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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族有本民族的语言，但由于
语言因素复杂，语言学家难以确定
其语言属系。京、汉两族人民的长
期友好相处，绝大部分京族人民都
通用汉语 （粤方言）、汉文。历史
上曾经使用过“字喃”。“字喃”意
为南方的字，即喃字，系13世纪末
京族人民在利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
的本民族文字。新中国成立前，在
歌本和宗教经书中仍保留使用。目
前会用京语哈歌 （哈，京语音译，
即唱） 的，绝大多数是50岁以上的
老人，如今在整个京族三岛懂字喃
的，只剩下10多位老人。近几年随
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一部分京族人
开始重视对本民族语言、文字的保
护工作。

京族的文化艺术有自己的特

点。京族口头流传的民间故事和神
话传说，内容丰富，情节生动，给
人们以思想营养和美的享受，比如

《镇海大王》《宋珍和陈菊花》《田
头公》《计叔》《刘二打番鬼》 等。
由于京、汉两族长期的友好往来，
相互影响，汉族的民间故事《梁山
伯和祝英台》《董永的故事》 等也
在京族地区广泛流传。

“京戏”是京族传统的戏剧，
又称“嘲剧”，独具民族特色。传
统剧目有 《阮文龙英勇杀敌》《等
红娘》 等。汉族的古典戏 《二度
梅》等也在京族地区流传。

京族传统的民间舞蹈主要有
“跳竹杠”“跳天灯”“跳乐”和
“花棍舞”等，其中有些源于民间
宗教舞蹈，有些是京族日常生活中

的娱乐方式，具有明显的娱神或娱
人的文化功能。此外，还有现代题
材的舞蹈“摇船舞”“纸马舞”“酒
舞”“天灯舞”等等。

京族的乐器有独弦琴、二胡、
笛子、锣、鼓等。独弦
琴是京族特有的民族乐
器。独弦琴琴身用大半
个竹筒或长方形的木匣
做成，长约三尺半，一端
插上一根圆木柱子与琴
身垂直，另一端用把手系
上一条弦线，与小圆柱子
相连，即成独弦琴。独弦
琴的音量较小，曲音清
雅。奏时，用一根小竹
片拨弦线，弹出声音娓
娓动听。“独弦琴”和京

族人的“唱哈”“竹竿舞”同被誉
为京族传统文化的三颗珍珠。

（摘自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
之《中国少数民族》卷。杨鸥编辑
整理）

作为中国唯一一个海洋民
族，京族给人的印象与海离不开
干系。具体到吃上，就是天天吃
海鲜、顿顿嗜海味。这印象当然
没错，但对京族人来说，鱼虾不
能果腹，以大量海产品换取大
米，大米才是京族人赖以生存的
东西。京族以米食为天，海鲜再
怎么重要也只是“海”，取代不
了“天”的意义。

以大米为基础，京族饮食由
此生发出丰富的花样。来到京族
聚居区，会遇到“ ”。当地话
常把以糯米搭配籼米为主料做成
的米饼和糍粑类食品叫做“ ”。

最有代表性的“ ”是“风
吹”（又名风吹饼）。将糯米浸泡
后磨成粉浆，用蒸笼将粉浆摊匀
在布箍 （用环竹片将棉布箍紧制
成的模具） 或大的薄铝托里蒸
熟，均匀地撒上芝麻，放置在户
外的竹篾架上晒干，后覆于疏篾
屏上，用炭火烘干，就做好了。
烤熟后的米粉膜几近透明，形似
晒枯的荷叶，似乎随时可被风吹
走，“风吹”因此得名。它易于
保存，既可做小吃，又可做出海
打鱼时的干粮，深受京族群众喜
爱。

