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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毛南族自称“阿难”或“哀南”
（单称）、“窘南”（众称），意思是“这个地
方的人”。译成汉语即是“毛南人”的意
思。“毛南”之称源自地名，最初见于南宋
淳熙年间（1174-1189 年）周去非所著的

《岭外代答》。该书称：“自融（州）稍西南
有宜州。宜处群蛮之腹，有南丹州、安化
三州一镇，荔波、赢河、五峒、茅滩、抚水
诸蛮。”这些地方包括了今广西环江毛南
族自治县和相邻的南丹县，以及紧邻的
贵州荔波县境。“茅滩”又写作“茆
滩”，当时“三南”地区被称为“茅
滩”，谓此地人“茅滩蛮”。其后的汉文
古籍、碑文亦有用同音异字“冒南”

“毛难”“毛南”之类记载该地区及其行
政 单 位 名 称 。 乾 隆 年 间 （1736-1795
年），毛南人立有 《谭家世谱》，碑文中
开始出现“毛难土苗地方”“毛难甲”，

“来毛难安处”的记载，此乃毛南族名
称的正式出现。

对于毛南族的族源，史料记载较
少，方志碑文族谱记载亦不详。一般认
为毛南族与布依族、仡佬族等南方民族
有渊源关系，都是由岭南百越支系发展
而来的。殷商时期，百越人就活跃在长
江以南的广大地区。毛南族是由秦汉以
前的“骆越人”、隋唐时期的“僚人”
发展而来。

毛南族都同姓同族聚居，一般一个
姓氏为一个村峒。村落依山而建，多则
几十户、少则十来户人家建立小村庄，
最大的也不超过百户。

明末清初时期，环江县毛南族地区
就已经有了一种称为“隆款”的社会组
织，由公众推举德高望重的男子为“村
老”，主持内部公共事务及婚丧嫁娶等
活动。除了村老，毛南族自然村中还有
牌头以及学董、武相公、文相公。“牌
头”由村民推选出来或政府任命负责催
粮。“学董”是毛南族各村、峒负责办
学的长者。村、峒的武相公则必须精习
拳术武艺，掌握一套骑马、射箭的本
领，曾到县或府去应试过，考中合格才
赐武相公称号。

毛南族素有尊师崇文的优良传统。
早在宋代庆历七年 （1047 年），思恩县
就开始有儒学训导 （衙署）。明代万历
三十六年 （1608年） 创建学宫。18世纪
以后，毛南山乡普遍设立了私塾。辛亥
革命前后，学馆、私塾改办为乡村小
学。20世纪30年代初，不少毛南族人家
把自己的子弟送到思恩县城、庆远 （今
宜山）、柳州、桂林等地就读中学或师
范。但是，毛南族地区的教育总体还是
非常落后。

毛南族地区发展相对缓慢。明末，
他们还使用着木制的锄头和犁耙。到了
清代，才比较广泛地使用各种铁制工
具，土地也开始逐渐集中。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前，毛南族地区农业生产条件
还很差，当时使用的铁制工具仍较简
陋，农田翻土主要使用锄头和脚踏犁，
收割稻谷一般使用禾剪，效率低下，产
量也不高。

“女儿节”不是节，是男女平等、尊老爱幼
的传统美德。

在我家乡——贵州毛南族生活的山区，每到
农历六月初六，只要是父母还健在的女儿，不管
嫁的地方距离父母多远，不管年龄多大，不管有
多忙，都得带上一篮花糯饭和一些礼物，赶回家
陪伴父母一天。这一天，也被称为我们民族的

“女儿节”。“女儿节”贯穿的寓意是尊老爱幼，
即儿女特别是女儿对父母的尊重和爱戴。而色
彩斑斓、芳香可口的五色花糯饭，作为我们民
族的一种传统美食，也是女儿孝敬父母必不可
少的美食。

