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畲族自称“山哈”或“山达”。“哈”“达”，畲
语意为“客人”。“山哈”即指山里人或居住山里的
客人。这个名称不见于史书记载，但在畲族民间却
普遍流传。关于畲族来源，民间说法不一，主要有
两种说法：一种是认为畲、瑶同源；另一种认为畲
族是古代“越人”的后裔。

畲、瑶同源说的主要依据是：在汉文史书上往
往把畲族叫“瑶人”或“畲瑶”；畲族的族谱中多称
自己为“瑶人”或“瑶家”；分布在粤东的操苗瑶语
族语言的畲族，在海丰、惠阳被汉人称为“畲人”，
但在增城、博罗的却被称为“山瑶”；畲族保存的

《开山公据》（又名 《抚瑶券牒》） 和部分瑶族的
《迁徙榜牒》（又名 《过山榜》） 都同样流传着具有
氏族图腾信仰残余的盘瓠传说，以及有关歌谣和画

像，都说畲族原有
盘、蓝、雷、钟等
姓。现在畲族中虽
不见盘姓，但在瑶
族中却有很多盘姓
以 及 蓝 、 雷 等 姓 。
以此证明，畲族和
瑶族在历史上的渊
源是很密切的。

主 张 畲 族 是 古
“ 越 人 ” 后 裔 的 说
法，是根据汉文史
书中关于越、畲地
理分布的对照、民
间传说和历史记载
的 偶 同 或 从 字 意 、
字 音 的 演 变 去 推
论，以及畲、越具

有共同的盘瓠传说，共同的生产方式、生产水平和
共同的风俗习惯等，认为畲族乃古越人的后裔。在

“越人”后裔说中，又有不同的具体说法，其中有的
认为畲族乃春秋时期越王勾践或范蠡的子孙；有的
则认为畲族是汉晋时代“山越”的后裔。

除有上述说法外，尚有几种说法，包括“东
夷”说、“广东土著”说、福建土著“闽”族后裔说
和河南“夷”人说，等等。

畲族有自己的语言，属汉藏语系。畲语和汉语
的客家方言很接近，但在广东的海丰、增城、惠
阳、博罗等极少数畲族使用接近瑶族“布努”语

（属苗语支）。畲族没有本民族文字，通用汉文。在
日常生活中，各地畲族皆通晓当地的汉语方言。

“畲”字来历甚古，至少早在春秋时就已经出
现，但只是南宋末年才开始被用作民族的名称，距
今已有 700多年的历史。元代以来，“畲民”逐渐被
作为畲族的专有名称，普遍出现在汉文史书上。新
中国成立后，正式把畲族确定为统一的民族名称。

关于畲族的发源地，各地畲族都传说祖籍是广
东潮州凤凰山，后来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
压迫，被迫逃往深山密林寻找立脚之地。畲族分布
的地区属于东南丘陵地带，境内山峦起伏，丘陵密
布。海拔大都在 500 至 1500 米，闽东海拔在 1000 米
以下的丘陵山地占九成以上，浙南的丘陵、山地也
很多，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称。

这是一首歌的歌名，词作者
和演唱者叫蓝永潇，一位知名的
畲族歌手。他是浙江平阳人，与
我的家乡福建福鼎近邻，却分属
两省。我与他见过寥寥数次，畲
家人从骨子里生发出的热情和坦
诚，消除了因陌生带来的拘谨、
约束，我们很快就成为朋友。

“山中出凤凰，凤凰出山
哈。山哈男女都是，热情又好
客。乌皮红粬香米酒，千里飘香
乌米饭，畲乡阿妹送彩带，送上
山歌阿哥对，送上山歌阿哥对咯
阿哥对……”两年前的一天，在
一次民族文艺演出现场，当永潇
出场，唱到 《山哈和凤凰》 时，
台下气氛一下子热烈了起来，观
众随着旋律合着节拍哼起来，大
声唱起来。永潇的这首新歌在首
尾部分巧妙锲入一首广为流传的
畲族童谣，歌词主体描绘的是畲
家人喜迎宾客的场景，前者使观
众的应和成为可能，后者更激起
人们对熟悉亲切、有着鲜明民族
属性的畲乡生活的回忆回味。再
加上一个富有召唤力的歌名——
山哈，是畲族的自称；凤凰，是
畲族的民族图腾——它引发全场
的同频共振也就可以理解了。

