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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依 族 总 人 口 约 2971460 人
（2000 年），主要分布在贵州、云南、
四川等省，其中以贵州省的布依族人
口最多，占全国布依族人口的 97%。
贵州境内主要聚居在黔南和黔西南两
个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以及安顺市、贵
阳市、六盘水市，其余各市、州、地
均有散居。

布依族的先民

据历史学家考证，布依族源于古
“百越”，秦汉以前称“濮越”或“濮
夷”，东汉六朝称“僚”，唐宋称“蕃
蛮”，元、明、清至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前称“八蕃”“仲家”“侬家”

“布笼”“笼人”“土人”“夷族”等。
布依族自称“濮越”或“濮夷”，用
汉字记音写为“布夷”“布依”“布越
依”“布绛”等等。在布依族语言
里，“布”是“族”或“人”的意
思。故旧方志中，有将布依族记为

“夷族”“夷家”“夷人”者。除自称
之外，不同地区布依族之间还互相称
为“布笼”“布那”“布土”“布都”

“布央”“布笼哈”等等。1953年，根

据本民族意愿并经国务院批准，统一
命名为“布依族”。

从民族语言、古称、自称及地理
分布考察，布依族与壮族具有同源的
关系。我国古代越人，人口众多，分
布范围很广。分布于两广、贵州一带
的西瓯、骆越等族是古代越人的组成
部分。现代壮语、布依语与史书记载
的骆越语 （或称萎语） 相同或近似。
这是壮族、布依族同骆越人渊源关系
的有力证据。此外，古代越人的风俗
习惯，如居住“干栏”、敲击铜鼓等
等，现代壮族、布依族中仍有遗存。

有学者认为，西汉时的“夜郎”
国与布依族有一定渊源关系。其证据
为：“夜郎”国辖地虽广，但其中心
区当在布依族聚居的今贵阳市、安顺
市、黔西南或黔南自治州一带；其
次，“夜”与“越”、“郎”与“骆”
音近，而“郎夜”（即“夜郎”） 与

“骆越”含义也是一样
的，意为“以郎氏为
首 领 的 越 人 国 ”。

“郎”、“骆”是古代越
人对“郎”氏族王、
官、领袖或头人首领
的 音 译 。 最 早 见 于

《华阳国志·南中志》
和《后汉书·西南夷列
传》。相传“夜郎”出
自 “ 竹 子 ”（即 竹
笋），长大后有德于西
南夷，是为夜郎王。
子孙相沿，以“郎”
为首领或长官。今布
依、壮语仍称竹笋为

“ranz”，译成汉字就是
“郎”。明清称“土官”为“郎”，“汉官”
称“汉郎”，又侮称变成“狼”。后来汉
族逐步用来称呼其族或其地。

魏晋南北朝至唐代，布依族、壮
族被称为“俚僚”“蛮僚”或“夷
僚”。五代以后称布依族为“仲家”，
宋代称壮族为“壮”。“仲”与“壮”
同音异写。后来，由于长期分居，便
逐步形成了布依与壮两个民族。

考古工作者在贵州省安顺、贵阳
及黔南等现布依族聚居区出土了数十
件新石器时代磨制石器，其中一些石
器，如有肩石锛、带肩石斧等，其形
状与东南沿海及华南地区的同类器物
形状很相似，可能这些都是古代越人
遗留下来的文化，同布依族先民有密
切联系。

布依族历史

秦、汉时代的布依族地区，已经
产生世袭的王或侯。王侯居住的地方
已经形成了“邑聚”，并有强大的武
装力量。这说明当时社会生产力已有
较大发展。据考古证明，在布依族地
区出土的两汉时代文物，主要是铜器
和铁器，表明当时布依族地区农业生
产已经相当发达，但比中原地区落
后，仍停留在铜铁并用阶段。

西汉以后，“夜郎”地方政权被
汉王朝所统一，置牂牁郡。从此，布
依族地区和中原地区的接触逐渐增
多。唐代，中原王朝在布依族地区设
置了一些羁縻州县，以当地少数民族
首领为刺史，世袭其地。五代时，增
设了“八蕃”土司。宋朝继续推行

