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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桂林旅游回来已半月有余，漓江的山水固然让人流连，
可那位为我们当导游的瑶族小阿妹更让我们难忘。

初见小阿妹是在桂林机场。她身材娇小，面容清秀，穿着
极其普通的休闲装，并没给大家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可是，
随着相处时间的增加，全团的人都开始喜欢上她了。

瑶族阿妹姓欧，从桂林附近一个山区考入桂林旅专，已经
当了3年导游了。她是一个很文静的小姑娘，谈吐温柔，未说
先笑。她亲切得如自家的孩子，陪伴着大家游山玩水。

听着她对桂林每一处景观如数家珍的介绍，我们每个“驴
友”都觉得，这位瑶族阿妹对桂林山水的热爱之情早已“深入
骨髓”。她父母都在广州，希望女儿也过去那边发展。可是，
她舍不得离开桂林。

我们这个团是散拼团，总共才9个人，来自北京、天津、石
家庄和厦门4个城市。阿妹了解了之后，对我们说：“你们住在
大城市也挺好的，无论是吃住行，都比我们方便多了。”于是我
就问她为何不想去广州，她笑着说：“这是我的家乡，我的根在
这里，爸爸妈妈将来还是要回来的，我就不打算再去外面转那
个圈圈了。”

谈起自己的收入，阿妹说：“我现在每月平均能拿到 1700
多元，租房子用去 200 多，再去掉零花钱 300 元，每个月能攒
1000多呢！”看着她那满足的神情，我们不能不为她的淳朴而
感动。同是年轻人，与那些在大城市中的“啃老族”、“月光族”
相比，这位阿妹的生活态度是多么积极乐观。

瑶族阿妹的可爱之处更在于她对本民族的热爱。每当谈
起自己的民族历史和习俗，她便情不自禁地表现出自豪神
情。据她介绍，瑶族的祖先擅长制造陶器、养蚕缫丝，与汉族
的文化血脉相连。她这样一说，大家都更觉亲近了很多。

我们团中有一位团员，姓赵，已经年逾七旬，走路有些蹒
跚。每逢上下车或步行游景区时，阿妹都不忘主动搀扶，尽量
不离左右。面对赵老的感谢，小欧阿妹十分认真地说：“尊敬

长辈，这是应该的。”
旅途中，我们总爱抓住一切机会向她了解瑶族的风俗。

阿妹对于我们喋喋不休的询问总是十分耐心地给予解答。由
于瑶族分布很广，服饰也不尽相同。在阿妹所属的这支瑶族
中，女人习惯穿短上衣、百褶裙，头戴银制的头盖。尤其是在
结婚的时候，所带的头盖要有20多斤重。

我们打趣地问她有没有男朋友。她认真地答：“在学校读
书时，有过一个心仪的男孩，可父母
不满意。我现在 26 岁了，在瑶族女
孩中，已经属于大龄独身女了，有些
与我同龄的女孩，孩子都两三岁了。”

我们当中有略知瑶族婚俗的朋
友说，瑶族青年婚前恋爱较为自由，
利用节日和赶圩的机会，通过对歌和
互赠信物，就可以订终身了。阿妹正
色地说：“那是绝对不可以的。对歌
寻爱只是一种形式。最终还得父母
同意，请媒说合，方可结婚。”

我们又问，万一你遇到十分中意的男孩，也必须得父母同
意吗？这回阿妹脸红了，在我们的一再追问下，她才用极轻的
声音但却不乏坚定的语气说：“要是他也爱我，也就顾不得爸
爸妈妈的态度了。”

阿妹的话让我们感觉到，随着社会的发展，少数民族年轻
人的思想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民族的传统习俗和当下文
化潮流不可遏止地发生着碰撞，两者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又
相互包容。

阿妹途中为我们唱了几首十分好听的瑶族民歌，其中我
印象最深刻的是那首《蝴蝶歌》：“山上的咧插花咧朵朵的溜
开，一的对溜的蝴蝶咧来。雌的咧蝴蝶咧，前的咧溜的飞咧，
雄的溜的在后里的咧，不分咧开……”这些民歌曲调优美、含