山哈，意为山里的客人。畲
族先祖生活在闽粤赣三省交界的
凤凰山区，明清时期大量迁居闽
浙两省，在广阔山区形成大分散
小聚居的格局。有关畲族起源，
学术界有多种说法，然而山哈人
更相信流传千年的一个美丽传
说。相传畲族女性始祖是五帝之
一帝喾高辛的三公主，某年因番
邦来犯，畲族男性始祖忠勇王挺
身而出率军退敌，受赐婚娶帝女
三公主为妻，两人生育三男一
女，三男赐姓盘、雷、蓝，女嫁
钟氏，便是畲族四大姓氏盘、
雷、蓝、钟的由来，也是畲族以
凤凰为民族图腾的渊源。

大山，在山哈人的词典里等
同于家园。大山在赋予山哈人物
质馈赠的同时，也以重峦叠嶂为
他们的生存繁衍和对幸福的追求
提供了庇护。艰难最能铸造一个
民族的性格，长途迁徙和偏远闭
塞、土地贫瘠的山区磨练出山哈
人坚韧的意志和放达的情怀，而
歌唱无疑是这一民族性格最生动
的体现。

“歌是山哈传家宝，千古万
年世上传。”畲族歌会开场的序
歌，唱出了山哈人对歌的珍惜和
热爱，也唱出歌唱与民族血脉传
承的交融共生。畲族有语言无文
字，代代相传的畲歌成为山哈人
守护民族语言和人文历史的谱
谍，成为承载延续民族文化记忆

的“诺亚方舟”。这种以歌代言
的传统已经深深烙印在山哈人的
基因图里，山哈爱歌、能歌，生
活中无事不歌无处不歌。记得有
一次随团去浙江云和县安溪畲乡
考察，途中经过一个临溪而建的
村子。从溪边的菜地里走上来一
对阿哥阿嫂，得知我们是来自福
建的客人，团员中多位是山哈，
年龄约四十岁出头的阿嫂把肩上
的锄头往跟前一放，笑盈盈地便
唱了起来。她唱的是迎客歌，歌
声圆润清亮，像不远处那一脉澄
净的溪流，蕴藉着真诚质朴的情
意流进我们的心里。

节日，就是畲歌的总汇。畲
族民俗节日的形成大多与喜庆、
会亲、祭祀、祈福有关，爱歌的
山哈人把节日变成了盘歌盛会，
以致于节日的名称一定要被称作
歌会、歌墟、歌场、歌节。节日
里的畲乡歌声汪洋，山路旁、田
埂头、庭院里、竹林下、溪涧
边随处可见穿着民族服装的山
哈男女三五成群自由对歌，清
亮 的 歌 声 此 起 彼 伏 ， 四 野 弥
漫，应和着节日的喜庆，汇聚
成欢乐的海洋。

在我的家乡闽东福鼎，各个
畲村有不同的民俗节日歌会，其
中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影响
最广的，当属瑞云四月八，双华
二月二和方家山三月三。山哈人
乐观、淳朴、好客，每逢节日，
家家户户备下丰盛宴席，广邀亲
朋好友前来会亲做客。即使非亲
非故，只要你愿意，可以走进任
何一户人家，主人一定会以十二
分的热情欢迎你，留下你，款待
你。盘歌，当然是节日的主角，
山哈人不愿错过激情放歌的机
会，他们甚至不远百里千里，从
邻县霞浦、福安、柘荣、蕉城，
福州的罗源、连江，浙江的苍
南、平阳、泰顺甚至更远的景
宁、云和赶来，参加属于全民族
共有的盛会。每次歌会，参加人
数动辄以千计，村子里处处张灯
结彩，歌手们扎堆成群盘歌赛
歌，欢乐的歌声通宵达旦在山野
萦绕。

“我爱畲乡好地方，每逢佳
节起歌场，山哈风情多色彩，请
到畲乡来欣赏。”今天，即使在
平常的日子，在福鼎城乡也常常
能听到时不时飞起的畲歌。贯穿
城区的桐山溪，溪岸是市民最爱
的休闲娱乐广场，其中便有一处
民族文化活动场地，天气晴暖的
夜晚，常有畲族歌手聚集在这里
盘唱畲歌，清越的歌声在夜空中
飘荡，为这座城市添上一抹别样
的民族风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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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境内畲
族 （Shē Zú）

总 人 口 为 708651
人 （2010 年全国第
六次人口普查），分布
在闽、浙、赣、粤、
黔、皖、湘七省 80 多
个县（市）内的部分山
区，其中九成以上居
住在福建、浙江山
区。其他畲族族民
都 散 居 在 赣 、
黔、粤、皖、

湘等地。

畲族人民在迁
徙过程中，在拓荒
殖土的同时，创造
了绚丽多姿的文化
艺术。畲族的文学
艺术十分丰富，作
品有山歌、神话传
说、民间故事、谚
语 、 谜 语 、 儿 歌
等，音乐、舞蹈绚丽多彩，都有鲜明
的民族特点。由于长期和汉族杂居的
关系，在他们独特的艺术风格中，受
汉族文化影响较大。

