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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锦屏县瑶白村摆古文化节的传承与变迁 

王瑞红 

（贵州财经大学 文法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摆古节是贵州瑶白村侗族人的传统节日之一,摆古节中“摆古”即“讲故事”。本文通过概述瑶白

摆古节活动内容及过程,探析其摆古节活动中蕴含的宗族文化、姓氏文化、农耕文化及社交娱乐文化等特征,继而从

纵向发展的视角来分析瑶白侗族文化的转变特征和文化内涵。 

【关键词】：瑶白 摆古节 变迁 

【中图分类号】J529【文献标识码】A 

1 瑶白摆古文化节的生成来源 

“最早定居瑶白的有侗、苗族二支干系,故称妙白(侗名),又叫镇牙金,后又称高村,民国九年改为瑶白至今。龙氏侗族先民

于明朝永乐三年迁来开寨定居,接着龙、滚、杨、龚、范、耿、万、胡、宋、彭、吴、王、罗、张、曾、易 16 姓氏的先人陆续

迁入(现只有 10个姓氏),组成村落,至今已有 600年历史。”在瑶白,摆古不只是在摆古节举行,节日、婚嫁都要摆古。摆古即谈

古,是一种通过特定仪式对过去的故事用口头讲述的形式来祭祀祖先,追忆民族历史文化。早在明朝瑶白立村之初,摆古便开始盛

行并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了一个古老神圣地方性节日。瑶白摆古节遵循一年一小摆三年一大摆的原则,每次摆古历时三天,节期固

定在农历六月初六、初七和初八,其中初六为正节。它是一种反映九寨侗乡民族迁徙历史,九寨北侗多元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它

以姓氏、宗支文化交流为出发点,融歌、舞、戏、演说等表演艺术于一体,具有载道、议事、表演的功能,它是民俗技艺的载体,

又是民族传承的平台。 

2 摆古节仪式要素分析 

“社会变迁新要素出现的因素一般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以积累为基础,从社会内部产生;二是从外部导入,从而对原来的社会

产生强烈的冲击和影响,导入的外部要素与社会内因共同作用,推动社会变革的发生。”在摆古文化节中,不仅有传统仪式,如祭

祖、祥牛踩堂、演大戏、长桌摆古等,而且如今还增设了许多现代元素的文娱活动,如斗鸡斗鸟、文艺表演明星助唱、篮球比赛

等,在传统与现代的激荡中摆古文化节以一种新的形式面世。 

2.1祖先崇拜的渊源 

“宗族是指生活在同一空间,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共同的祖先为认同基础的民间社会组织形态。宗族文化是同宗、同族在

村落发展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它传承于族人之间,记载于字里行间,或渗透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是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摆古节作为瑶白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几百年能够延续至今正是得益于瑶白村强大的

宗族渊源。摆古节的宗族文化特征体现在祭祖活动中,摆古节中不仅集中表现了宗族文化,还蕴含着瑶白侗族姓氏文化,即长桌摆

古就是瑶白侗族姓氏文化的体现。族人分别将祭品摆放在有各族祖先牌位的八仙桌上,燃烛焚香,族人身着盛装,手持各放族姓氏

族旗,排列于祭祖桌前,由寨老当司礼生唱礼,各家族子女在桌前行礼。节日期间侗家人除了要参加集体的祭祀以外,还有家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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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俗,自家田里喂养的稻田鱼则是家祭的必需品,接着饭菜上桌,在神龛前供奉,烧纸焚香,以示对祖宗先人的敬重和追思,渴望受

到先人的福泽保佑。祭祖仪式即是祖先崇拜的表现,讲述祖先的历史文化事迹也是摆古文化节最为传统和重要的部分,同时也是

摆古节流传至今的强大要素之一。 

2.2农耕文化的束缚 

“农耕文化是指由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风俗文化,以为农业服务和农民自身娱乐为中心。农耕文化集合了儒家

文化,及各类宗教、宗族文化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内容和特征,其主体包括语言、戏剧、民歌、风俗及各类祭祀活动等,

是中国存在最为广泛的文化类型。”在摆古文化节中,集中体现瑶白侗族农耕文化的活动有祥牛踩塘、耕播舞、漂布舞等。祥牛

踩塘作为长桌摆古的开场再现了瑶白各族先民迁徙定居,开始农耕时代的原始场景。一个老农身披蓑衣、头戴斗笠,肩抗锄头缓

缓走进牛塘坝,他四处张望寻找,后在东南西北和正中五方挖土,好像得了一块宝地而满心欢喜,于是焚香烧纸,跪拜天地祖宗,即

在此定居。在摆古节中体现瑶白侗族人农耕文化除了祥牛踩塘外,还有舞蹈如耕播舞、漂布舞,这些都是来源于当地侗族人农耕

时的情景经过现代加工改编而成,也着重体现了瑶白侗族人的农耕文化。传统自给自足的小农生计方式把瑶白侗族人深深根植于

土地,里面的人不常出去,外面的人也不愿进来,浓厚的农耕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使当地传统文化得以保存,同时也阻碍了外来思