在我的家乡，谁家的女人会做花糯饭，谁家
的女人花糯饭做得好，就说明这个女人心灵手
巧，会当家。所以，女儿在出嫁前，母亲除了教
会女儿做针线活，还要教会女儿做花糯饭。在我
老家的山区，女人会当家不是简简单单的会做家
务，而是要成为一个家庭的顶梁柱。毛南族不重
男轻女，历来以尊重妇女、尊重母亲为荣。在每
一个毛南族家庭里，生儿生女一个样，女儿与儿
子都是家中的顶梁柱。没有儿子的人家可招婿上
门，入赘的女婿到女方家后，就改为女方家姓
氏，以后生下的子女也不再返祖改姓。这种方式
打破了重男轻女的陋习，体现了毛南族对妇女的
尊重，强调了女儿也是传后人的婚育观念，解决
了老人所担心的养老问题，有效地促进了家庭的
和谐和社会的稳定。

花糯饭一般分为黑、紫、黄、红、白五色，
所以花糯饭也称五色饭。花糯饭的主体是糯米，
在做花糯饭的前一夜，先将从山上采集来的枫香
叶、密蒙花、红兰草等可食用的植物榨汁，汁液
出来后，分别把不等量的糯米分开放入其中浸泡
一夜，天亮后将上色的糯米放入木甑中蒸熟，便
可蒸出黑、红、黄、紫、白五种颜色的花糯饭。
其中黑色和紫色均为枫香汁 （黑色汁浓，紫色汁
淡），红色为红兰草汁，黄色为密蒙花汁，白色
为糯米的本色。蒸熟的五色花糯饭色泽鲜艳，五
彩缤纷，晶莹透亮，香气沁人心脾，质地滋润柔
软，出锅即可食用。食之味道鲜美，醇正平和，
且有微甘，回味无穷。蒸熟后的花糯饭，枫香
叶、密蒙花、红兰草等植物的香味飘香四溢，在
空气中弥漫，色香味俱全，令人难忘。

挑上刚出锅的花糯饭、美酒、为父母缝制的
衣服、鞋袜，嫁出去的女儿们，在六月初六这天
离开夫家，浩浩荡荡地行走在回家看望父母的田
间小道上。有女儿出嫁的人家，也在这一天，早
早起来打扫庭院，杀鸡购肉，准备丰盛的菜肴等
待女儿归来。有的人家甚至还会杀猪办酒，把邻
居或亲朋好友请过来，一起分享“姑妈”带来的
快乐。“女儿节”上，父母穿着女儿亲手缝制的
衣服，品尝着女儿送来的花糯饭、美酒，接受亲
戚邻里的祝福，感受着养育女儿给家庭带来的莫
大荣耀和快乐。

“女儿节”是女儿的节日，也是父母的节日，花
糯饭则是女儿用来报效父母养育之恩的孝心和爱
心。“女儿节”也是每一位母亲用她们的实际行动，
传送给后代儿女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几百年
来，六月初六这天，嫁出去的女儿回门探望父母，
给父母做一篮花糯饭，做一件新衣服，为父母尽孝
的习俗，一直代代相传至今，交织出家乡这片土地
每一户家庭日常生活的幸福时刻。

毛南族总人口数为101192（2010年）。
毛南族聚居的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北部，地处云贵高原

南麓的余脉之间。境内喀斯特山地、丘陵、峰林谷地交错发育，重峦叠嶂，千峰林
立。毛南族聚居区地处亚热带，气候温和，夏无酷暑，冬少霜雪，雨量充沛，很适合
农作物的生产。

毛南族有自己的语言。毛南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之一种。毛南
族许多人都能说壮语、汉语或布依语，并通用汉文。为弥补本民族无文字的缺
陷，历史上毛南族人民还模仿汉文形声字的结构方式，假借汉字的音、义来拼
写毛南语，构成“土俗字”，用以记载本民族的史诗、民歌和宗教经书等。

1956年7月经过民族识别，正式确定毛南族为单一民族，称为“毛难族”。
1986年6月根据本民族意见，国务院批准改为“毛南族”。

50 多年来，毛南族各项事业都取得
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政治权利得到充分落实和保障。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南族地区建立
了人民政权，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
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人民做了国家的主
人。1984年9月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
民政府批准成立上南和下南两个毛南族
乡。1986 年 11 月 1 日，国务院又批准撤
销 环 江 县 ， 设 立 环 江 毛 南 族 自 治 县 。
1990 年 2 月 14 日，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第
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