“羁縻政策”，分别授给当地首领以刺
史、司阶、司戈、将军等职衔，分别
划归四川路、湖南路和广南西路节
制。元代置罗甸宣慰司 （安顺市属其
地）、顺元路军民安抚司 （贵阳地
区）、都匀军民府 （黔南州部分县属
其地） 等。明代的土司制度更加趋于
完备，一直到清雍正年间大规模推行

“改土归流”以后，统治布依族地区
达 1000 多年的羁縻制度和土司制度，
才逐步结束。

明末清初，布依族地区社会生产
又有了进一步发展。这时期，农具中
锄头的重量和长度都普遍增加了，锄
口也由过去的贴钢改进为夹钢；稻谷
脱粒由从前使用棍棒改为使用挞斗，
劳动效率大大提高。罗甸、安龙和平
塘等地还使用了水碾。由于生产工具
和生产技术的改进，生产力水平不断
提高，“粮庄百姓”和“私庄百姓”

逐渐发生两极分化，其中一部分人日
益贫穷而沦为佃农，另一部分却日益
富裕而形成富农、地主。而清朝“改
土归流”运动，为布依族地区的经济
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政策支持，客观上
加速了布依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和领主
经济、土司制度的崩溃。但是，随着
地主经济的发展，土地高度集中，地
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却越来越加重，
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激起了布依族人
民无数次的反抗斗争。

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布依族人
民近代史上最为光辉的一页。光绪三
十一年 （1905 年），布依族农民罗发
先与罗光远等盟誓，提出“覆清灭
洋”的口号，领导当地农民举行武装
起义。光绪三十二年 （1906 年），都
匀一带各族人民掀起了反抗法帝国主
义文化侵略的斗争。贵定、独山、荔
波等地各族人民纷纷响应，参加斗争
的群众多达2万人。

1935 年，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
日，路过黔南，沿途受到布依族和兄
弟民族人民的热烈欢迎，曾有不少布
依族青年奋然参加红军，随军北上抗
日。1944年，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
侵入黔南时，英勇的布依族人民纷纷
组织起来，在独山、荔波、三都等地
展开了激烈的反抗斗争，给侵略者以
沉重的打击。从此，布依族人民成为
抗日战线中一支重要力量。

1949 年 6 月，布依族青年王秉鋆
受滇黔桂边区党组织委派，领导布依
族人民发动龙广暴动，狠狠地打击了
国民党地方武装力量，并配合南下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贵州省。从
此，布依族人民获得了新生。

布依族文化艺术

布依族有许多传统节日，除过大
年、端午节、中秋节等与汉族相似
外，“三月三”“四月八”“六月六”
等节日都具有本民族的固有特色。

布依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
语支，与壮语有密切的亲属关系。壮
语北部方言和贵州望谟、册亨、独
山、平塘、安龙、兴义等市县的布依
语基本相同。由于布依族与汉族长期
的文化接触和交流，因此布依语词汇
系统中有不少汉语借词。布依语有完
整的语音系统、丰富的词汇和富于表
现力的语法结构。布依族过去没有自

己的文字，一般使用汉文，布依摩经
中采用汉字记音或运用偏旁部首按汉
字“六书”造字法创造一些新字记录
经文。1956年中央人民政府组织专家
创制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布依族拼
音文字方案。该方案经过两次修订，
现在布依族地区重点推行。

布依族的文化艺术丰富多彩。民
间广泛流传的神话、故事、童话、寓
言、谚语、诗歌等口头文学，传述着
古老的民族历史，歌颂着人民的勤劳
勇敢。其题材广泛，意境优美，内容
健康，语言生动，富于想像力。神话
传 说 如 《洪 水 潮 天》、《十 二 个 太
阳》、《赛胡细妹造人烟》、《卜丁射太
阳》、《茫耶寻谷种》、《黄果树瀑布的
传说》等都是人们喜爱的作品。

布依族的民歌，富有民族特色，
有叙事歌、古歌、生产劳动歌、习俗
歌、情歌、苦歌、哭嫁歌、儿歌、新

民歌等。或用布依语
演 唱 ， 或 用 汉 语 演
唱，句式和结构不尽
相同。用布依语演唱
的有五言、七言、杂
言三种句式和单段、
双 段 、 长 篇 三 种 章
法。单段歌又称“散
花调”，即单独一段
自成一首；双段歌又
称“双调”，即一首
分成两段；长篇歌由
若干段组成，或篇幅
虽长、不分段落。曲
调 有 “ 大 调 ”、“ 小
调 ” 之 分 。“ 大 调 ”
用于婚丧等隆重的场