如果把蒸熟的粉膜切成细丝
后烘干或晒干，即成“丝”。因

“丝”呈长条状，京族人认为它

有长长久久的蕴意，以前多用其
作为聘礼及婚宴食品。烹煮后的

“丝”，口感均爽滑而鲜香，风味
独特而浓郁。尤其是与虾米海螺
混合炒熟后，味道喷香可口，是
别具风味的京族小食。拌上螺贝
肉、蟹肉、沙虫干或虾仁等煮成
的“丝海味汤”，甜香鲜美，既
嫩滑又可口，香浓郁而不腻，是
京家待客之上品。

同样是磨好的米浆，放到布
袋中把水分滤掉，也可以做成别
的“ ”。揪下一块米粉，填馅
料后团好，在白芝麻里滚一圈，
放屉上蒸。出笼后再裹上炒熟的
糯米粉，使食品白如雪球，相互
之间又不粘连。这些裹白芝麻或
糯米粉的食品，外形乍一看犹如
老人的满头白发，京族人把它们
都叫做“白头”。京族人逢年过
节制作“白头”，图的就是幸福
长寿、白头到老的寓意。

米食还有一种大粽粑，又称
年粽，严格说来不只是京族特有
的，越南的越族、广西的壮族、
瑶族等都有春节前包大粽粑的习
俗，“发明专利”属于谁反而不
甚清楚了。以前京族人包的粽
子，主要是小型的四方粽子，但
这种粽子又小又不能保存，所以
上世纪中期以后基本包的是和周
边壮族、汉族一样的重达1斤多

的大型年粽了。做好的年粽可放
上二十天左右，每个可供一家人
吃好几天。

由于京族聚居区大部分土质
不适合种水稻，因此京族人的大
米大多是与周边民族交易而得。
以前京族人为了换取粮食，经常
肩挑海产品到山区叫卖。路途遥
远，出于安全上的考虑，一些京
族 人 家 与 山 区 的 壮 族 结 “ 亲
戚”，这种以“亲戚”为媒介的

“贸易联盟”使得鱼和米的互换
有了着落，大家都不愁卖也不愁
买，心里踏实了许多。

京族人制作的各种米食，有
本民族的特点，也有民族文化相
互影响的影子。京族的“食新米
节”有可能来源于壮族习俗。京
族人获取大米的途径，与民族交
往密切相连。简简单单的大米，
从源头到食用，每一步都是各民
族友好往来的结晶。

随着社会发展和生产力水平
极大提高，大米早已变得稀松平
常，但对京族人来说，米食依然
为天，而大米已经不仅仅是大
米，大米的文化意蕴、文化变
迁、文化互动，形成了广阔高远
的天，与浩瀚深邃的海一起，连
成了海天相连的壮美景象，这才
是民族文化常青常新的奥秘所
在。

京族是中国 55 个少数民族中人数较少的一个民
族，人口为 28199人 （2010年），主要分布在广西壮族
自治区防城港市。其中东兴市约有1.2万人，主要聚居
在东兴市江平镇的澫尾、山心、巫头三个海岛上，素
有“京族三岛”之称。其他京族人口则与汉族、壮族
杂居在东兴市江平、谭吉、红坎、恒望、竹山等地及
防城港市的其它市县。钦州市也有少量京族人口分布。

京族的主体源于古代百越的一支骆越，隋唐时称

为“僚”。后来因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 （或南岛语
系） 印度尼西亚语族的占人和属于南亚语系孟高棉语
族的高棉人及少量汉人的加入，重新融合而成现在的
新民族群体。京族文化在发展中受中华汉文化的影响
很大，同时也包含了不少占人文化、高棉人文化的元
素。

京族过去曾称为越族，1958 年根据本民族的意
愿，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定名为“京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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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族的祖先大约在公元 16世纪初
陆续由越南涂山等地迁移来华，最先
居住在巫山岛和江平镇附近的寨头
村，后来才逐渐向澫尾、山心、潭吉
等地发展。京族为越南的主体民族，
曾称为“越南人”或“安南人”，瑶族
称他们为“交趾人”。在澫尾村的乡约
中，有“先祖父洪顺三年从涂山漂流
到此，立居乡邑”的记载。洪顺是越
南16世纪封建王朝的年号，洪顺三年
即公元 1511年，为我国明朝武宗正德
六年。此外，据京族人口较多的刘、
阮二姓追述，他们的祖先原来居住在
越南吉婆，后迁至越南涂山沿海，以
打渔为生，在北海湾追捕鱼群时来到
今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的巫头岛，
见这里荒无人烟，又有较好的渔场，