《环江毛南族自治县自治条例》。该条例
的制定和执行是环江毛南族人民政治生
活中的一件大事。1992 年贵州省人民政
府批准建立平塘县卡蒲毛南族乡。毛南
族聚居的地区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毛
南族当家作主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

农田基本建设“改天换地”，热色农
业迅速发展。毛南族世居大石山区，水
资源丰富但难以储水。“石多土少水如
油，雨降三日水淹地，雨停半日溪断
流。”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毛南山
乡流传的歌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积极带领毛
南族人民兴修水库、山塘、人畜饮水
池，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使毛南山乡农
田的灌溉得到了保证。随着农田水利建
设的进行，毛南族地区的农业产量有了
较大的提高。毛南族人已有500多年饲养
菜牛的历史，养殖业是毛南族的主要经

济支柱之一。“毛南菜牛”由于采用科学
饲养方法，产量大增，出栏率上升，经
济效益大大提高。毛南族地区成为名符
其实的“牛粮之乡”而饮誉四海。

工业经济发展迅速。广西环江毛南
族自治县改变了过去依赖矿业的经济模
式，形成了以河池·环江工业园为龙头，制
糖工业、煤炭工业、建材工业、林产品加工
工业、冶炼工业等齐头并进的局面。同时
大抓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世行项目、国
债项目、扶贫开发项目、农业综合开发项
目、桂西项目等进展顺利，与外商签订了
不少投资合同，累计项目到位资金数亿
元，比自治县成立初期有了大幅增长。

交通建设成效显著。毛南族人民长
期生活在大山之中，出门主要靠步行，运
输靠人力和畜力，信息闭塞。从上个世纪
50年代开始，毛南山区人民群众在政府的
支持和帮助下，大力兴修公路，结束了过
去靠两条腿与外界联系的历史。

毛南族地区过去医疗条件极差，缺
医少药，生病后只能靠一些草药和“刮
痧”“拔火罐”等民间医方处理，身体健
康没有任何保障，天灾人祸时有发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不
断拨给资金建立卫生院、卫生所，购买

先进医疗设备，改善医疗条件。
毛南族向来重视文化教育。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毛南族的文化教育得到了
新的发展。目前全县 15 个乡镇全部通过
自治区级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评估验收，
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8.5％。

进入 21 世纪，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
的政策，毛南族地区的发展迎来了难得

的历史机遇。2001 年 9 月 29 日，国务院
办公厅发布 《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
措施的实施意见》。把毛南族等22个人口
在 10 万人以下的少数民族确定为人口较
少民族，在农田、水利、交通、教育、
卫生、农村广播电视、集镇建设等方面
进行重点扶持，并着重解决这些民族的
农业发展、人畜饮水、基础教育、看病
就医、收看电视等突出问题，毛南族和
周边各民族一起走上了共同发展、共同
繁荣的康庄大道。

（摘自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 之 《中
国少数民族》卷，苗春编辑整理）

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毛南
族形成了独特奇异的风俗习惯，也创造
了绚丽多彩的文化艺术。

毛南族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以饲养
业和副业为辅，主要种植杂粮，少数地
区种植水稻。由于耕地不足，人们惜土
如金，注重精耕细作，多实行轮种、间
种、套种。牛不仅是毛南人耕田种地、
运肥拉柴的好帮手，而且饲养菜牛也成
了毛南人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主要饲
料是一种叫“卧鸟”的青草，可以在较
短的时间内，把牛喂肥。

毛南族饮食习俗中一个最大特点就
是“百味用酸”。喜爱腌制酸肉、酸螺
蛳、酸菜，都是待客的传统佳肴。酸类
食品很多，尤以“毛南三酸”最有名，
亦即毛南人自称的“腩醒”“索发”“瓮
煨”。“腩醒”就是把猪、牛肉切成薄
片，拌用生盐腌透，放置两三天等水分
干后，将适量的香糯米蒸熟成饭，尔后
放在簸箕里凉冷，与切好的肉片揉搓均
匀，放在坛里压紧密封。在坛里腌制时
间越长味道越鲜美。“索发”是一种酸味
特异的螺蛳汤。其制作方法是把洗干净
的钉螺用猪油干炒，待透熟发香后，趁
热倒入坛里密封 3 个月后再揭盖吃用。

