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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钟山县两安瑶族乡古称

“保安”、“安乐”，地处钟山县西北部，为钟山、富

川、恭城三县结合处，乡集镇距钟山县城 28公

里。两安乡位居深山腹地，境内山青水秀，田园

风光秀丽迷人，当地民风淳朴，民族文化丰富多

彩，使用的方言多种多样，有瑶话、本地土话、西

南官话等。数百年来，人们在这古老而充满生机

的土地上劳作，创造了源远流长、斑斓绚丽的文

化遗产。其中，门唻歌、羊角长鼓舞、蝴蝶歌等便

是两安乡极具民族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瑶族“门唻歌”于2010年被列入广西壮族自

治区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是两安瑶族

人民歌唱爱情、劳动、礼仪的原生态歌曲，具有浓

郁的民族性、独创性和历史性，也是钟山文化的一

朵奇葩。

“要想唱歌就开口，要想喝茶就洗手；边打油

茶边唱歌，神仙哪有我逍遥。”在美丽的两安瑶族

乡沙坪村，我们亲自领略了钟山瑶族门唻歌、

蝴蝶歌和瑶族羊角长鼓舞的魅力。

“摆开油茶阵，搭起对歌台；唱得

星星落，赢得妹妹来。”歌声、笑

声、嬉闹声伴随着打油茶的

锅碗瓢盆交响曲响彻大

瑶山。这里的瑶族同胞，不分男女老少，似乎人人

都会唱瑶族门唻歌，而且出口成歌：“瑶山油茶香

又香，欢迎贵客来品尝；今朝幸会来年聚，和谐生

活万年长。”客人们一边欣赏犹如天籁之音的原生

态瑶族门唻歌，一边品尝原汁原味、香醇可口的瑶

山酥油茶，颇有一种返朴归真、其乐融融的感觉。

门唻取谐音“妹来”，意为青年男子渴望爱慕

的情妹妹来到自己身边，它有一个关于青年男女

谈情说爱的典故。相传钟山两安瑶族祖先定居大

瑶山时，强盗猖獗，猛兽出没，生活环境极其险恶。

每到晚上，家家户户关门闭户，不许外人进，不许

家人出。一些到了谈婚论嫁年龄的青年男女寂寞

难耐，便以唱歌的形式倾诉相思之苦：“一帘淡月

起相思，霜打梧桐愁满枝；把酒常吟漱玉赋，抚琴

又唱纳兰词。可怜暖帐空留枕，怎奈香闺枉作诗；

紫燕南飞终有日，鹊桥望断谁人知。”

“瑶族门唻歌最早由情歌演变为今天可在任

何场合、任何情境演唱的男女二声部歌曲，曲调

悠扬、旋律优美。我们的祖先创造了这么珍贵的

艺术财富，我们要一代接一代地传承下去。”瑶

族门唻歌代表性传承人黄凤英道出了自己心中的

梦想。

听罢瑶族门唻歌，再赏羊角长鼓舞。转鼓、跨

步、收腿、回腰、碰角……这套由多人合作的舞蹈，

动作粗犷，节奏明快，舞者配合默契，音韵铿锵，令

在场客人大饱眼福。今年65岁的老艺人盘福贵，

舞起祖宗留下来的已有100多年历史的羊皮长

鼓，身手矫健、动作敏捷、声如洪钟，让人惊叹不

已。盘福贵的爷爷、父亲都是跳羊角长鼓舞的高

手，父亲把这项技艺传授给他，如今他又收女儿和

孙子为徒，现在已是五代传承了。

关于钟山瑶族羊角长鼓舞，也有一段传奇故

事。相传有一天，瑶族的祖先盘王带领瑶民们到山

高林密的山上打猎，盘王被凶猛的山羊用坚硬的

犄角挑伤，滚落山下，挂落在一棵泡桐树上不幸身

亡。一同打猎的瑶民，会同盘王的儿孙，四处寻找

盘王下落，结果在泡桐树上发现了已经气绝身亡

的盘王。瑶民们伤心欲绝，齐心协力追杀那只祸害

盘王的山羊，最后把山羊打死了。愤怒的瑶民扒了

山羊的皮，砍下泡桐树，做成了一个直径约20厘

米、高一米多的长鼓，借以祭奠盘王。此后，瑶民们

为了纪念盘王，取下山羊角，做成长鼓，并创作了

瑶族羊角长鼓舞。

从舞者的动作中，我们不难发现，扮演山羊的

演员动作大多是围绕长鼓（代表盘王）设计的，意

为向盘王忏悔认罪。瑶族羊角长鼓舞历经数千年

的演变，表演形式已发展为集歌、乐、舞于一体的

瑶族民间舞蹈，主要表现瑶族祖先盘王及其子孙

开辟瑶乡的勤劳勇敢。它是瑶族人民生产、生活以

及艺术上的真实写照。

目前，羊角长鼓舞已成为钟山瑶族人民生活

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瑶家人建房、祝寿、结婚

生子、庆贺丰收以及祭祀等都要表演长鼓舞。每逢

过大年、盘王节、耍歌堂等传统节日，更是少不了

这套让人耳目一新的舞蹈。

“蝴蝶歌”则是两安瑶族山歌中的一

种，短小精练，曲调清丽，宛转悠扬，悦耳

动听。它是古时男女青年谈情说爱的一种

表达方式，早前比较流行。蝴蝶歌在每年

春季花开的时候被唱得最盛，是瑶族人民

生活中一种重要的文艺活动形式，是他们

沟通心灵、交流经验的主要方式。

“门唻瑶歌唱新事，羊角长鼓舞长

风；歌尽党的好政策，我把幸福藏心中。”