便定居下 来 ， 至 今 约 有 16 － 17 代
人。若以每代人 25 年计算，至少也
有约 500 年的历史，这与乡约中所记
相符。

京族在迁到江平地区之前，已处
于封建社会发展阶段。迁来之后，在
京、汉两族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
下，渔、农业生产长期得不到发展。
在红坎村“哈亭”（唱歌的地方） 的碑
文上，就有“官事重役，不堪其苦”

“人民饥馑”等记载，反映了京族老百
姓过去悲惨生活的景况。

清朝政府曾在江平地区设立了
“江平巡检司”。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
后，江平京族地区一度被法国侵略者
武装侵占，京族地区的渔业、农业生
产受到严重的破坏。

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
本主义长期统治和剥削下，京族人民
过着饥寒交迫、毫无政治权利的痛苦
生活。勤劳、勇敢的京族人民曾经和
汉、瑶、壮族人民一道，进行了多次
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法战争期间，澫
尾、巫头等地京、汉各族数十人，在
澫尾村京族杜光辉率领下，毅然参加
了“黑旗军”，站在抗击法国侵略者的
前列。当法国侵略军的铁蹄践踏江平
京族地区时，京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一
起，组成“江平抗敌义军”，奋勇迎
敌。1886 年，法国侵略者与当地官僚
万宁州官潘土木相勾结，烧杀抢掠，
横征暴敛，鱼肉人民，当地京、汉各
族人民奋起反抗，终于把法国侵略者
驱逐出中国领土，并处死潘土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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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族沿海而居，海域捕鱼自然也
就成了他们主要的经济生活。京族村
寨给人第一印象是成堆成挂的各式渔
具。拉网、刺网、塞网，还有专门针
对特定捕捞对象的鲨鱼网、南虾网、
海蜇网、鲎网、墨鱼网等，渔具之
多，分工之细，形成了京族发达的渔
业文化与独特的渔业风情。

渔箔是京族渔猎生产中独特的传
统设施，用渔箔捕鱼已有 200 多年的
历史。渔箔颇象古代的八卦阵。捕鱼
经验丰富的京族人，在地势倾斜、水
流较急的滩地裂沟两旁，分两行插上
木柱，直到最低潮水线处。木柱间用
细竹条、竹蔑或山藤编结成“篱笆”
栅栏，形成“篱沟”，状如漏斗。在

“漏斗”里以竹片和木条编织3个由大
到小的“鱼室”（也叫“鱼港”），鱼
室彼此相通，各入口处安置有鱼虾能
进不能出的“笼须”。涨潮时，潮水带
着鱼虾淹没了箔地；退潮时，鱼虾被
困于鱼室。渔民驾轻舟，划竹筏，进
入篱沟用鱼罩、阿罾尽情收获。

在京族的渔业生活中，至今还保
留有“见者有份”的“寄赖”习俗。
不论是退潮后的渔箔边，还是满载归
来渔船旁，只要想吃海味，你就可以
捡一些拿走，主人绝不会责怪。京族
也有与渔业生活有关的禁忌，如在渔
家做客，千万别说饭烧焦了，因为

“焦’与“礁”同音，不吉利，渔民最
怕触礁。在船上不要说“油”，把油称
为“滑水”，因为“滑”有“顺当”

“顺溜”“顺利”之意，而“油”与
“ 游 ” 同 音 ， 船 破 后 人 落 水 才 要

“游”。移动器物要拿起来，不能推拖
着移动，因为有“搁浅”之嫌。京族
男子每次出海，老人、妇女、孩子都
要到海滩上送行，并举行一些祭海活
动。当一艘艘鱼船行驶在辽阔的海面
时，渔民便互相对歌，或抒情婉约，
或激越磅礴。长年累月，使京族人具
备了大海一样的胸怀，大海一样的性
格。