“瓮煨”是一种盐水酸菜坛，用来腌制各
种蔬菜，如萝卜、豆角、黄瓜、生姜、
辣椒等，可以防止瓜果蔬菜放久变坏。

毛南族和邻近的壮、汉族有共同的
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元节、重阳
节，还有自己独特的分龙节。“分龙节”
是广西毛南族民间最大的节日，在农历
五月间进行。毛南族人民根据自己的气
象经验和宗教观念，认为每年夏至后第
一个辰日前后，降雨量有明显的不同，

前时雨水均匀正常，后时则时雨时旱，
容易出现旱灾，这是由于天上的“龙”
布雨不均匀所造成的，要保证一年风调
雨顺，六畜平安，就要祭神拜祖。过分
龙节时，男女老少都要穿上节日盛装，
家家户户都蒸五色糯米饭和粉蒸肉，有
的还要烤香猪。大家折回柳枝插在中
堂，把五色糯米饭捏成小团团，密密麻
麻地粘在柳枝上，以表示果实累累，祈
望五谷丰登。祭祀神灵与祖先都在三界
公庙举行，全村男女以及外嫁的女子和
远道的亲友都赶来参加，隆重而热烈，
有时候还跳毛南傩舞。

广西毛南族有“放鸟飞”的习俗。春
节来临前，广西毛南族人就将采集来的藤
叶精心编织百鸟。编成的燕子、山鸡、鸬
鹚、画眉等都是栩栩如生的精美艺术品。
除夕清早，各家主妇给百鸟的空腹灌上香
糯，有的还拌上饭豆或加上芝麻馅，然后
上锅蒸或煮熟。煮熟后把“百鸟”提耳穿
起来，吊挂在整根的甘蔗上，一字摆开，架
挂在堂屋香火前。孩子们等不得它们变
凉，就央求着母亲给自己一只，拿着烫手
的百鸟糯粑，炫耀地满村子疯跑。掌灯时
分，主妇们把串着百鸟的甘蔗横挂在堂屋
正中的香火堂前，让百鸟面向大门尾朝
壁，祈祝百鸟啄食害虫，保护农作物丰
收。元宵这一天，人们砍断甜甘蔗，再煮
百鸟群，晚餐用百鸟当饭，以果汁解腻，这
就是韵味无穷的“放鸟飞”。

贵州和广西的毛南族都过端午节，
但节日的内容和意义与汉族不同，民间
称为“药节”。毛南人身处崇山峻岭中，树
木丛生，植被茂盛，中草药丰富。他们认
为端午节这天采集回来的中草药药力最
强。把采回来的草药放在锅里煮，用草药
水给小孩洗澡，可以防各种皮肤病。

毛南族的壁画、石雕、木雕、剪
纸、织锦、刺绣、腊染和建筑造型等民
间工艺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其中以雕
刻和编织最有名。如今存留在下南乡堂
八村东南凤腾山上的古墓群就是毛南石
雕的典型代表。

毛南山乡盛产竹子，毛南人普遍擅
长用竹子编织各种竹帽、凉席。最著名
的就是用当地产的金竹和墨竹编制的花
竹 帽 。 俗 称 “ 毛 南 帽 ”， 又 称 “ 顶 盖
花”，意思是“帽子下面的花”。这种帽
子精致美观又非常实用，是毛南族独特
的手工艺品。

◎TA说民族

“女儿节”与花糯饭
□孟学祥（毛南族）

毛南族毛南族

尊师崇文

百味用酸

毛南族

美观实用的毛南族竹帽美观实用的毛南族竹帽

牛粮之乡

毛南族擅长养牛毛南族擅长养牛

毛南族五彩饭

毛南族聚居区的喀斯特地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