义深刻，充分表达了瑶族男女青年对爱情的真诚与执著，让我
们这些老阿哥和老阿姐们感动不已。

据说阿妹介绍，瑶族的山歌多得像天上的星星数不清。
在日常生活中，瑶族人常常以歌代替语言。红白喜事唱“贺
歌”、“酒歌”，招待客人有”礼节歌”，做女红时唱“绣花歌”，怀
孕生子唱“生孩子歌”。瑶族有传唱不衰的《盘王歌》，歌词有
2000多句呢。瑶族舞蹈也很丰富，而且与瑶族民歌密不可分，

正所谓“有歌便有舞，有舞必伴歌”。
最盛行的舞蹈有狮舞、草龙舞、花棍
舞等，而长鼓舞和铜鼓舞是最富特色
的舞蹈。

了解到这些之后，我们对桂林山
水的兴趣不再那么强烈了，反而更想
看看瑶族的民族风情。于是，阿妹热
情地把我们带到她的家乡，一个四面
环山、梯田层叠的瑶族村寨。

中巴拉着我们在弯曲的盘山公
路上行驶，阿妹告诉我们，在十几年

前，这里还只有凹凸不平的羊肠小道，别说汽车，就是牛车都
不好走。现在，已基本村村通公路了。

在路上，阿妹特别提醒我们，到了村寨，对狗一定要尊
敬。看到我们一脸不解的神情，她便给我们讲了一个瑶族世
代相传的故事。在远古时代，两个大王间发生了战争，其中一
个大王下诏，如果谁能够杀死对方的大王，就将自己的女儿许
配给他。一条狗将诏文揭下，深夜潜入军中将那个大王的头
颅咬了下来，死了大王的一方兵败如山倒，下诏的大王赢得了
战争的胜利。大王不好反悔，只好让女儿嫁给了狗，同时，要
求他们隐居深山。狗带着大王的女儿来到了大山后，就变成
了人。这个人就是瑶族的祖先，二人结为夫妻后，世代繁衍，
才有了瑶族。所以，瑶族特别敬重狗。每逢重大节日，或家里

举行盛宴，都要先请狗舔食后方能食用。
阿妹还讲了一个让我们非常感兴趣的瑶族习俗——朋友

相见都要相互称“狗肉”，“狗肉”就是朋友的意思。而相处感
情深厚的朋友则互称“血狗”。我们忍俊不禁地在笑声中相互
叫起了“狗肉”。

说笑中，我们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她的家。因为父母都在
广州，家里只有年迈的爷爷和奶奶。他们都年过七旬，可精神
矍铄，身板硬朗，十分热情地招待了我们这些新来的“狗肉”。
先是请我们品尝“打油茶”，又为我们摆上了一桌极富瑶族特
色的盛宴，其中有牛腊肉、葛藤蛹、煨苦笋和粽粑等。另外，还
捧来了用大米、玉米和红薯酿的米酒，让我们尽情饮用。

瑶族确实是十分热情好客的民族。村中最受人尊敬的族
长和村主任都来作陪。席间交谈，我们才知道，阿妹的爷爷奶
奶将准备过达努节和盘王节的食品拿来招待了我们，这令我
们十分感动。我们这些“狗肉”，无论善饮还是不善饮，都无法
拒绝他们的轮番敬劝，都敞开肚皮畅饮到烂醉。

来到阿妹家做客，使我们更加感受到了“民族一家亲”。
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些外人在，我们没有见到一条狗，也免去了

“狗先舔食”的习俗。可能这个村寨根本不属旅游景区，我们
也没有看到期望的瑶族歌舞、铜鼓的表演。但我们还是觉得
不虚此行，然后尽兴而归。

去看了才知道，如今的瑶族村寨已经不能与几十年前的
村寨相比了。那些饱经历史沧桑的草房、木屋已经很少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以钢筋水泥为材料、涂着白色墙面的瓦
房或小楼。阿妹告诉我们，随着党的民族政策和富民政策的
深入落实，加之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瑶乡的经济发生了天翻
地覆的变化，家家户户都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小康生活带来的
实惠和幸福。

