着寒暄家常，等到吉
利时辰，哥嫂拉着出嫁姑娘的手，交给新姑
爷，新郎给新娘打着雨伞，踏上接亲的小船，
在鞭炮声中返航。

回到新郎船上的第一个仪式是拜堂，
拜过高堂后，要给列祖列宗上香；第二个
仪式是敬茶，新郎夫妇给爷爷、奶奶、父
母、叔公长辈敬茶致意，长辈回赠红包、
首饰等。疍家婚礼过程充满家族人伦与家
人之间的人情温暖。陈列馆以实物、图

片、文字等，为我们展示了疍家人水上婚
礼的独特风情。

我们在参观三亚疍家文化陈列馆的过
程中，碰到一位来自北京的老人，他对疍
家文化充满好奇，说自己来了 3 次，就是
要了解疍家文化。他拉着疍家咸水歌传承
人张发结老先生的手，执意要照相留念。

疍家人是历史上南海海疆的经营者与
守护人，疍家文化是独特的海洋族群的文
化，具有重要的文化遗产价值与旅游观赏价
值。如果我们读懂了郑石喜这位多次率渔业
船队前往南海西沙的疍家人，读懂了他与众
多疍家人鼎力筹集的三亚疍家文化陈列，触
摸到他们从南沙、西沙带回的白沙，听听管
理陈列馆的张老先生的咸水歌，我们就会真
正理解疍家人，真正喜爱这一海洋养育的具
有独特文化魅力的疍家文化。

来三亚，记得在文化地图上搜搜三亚疍
家文化陈列馆，它是南海渔民的“博物馆”。

（本文照片均由萧放摄）

青海省乐都柳湾彩陶博物馆

古老的彩陶流成河
本报记者 何 聪 王 梅

广西民族博物馆

民族文化瑰宝大放异彩
本报记者 庞革平 王云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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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厅里展出的铜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