山歌是畲族文学的主要组成部
分，多以畲语歌唱的形式表达，易为
群众所接受，代代相传，并不断丰富
和发展。所以他们的文学基本上是民
间口头文学。畲族人民不但在各种节
日和喜庆场合唱歌，还在日常生活和
田间劳作以歌对话。每年还会举行规
模盛大的“盘歌会”，他们群集举行
赛歌会，以歌会亲友，青年男女还会
通过对唱山歌，寻觅情侣。

畲族山歌以七言为一句，两句为
一行，两行称为一条。内容生动活
泼，丰富多彩，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寓
意深刻。传统的山歌有些已散失无
传，现流传下来的有 1000 多篇、四五
万行。有追述本民族来源和迁徙经过
的长篇叙事诗歌《高皇歌》和《麟豹王
歌》《元朝十八帝》《封金山》等，还有
歌颂劳动和爱情的“杂歌”，有取材
于本民族的故事传说和汉族的民间神
话、章回小说、评话唱本等编成的

“小说歌”，如 《钟景祺》《蓝佃玉》
《白蛇传》《梁祝》等。尤其是有关历
史传说的山歌，更是家喻户晓，人人

会唱。此外，还有
大量的革命山歌和
新中国成立后的新
歌。畲族人民亲身
经历了艰巨的革命
洗礼，编出不少革命
山歌。目前搜集到的
有“十送郎”“十字
歌”“五把白扇”“二

十三年革命歌”等。唱歌的形式除独
唱、对唱外，还有二声部重唱，畲族人
民叫作“双条落”，它是我国民歌演唱
中稀有的形式，丰富了我国民间音乐。

畲族地区群众性的舞蹈多已失
传。新中国成立后，文艺工作者根据
畲族正月祭祖仪式中道师 （本民族祭
师） 跳的舞蹈，加工整理为“踏步
舞”，又称为“猎捕舞”，具有浓郁的
生活气息，主要反映了畲族人民在行
猎过程中的动作。根据畲民在婚礼仪
式中的舞蹈动作如蹲步团拜、拜堂、
换灯、献茶、敬酒等，加工整理成为

“婚礼舞”。
畲族人民酷爱体育活动，“打尺

寸”“盘柴槌”“节日登山”“骑海
马”和“竹林竞技”等，都是畲族民
间流传十分有趣、别具一格的体育运
动形式。畲族人民练拳习武之风十
分盛行，经过千百年来的传承，已形
成了独具一格的民间武术。畲族武
术分棍术和拳术两种。“盘柴槌”就是
棍术中的一种。拳术广泛流传于畲
族山村，是畲族人民世代流传的民间
体育活动。福建罗源县八井村畲族
的 拳 术 ， 更 是 攻 防 有 术 ， 独 具 一
格，世代相传，经久不衰。他们称
拳术为“打工头”。

畲族民间工艺美术的特点，主
要表现在服饰刺绣和斗笠编制等方
面 。 畲 族 女 子 擅 长 在 衣 裳 、 蚊帐
眉、被单、肚兜、鞋面、烟袋等上面
刺绣各种花鸟和几何纹样。刺绣色彩
鲜艳明快，对比强烈；用色多以大
红、桃红为基调，配以黄、绿、白、
蓝各色，有的用金线镶嵌，增加华
丽氛围，形成一种独特的艺术。畲
族姑娘通常七八岁就开始学编织花
带。畲族花带长几米到几十米不等，
花带色彩多样，宽度小的用来系裙、
裤和捆绑衣物。畲乡竹编手工艺品
有篮、篓、箩筐、竹枕头、梳妆盒、回
纹席等，品种繁多。最具特色和代表
性的是竹编斗笠和合手巾带 （花腰
带）。尤其斗笠做工精细，颇有声
誉，斗笠花纹有：斗笠燕、顶、四

路、三层檐、云头、虎牙、四格、燕
嘴等几种同时使用的花纹。斗笠是
畲族女子喜爱的装饰品之一，畲家
姑娘常以花斗笠陪嫁。

畲族女子服饰民族特色鲜明。衣
尚青、蓝色，多着自织的苎麻布，衣
右襟和袖口镶花边，色彩斑斓绚丽。
服装款式有福鼎式、霞浦式、福安
式、罗连式和丽水式之分。福鼎式通
常称福宁东路装，上衣分大领和小
领。多用水红、水绿做底色，加绣
花纹。霞浦式又称福宁西路装，流
行于霞浦县西、南、中部和东部畲
村以及福安东部地区。其特点在于
前后衣片长度完全相同，也是大襟
式，有服斗和系带，可两面翻穿，
逢年过节或外出做客穿正面，平日
在家或外出劳动穿反面。福安式领