合，音调高昂大方，引人入胜；“小
调”则在月夜或“朗绍朗冒”谈情说
爱的时候唱，音调柔和、婉转、活泼
动听。演唱方式有独唱、对唱、重
唱、齐唱等。凡遇建房造屋、迎亲嫁
女、老人亡故、迎来送往等场合，都
要唱相应内容的歌。有时要昼夜不停

地唱数天，这往往带有互相比赛的性
质。身边的花草、雀鸟等，都可以激
起能歌者创作灵感，编唱出优美含蓄
的歌词来。在布依族的歌声中，看得
见山，读得懂水，体会得到生活的
美。

1950年以后，布依族自己的作家
队伍成长起来。这些作家创作了不少
布依族书面文学，如长篇小说 《大古
山的黎明》《将军被刺之谜》 等，中
短篇小说 《山鹰飞过河谷》《儿女们
的事情》《崖上花》 等，散文集 《绿
色梦》《太阳女》 等，诗歌集 《盘江
放歌》《叶影集》、《山河恋》 等，剧
本 《罗细杏》《金竹情》《黑山汉子》
等，电视连续剧 《六马兄妹》《布依
女》 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有
三部《布依族文学史》正式出版。

布依族常用的乐器有唢呐、月
琴、葫芦琴、竹琴、巴勒、洞箫、短
箫、姊妹箫、铜鼓、牛骨胡等。铜鼓
是布依族最古老、最具有民族特点的
乐器。它全部用青铜铸成，鼓身铸有
各种花纹图案。1950年以前，几乎每
寨都有铜鼓，隆重节庆必敲击为乐。
举行丧葬、祭祀，则只有摩公才能按
照仪式的程序敲击铜鼓。

（摘自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 之
《中国少数民族》 卷 由杨鸥编辑整
理）

布依，这古濮越的后裔，世
代生活在南盘江、北盘江、牉牁
河畔。在遥远的夜郎古国里，那
些在江畔擂响铜鼓的人，是布依
族的先民。时间的河流，至今仍
在他们的血管里汹涌。他们将热
爱和感恩，吟唱成《百越歌》的
史诗。这个在大地上、江河旁、
群山中生长起来的民族，遵从着
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在巫术的
祭坛上，他们信仰着祖先、神
灵，万物有灵，万物通灵，朴素
而执迷。在摩公的指引下，他们
吟诵着摩经，驱邪祈福禳灾，超
度着他们的魂灵。

在山多地少的黔地，布依人
用吊脚楼诠释着他们的建筑智
慧。这种楼底圈牲口、堆杂物，
楼上住家人的建筑，既节省着宝
贵的土地资源，是人类珍视土地
的典范式建筑，又让家成为一个
功能齐备的整体，是农耕文明自
给自足的活标本。在古朴的蓝靛
缸中，他们以蜜蜡汁为墨，将心
灵的图画，书写在青花布上。穿
上这种蜡染的衣服，就把花、
鸟、虫、鱼穿在了身上。当夕阳
映红了晚霞，吊脚楼旁的晒场
上，月琴就会牵引出皎洁的月
亮。能歌善舞的布依人，就会让
美妙的身躯，舞动月光的迷离。

《铜鼓舞》《织布舞》《狮子舞》
《糖宝舞》，让冷峻的大山变得亲
切，让汹涌的江河变得舒缓温
柔。大歌小歌，错落有致，盘歌
则在一问一答中将诙谐和幽默、
灵感和智慧发挥到了极致。在吊
脚楼里，围坐在一起的艺人，拨
响琴弦，低吟浅唱，如月光泻
地、小河淌水、风拂柳絮、雨打
芭蕉。布依人的“八音坐唱”，
是唱歌，是奏乐，更是在吟诗，
这声音的活化石，宛如“天籁”。

在江畔的小叶榕树下，在吊
脚楼的竹林里，年轻的青年男
女、偷偷溜出狂欢的人群，顺手
扯下一片心形的叶子，在唇齿
间，让树叶成为了巧舌，弹奏出
心弦。爱情，在如诉呢喃中，像
安静的月光，把心中的柔情蜜意
照亮。木叶传情，胜过千言万
语。