短短的桂林之旅结束了，阿妹一直送我们到机场。在我
们依依不舍地话别时，都异口同声地喊出了：“血狗，再见！”

在八桂大地上，有着壮、汉、瑶、苗、侗、仫佬、毛南、
京、仡佬、彝、回、水等十几个世居民族，每个民族都创造
了自己灿烂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民俗风情。
为了追寻民族的永远记忆，广西一批批摄影家经年累月
泡在民族地区，为各族人民传神写照。而满族摄影家张小
宁就是其中的一个。

张小宁拍摄的题材非常广泛，不论是侗族的芦笙舞
还是壮族的歌圩，不论是织壮锦还是民间造纸，不论是龙
胜的梯田还是圣堂山的云海，他都有所涉及，拍出了一幅
幅优美的照片。在《侗族芦笙舞》这幅作品中，拍摄者以

“国泰民安”的条幅为中轴进行构图，并采取仰拍的姿势，
截取飘着白云的蓝天作为背景，视野非常开阔。而《壮族
歌圩》则只选取了一个侧面，细腻展现了壮族男女在唱歌
时候的表情。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歌者大都已经是上了
年纪的，只是在他们背后的人群中偶尔会有一两个小孩，
他们只是来看热闹的。唱壮族山歌的难点在于如何押
韵，用壮语押韵真的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年轻人们大多不

会了。在画面中，这些歌者都面带喜乐，甚至略有些羞
涩，或许在他们的潜意识里还是觉得，对山歌是为了“找
对象”。

提到斗牛，人们立即会联想到西班牙斗牛表演的情
景，那强壮的斗牛士身披盛装、手挥红巾与凶猛的公牛斗
智斗勇。然而，广西上林县木山乡的农村斗牛节也有几
百年的历史了。每年农历二月初二，不但木山当地的群
众赶来观看，邻县的农民也会带着牛儿云集于此，参加每
年一次的斗牛“华山论剑”。在张小宁拍摄的《木山乡斗
牛》这幅作品中，两头牛并没有两角相抵，而是相互追逐，
正因为如此，在旁边观战的村民们不得不赶紧撤步，人与
牛之间的那种紧张关系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了。

摄影这门艺术最是讲究时机，而张小宁在这方面有
着“特殊的技能”。圣堂山是张小宁持续拍摄的一个对
象，但在这里拍摄，对天气有着较高的要求。张小宁善于
察云观天，并向当地百姓咨询，结合天气预报准确测知圣
堂山的天气变化。所以，张小宁总能在拍摄风光的黄金

时间进入现场。在《圣山金海》这幅作品中，阳光、云海、
树木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气势雄浑壮观、意境高远玄妙。
据张小宁介绍，拍摄《金之舞》时，有一个小花絮：一群鸟
儿在不远处盘旋，随后在一处池塘停落，于是张小宁带着
一伙人围过去，鸟儿飞了起来。张小宁赶紧拿起相机，把
这一瞬间的画面定格。《民谷风情》拍摄的是正在织布的
瑶族姑娘，照片的亮点在于，那阳光给昏暗的房屋带来了
温暖的亮色。《龙胜金秋》中的光线也非常漂亮，梯田里的
稻谷金灿灿的，而房屋的顶端却是紫色的，这里是真正的
田园。

没有耕耘，哪来收获。张小宁涉足摄影之初，只有
一台旧式的尼康 FM2 相机，所用胶卷是用省下来的工
资购买或是朋友赠送的。多年来，为了拍摄，他历尽千
辛万苦。不过看着自己拍摄出来的一张张照片，张小宁
满心欢喜，他说自己将会继续拿着相机奔走，记录社会
中的人与事，记录各民族的风情与习俗，记录名山大川的
秀丽美景。

龙胜金秋

侗族芦笙舞

民谷风情

壮族歌圩

木山乡斗牛

圣山金海金之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