口低窄，青年妇女所穿的服斗绣花
偏宽，领口多为花领，绣工特别精
细，多作为盛装、礼服。罗连式又称
罗源式，流行于福建罗源、连江和宁
德南部飞鸾一带，一般穿黑色短裤，
打绑腿，领上花色由红、黄、绿、
红、蓝、红、黑、红、水绿的顺序排
列成柳条纹图案，上领的黑底上绣有
一条水红、黄色的粗线条的自然花
纹，围身裙的图案花纹以大朵的云头
纹为其特征，裙边配上柳条纹原色图
案花纹，非常醒目。丽水式，以浙江
丽水地区为代表，富有特色的是花边
衫，畲族称为“兰观衫”。

畲族妇女去世和举行婚礼时有专
用服饰。专用长裙叫大裙，参加丧葬
时大裙黑色、素面、四褶，长至脚
背，分筒式和围式两种，与上衣套

配，束以宽大的绸布腰带或系配色大
绸花。婚礼时大裙改用红色面料缝
制，束以红绸结的大绸花。还有专用
冠戴叫凤冠，又称公主顶和。尖顶圆
口，戴于发髻上，以红绸带或料珠串
扣于下颌。婚礼用凤冠系有遮面银
饰，俗称“线须”，由一块长方形银
牌和九串银饰薄片组成，垂挂面前，
银牌上有“双龙抢珠”图案，银片纹
饰为鱼、石榴、梅花等吉祥物。

畲族男子服装有两种：一种是平
常穿的大衣襟、无领青色麻布短衫，长
裤，冬天穿没有裤腰的棉套裤。另一
种是结婚或祭祖时穿的礼服，礼服为
青色长衫，祭祖时则穿红色长衫。

（摘自《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
《中国少数民族》卷，由黎诺瑶编辑
整理。）

畲族的节日与汉族的大致相同，
有春节、元宵节、清明、端午、中
秋、重阳、冬至等，其中以春节、端
午最为隆重。畲族也有本民族传统的
节日，典型的有会亲节、乌饭节、分
龙节、元帅节等。

由于族支繁衍，子孙处于浙南、闽
东各地，省亲路远、探亲无期，乃定在
每年春耕前的农历二月初二为会亲
节，迄今已有 200多年的历史了。当天
闽东、浙南畲村都定点聚会，举办歌
会，畲家诸姓相聚一起把酒会面。

农历三月初三畲民染乌米饭祭祀
祖先，称“乌饭节”，俗称“上已
节”，是畲民的传统节日。这一天，
畲族男女成群结队出门“踏青”，采
集乌稔叶子，泡制乌米饭，缅怀先
祖，并赠亲友，预祝丰年。

分龙节，是畲族的传统节日，每
年在农历夏至后的“辰”日举行（福建
霞浦县畲族在五月二十四举行，叫“立
秋分龙”）。传说这一天玉皇大帝给畲
山“分龙”，象征着风调雨顺，五谷丰
登。是日，畲族人民禁用铁器，禁挑粪
桶，不劳动，也是青年男女对唱山歌寻
觅配偶的日子。

农历八月二十三元帅节，闽东畲
族供奉田公元帅者皆行元帅节。是
日，杀一只大公鸡，连同其他供品祭
神田公元帅。祭罢，举家喝“元帅

酒”，壮胆驱邪。
在宗教方面，祖先崇拜是畲民十

分重视的传统。农历十二月十五或二
十四，粤东畲族将此两日称为“谢神
日”。各户备上牲畜到祠堂、宫庙拜
谢诸神。另外，每年二月十五、七月
十五、八月十五为祭祖日。畲族祭
祖，是对祖先的怀念和祭奠，也是对
子孙训勉的机会，通过祭祖，追述民
族起源的历史，借以激发民族自豪
感，增强民族内部的团结。

畲族每一宗族有一个祖杖，祖杖
雕刻有龙头，这是畲族图腾信仰的主

要标志。在各地畲族中广为流传的
“盘瓠”传说，也是畲族图腾信仰的
遗迹。盘瓠传说是说畲族祖先叫盘
瓠，因为帮助五帝之一帝喾高辛平息
外患有功而受赐婚娶了帝女三公主为
妻，婚后携公主迁居深山，生三男一
女，长子姓盘，次子姓蓝，三子姓雷，女
婿姓钟，繁衍下来就形成了后来的畲
族。他们把“盘瓠”传说绘成连环画式
画像（称祖图），祀奉虔诚，每三年举行
大祭一次。宁德畲族，每三年迎祖一
次，日期在农历正月十四。那天彩旗
纷飞，鼓乐喧天，热闹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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