现在，瑶族同胞凭借党的惠民政策，用勤

劳的双手创建了自己美好的家园。闲暇

之余打起油茶、唱响门唻歌和蝴蝶歌、跳

起羊角长鼓舞，用最美的歌声、最美的舞

蹈表达对祖国、新社会以及对家乡的无

比热爱之情。钟山瑶族门唻歌、蝴蝶歌、

羊角长鼓舞正如三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

大瑶山中。

（摄影：杨小飞 拉姆 李桂庆 陈晓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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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西打瓦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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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猪们最不幸、人们最高兴的一

个月了。丽江的腊月，在声声入耳的杀

猪声和纳西族人的欢歌笑语的交织中

度过。

不是有“纳西打瓦努”（纳西腊月疯

狂）之说嘛！日历一翻到农历腊月，杀

年猪就是丽江纳西人的头等大事了，也

有心急的，腊月还不到就提前动刀，春

节时再杀一头，向别人炫耀着家底的殷

实。但绝大多数家庭是选在腊月杀年

猪的。腊月杀年猪正逢时节，大概有两

个因素：一来纳西族人号称是祭天的子

民，祖先们就把养肥的猪杀了过年时祭

天，也就有了杀年猪的习俗；二来是腊

月天气正寒，正是制造丽江赫赫有名的

腊排骨和腊肉的好时节。上祭天地老

祖宗，下慰劳舌尖上的纳西人，腊月能

不乐哉。

猪一杀，狂欢也就接踵而至，有肉

吃有酒喝有烟抽，不正是开心时刻？腊

月一到，纳西人见面问得最多的一句话

是：“你家哪天杀猪？”而没有猪杀的城

里纳西人，见面在回答“最近在忙什么”

这句话时，答得最多的是“在忙着参加

杀猪宴”。

一杀猪都会请个客，辛劳了一年，

请亲朋好友吃上一顿，有聚一聚乐一乐

之意。同时，也有向老祖宗汇报和向别

人展示富足之意。在我的记忆中，即使

是在“文革”这样大唱“越穷越光荣”的

年代，纳西人的宰年猪习俗也没有丝毫

改变。那时，在农村每家都有一头商品

猪的上缴指标，在缺米少粮的年代，往

往要喂两头猪，而且要把大的那头上缴

给国家。年幼的我曾跟着大人从团山

赶着一头猪，走10公里路到如今的古

城南门和三家村对面，向食品公司缴

猪。沿路都看到去缴猪的人和猪，而猪

如果太瘦体重不够则会被退回来。留

在家里的小的那头的口粮得从人的口

粮中省下来，赶紧催膘，然后在腊月里

宰杀，照例是要请客的。而且每家每户

比的是猪的肥瘦，有三指膘和五指膘之

说，意即猪的肥和瘦是用手指头来量的，

量的是肉的厚度，猪越肥越显家底的殷

实。如果只杀了一头三指膘的猪，那一

家就会感到抬不起头来，当然比起遇到

猪病死杀不起年猪的，算是幸福多了。

时代在变迁，如今杀一头猪已经不

稀罕了，农村也不再比三指膘还是五指

膘了，比的是一年杀几头猪了；而城里

的人怕长胖，只喜欢瘦猪肉了，有个别

人家还专杀野猪吃。但腊月杀猪请客

的习俗却一点没变，惟一变的是杀猪请

客越请范围越大，客人来得越多越好。

你要是不去，还会被请客的人认为看不

起他家，得罪了亲朋。去吧！不用带礼

金，扛上一件啤酒就行了，再说有纳西

人特制的“毛补”（米灌肠子）可品尝，何

乐而不为。但没完没了的杀猪宴，乐了

过后是肠胃也受不了，还费了时间，整

天奔波也疲劳。腊月的杀猪宴，让人又

爱又怕。

在我的印象中，腊月的另外一个狂

欢是放鹰，腊月天高云淡，正是放鹰的

最佳时节。小时候，我在老家团山跟着

大人参加过几次放鹰，那真是放松身

体、放松心灵的狂欢。时过境迁，现在

的丽江早已寻不到鹰飞兔走的场面

了。在农村，除了婚嫁之外，以起房盖

屋的宴会最多。我总觉得纳西人的一

生是累在起房盖屋上了。起一栋房子

除了人住之外，比的是富有，比的是阔

气。每个儿子长大后都要有一院房屋，

于是房子也就越起越多，宴会也就接二

连三了。而城里的宴会除乔迁之外，却

以婚嫁居多，特别是在结婚季、结婚月，

请柬会像雪片般扎堆而来，往往弄得人

一听到鞭炮响，就神经质地紧张起来。

特别是腊月，有一个一年中最为大吉大

利的日子——腊八。那天，往往一天要

参加三五个甚至八九个宴会，只恨分身

无术。纳西人不像汉人一样爱喝腊八

粥，但腊八这碗喜酒却比汉人的腊八粥

辣得多了。感受也如赴杀猪宴一样，不

去得罪人，去吧，乐是享了，但肠胃受不

了，时间耗不起，也是让人又爱又怕。

我常常想，腊月是名副其实的纳西

人狂欢月，谚语说的“纳西打瓦努”，这

个“努”还有一层意思是疯。是啊，玉龙

雪山再冷的寒风也挡不住纳西人的腊

月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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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
“非遗”

羊角长鼓

瑶族村民正在对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