如果你经过那些被喀斯特地
貌包围、漂浮在溶洞之上的稻
田，请你在田埂边作稍许停留，
给那些脚上粘着泥、额上流着
汗、手上扶着犁、佝偻着身子的
汉子打个招呼，或者传支香烟。
那是我的族人，他们是稻作文明
的传承人。你可以说，是水稻这
种作物成就了布依这个族群，你
也同样可以认为，是布依这个族
群成就了水稻。稻子，在布依人
的心中不仅仅是粮食，还是他
们族群的根。他们把新米染成
五彩的颜色，不只为做一个五色
的花饭，还是一种象征。那是他
们对绚丽和缤纷生活的向往与憧
憬。

作为南方山地民族的一支，
大山阻隔了他们与外界的交往，
同样也成就了他们独具魅力的文
化和品格。他们谦逊、质朴、坚
定，就像那绵延的群山一样。他
们生生不息，却又静如处子。在

他们沉默的外表下，藏着的是澎
湃的内心。酒，那用上好糯米酿
成的米酒，总在每个黄昏让晚风
沉醉，不知归路。

作为稻作文明的初始者和传
承人，择水而居、与水为邻，是
布依这个族群家园的方向。向着
水来，寻着水去，敬水就是对生
命之神的膜拜。在布依族的文化
里，水是精神，水是情感，水是
美学，水是美人。如果让所有的
布依男子变成山，那所有的布依
女子就是水。水绕着山，山护着
水，这就是理想的家园。

家园并不富有，生活也劳作
艰辛。栖息，就这样充满了诗
意。布依人生活在逼仄的大山
里，在石头多于泥土的大地上，
付出的多，得到的少。但他们从
来没有抱怨过天、责备过地，对
上天和大地的赐予，依然充满着
感恩。三月三、四月八、六月
六、七月半……好多好多的节
日，而今已成传统。这些节日，
都在谢天谢地谢神灵谢祖先，都
祭了山神祭水神，祭了土地神祭
米魂。平日里，他们用勤劳装扮
了大地，用针线将生活的向往织
成经纬，做一个绣娘，是布依姑
娘最初的梦想。节日里，他们装
扮自己，姑娘们戴上大包头穿上
花衣服，小伙子穿上绣了花边的
蜡染，走向展示青春和美好的歌
场。他们用土碗盛满米酒，热
情、大方、真诚地奉献给每一位
客人。无论你是亲朋或故旧，无
论你是老相识或素昧平生，在一
饮而尽中，你都能感受到什么是
盛情和真诚。几乎所有的布依人
都是制作米酒和美食的能手。
酒，在布依人眼里，是甜蜜和热
烈的情谊。布依人家善做小吃，
无论是米粉、糍粑或豌豆粉、米
豆腐，都在小吃里渗进了大智
慧。从味觉到心灵，你都能体验
一段妩媚的美食之旅。

从人文始祖布洛陀在大地上
播下文明的种子至今，布依族经
过世代的生生不息，已发展成为
一个人口近300万的西南较大的
少数民族。这个民族的95%以上
都生活在贵州。作为布依民族的
主要聚居地贵州，现已拥有黔南
和黔西南两个布依族苗族自治
州，多个布依族自治县。在时代
洪流中，布依民族跟兄弟民族一
样，在团结中实现着超越和进
步。布依族有自己的语言——古
布依语，20 世纪 50 年代，在政
府的帮助下，又创造了拉丁布
依 语 。 布 依 族 有 着 悠 久 的 农
耕 历 史 ， 有 着 丰 富 的 农 耕 智
慧和绚丽的民族文化。它们正在
被发掘，被弘扬。他们热爱自
然，保护环境，许多聚居地都已
成为人民感受布依文化的风景区
和展示地。

山中有真意，水边有柔情。
看得见山、读得懂水的布依人在
新时代的足音里会像山一样坚定
着自己的文化自信，像水一样将
自己的文化与智慧汇入到文明的
海洋。山是哥哥水是妹。这就是
布依人。

（作者为《边疆文学》主编）

山是哥哥水是妹
潘 灵（布依族）

山是哥哥水是妹
潘 灵（布依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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