过去京族家家户户都寄身于荒滩
乱林之中。住房都是粗陋不堪的草庐
茅舍，墙壁以粗糙的木条和竹片编
织，有的再糊上一层泥巴，或用竹篾
夹茅草、稻草等作墙壁；屋顶盖以茅
草、树枝叶或稻草，也有极少数人家
盖瓦片。这种“草庐芭舍”，京家称之
为“栏栅屋”。它也是百越“干阑”式
建筑的一种传承，因陋就简，“地板”
上面住人，“地板”下是家禽栖息的地
方。

从20世纪50年代始，随着生产水
平不断发展，京族的居住条件发生了
变化。这种变化的明显标志就是代之
而起的“石条瓦房”的普遍出现。“石
条瓦房”是以长方形的淡褐色石条砌
成的住宅，用条石或竹片木板之类分
隔为左、中、右 3 个单间。正中的一
间为“正厅”，俗称“堂屋”；正厅除
了节日用以祭神之外，平时又是接待
客人以及吃饭、饮茶、谈天的地方，
兼作“客厅”之用。左、右二间是卧
室或厨房。

改革开放以后，京族村民住房条
件已经大为改善，大部分居民都盖起
了钢筋水泥结构的楼房。

京族的民族节日主要有“哈
节”“春节”“中元”“食新米节”
等。“哈节”是京族岁时习俗中隆重
的民族节日，举办祀神、祭祖、文
娱和乡饮四项重要活动。“哈节”的
日期各地有所不同。澫尾、巫头两
岛在农历六月初十，山心岛在八月
初十，红坎村在正月十五。

“哈节”在“哈亭”中举行，各地都
建筑有“哈亭”。各村“哈亭”，选用上
等木料，结构牢固，有独特的民族形
式。屋顶的屋脊正中塑有双龙戏珠
的喜庆形象装饰。哈亭内分左、右
偏殿和正殿；正殿上设有京家人信
奉的诸神神座。殿内的柱上都雕写
着具有民族习俗特色的楹联或诗
词。整个节日活动过程，大体分为

迎神、祭神、入席、送神四部分。
京族在七月十五过中元节。节

日这天早上煮糯饭和糯米糖粥供拜
祖先，中午宰鸡杀鸭煮猪肉等供拜
祖先，然后大家进餐饮酒。1949 年
以前，京族人家还要烧纸衣、纸
鞋、纸箱、金银纸元宝祭奠祖先。

京族人在农历十月初十收了新
谷，要祭田头公，酬谢他保佑禾苗丰
收，这就是“食新米节”。十月初十日
下午，各家煮新米饭供奉“田头
公”和祖宗，然后全家吃新米饭。

京族的家庭组织是父系家长制
的小家庭，在澫尾、巫头、山心、
潭吉、红坎等地平均每户不超过 5
人，只有个别家庭是三四代同堂
的，多至全家十几个人。

京族的婚姻实行一夫一妻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京族一般不
与外族通婚；同姓或五服不能通婚；
严禁姑表通婚。京族中有部分人信
仰天主教，婚姻制度和仪式按天主教
的教规进行，不再遵循族规了。

京族青年男女恋爱方式独具特
色。他们用歌声交流思想感情，以
歌声来结识朋友，物色佳偶。过
去，京族地区还有一种“对屐成
亲”的特殊订亲习俗。即男方请媒
人到女方求婚姻，由媒人任意拿男
方穿的一只屐，再由女方家长任意
拿出女儿的一只屐。如屐成一对

（一左一右） 亲事即成，否则就散。
新中国成立后，这种婚俗已经改
变，男女青年自由恋爱、登记结婚。

渔业文化发达渔业文化发达

“哈节”是隆重的民族节日

传 统 文 化 三 颗 珍 珠

京族民居

美丽的京族姑娘美丽的京族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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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庆“哈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