想。 

2.3新思想的交融 

社交娱乐比较广泛,瑶白侗族人长期生活在此,社交娱乐是必不可少的,正是各宗族各姓氏之间的长期交流融合才形成了独

特的侗族文化。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国家大力扶持乡村旅游发展及振兴发展相关种植产业,当地村民接纳外来思想观念,不断

学习外界先进农作技术,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经济上宽裕才使得瑶白摆古节文化活动内容越来越丰富,其中增设了篮球比

赛、明星歌唱表演、文艺晚会等。相对如祭祖、祥牛踩塘、长桌摆古等较为传统的活动,现在的年轻人更喜爱前者,如在篮球比

赛中不仅能增强体质,还能加强各族团结合作的思想交流,这与摆古节一脉相承的各宗族团结合作相契合。民族节日文化正在尝

试用新的现代表演方式来吸引新一代的关注,也是瑶白侗族文化与现代外族文化相融合、再创新的体现,同时也是以一种人们喜

闻乐见的方式打响瑶白侗族文化的名片。 

3 摆古文化节的转变 

改革开放后,民族文化日新月异,国家越来越重视民族文化的发展,提倡多元文化、文化自信等,同时随着国家经济的不断发

展,瑶白村不再是以前封闭的村寨,与外界的联系也越来越多。“在不同环境中的各文化都发生过或正在发生着极为剧烈的变迁,

这些变迁基本上可归因于新旧技术交替与生产方式变化引发的新适应。即使偶尔有文化性的障碍出现,也阻碍不了因为需要、适

应的步伐。” 

3.1传统讲演方式向现代文娱活动的转变 

以前瑶白摆古节活动主要集中在祭祖和长桌摆古,因为交通闭塞,外乡的姑娘往往不愿意嫁入瑶白,这样通婚就成了瑶白一

个难题,原来的瑶白是十姓共一姓,因为通婚的问题又恢复最初迁徙到瑶白的各家姓氏,瑶白村现今有 10个姓氏,这样村里各个姓

氏家族之间可以互相通婚,所以现在瑶白有 10个姓氏。瑶白人每年通过节日的方式增强了与各村的沟通交流,更是加强了各房各

族之间的团结,重要的是还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瑶白与各乡通婚难的问题,以前老一辈的瑶白人认为这才是摆古节日的主要目的

和意义。现在的瑶白摆古节活动越来越丰富,节日主要内容不仅仅是祭祖和摆古这些传统活动,还增加了舞蹈、戏曲、文艺表演

等现代娱乐活动,这些变化与瑶白村现今生计方式变迁也是息息相关。 

3.2传统自娱自乐向城市文化输出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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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前传统社会里民俗活动、节日庆典大部分是当地村民自发而起的,供人们在农忙之余得以自娱自乐的一种方式。瑶白侗

族人也是如此,以往的民间民俗节庆活动只是在瑶白本地来展开,仅供侗族本族人自娱玩乐,没有一个向外输出的转变。随着近些

年国家提倡民族多元化、倡导文化自信,特别是国家旅游扶贫的植入。同时,又因瑶白村有保存较好侗族文化和丰富的人文历

史,2012年瑶白村被定为生态旅游示范村,这些为瑶白村旅游扶贫创造了绝好的条件。每到节假日如摆古文化节,瑶白村吸引了国

内外无数热爱民族文化的学者和游客到此玩赏。现今锦屏县政府响应国家政策重视发展民族文化,提倡利用民族文化旅游带动当

地人民脱贫致富。这也给瑶白侗族文化进城创造了机会,在锦屏县飞山庙每周一次的文艺演出活动就是各乡镇展现各族文化的绝

好平台,瑶白的侗族大戏也是因为这个舞台让更多的人看到侗族文化精彩绝伦的一面。尽管现今的文化进城还不是很成熟,至少

这种文化形式不仅只停留在以往的自娱自乐,它已经作为一个民族文化象征向外输出与转变,让更多的人熟知,这也是民族文化

的创新与传承。 

3.3民俗节庆向经济贸易活动的转变 

在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传统村落以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为基础,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产业。侗族节日众多,文娱活动也是多

样多样,侗族几乎月月有节日,春节、二月二、社节、三月三、清明节祭祖、四月八、五月端午节、六月六尝新节、七月半、中

秋节、重阳节、吃东节、侗年等。瑶白侗族除了以上节日外,还有最独特的摆古节。近些年,各乡县级政府加大对瑶白侗族文化

的宣传,力请明星助阵,旅游量猛增,继而带动了瑶白当地一系列产业的发展。部分瑶白侗乡人充分利用这个好时机,许多外出打

工的年轻人陆续回乡,有的兴办农家乐,有的发展侗族的侗绣和手工艺品,还有的在侗戏培训班学习侗戏。学习侗戏其一是继承和

发扬侗族文化的精髓,其二是随着游客增加侗戏表演的需求越来越多。这不仅体现在节日庆典需要,现在开始转向影视文化的需

要,瑶白受商品市场的影响后,节日风俗形式发生了改变,侗族的精髓文化以一种新的方式走出大山走向国际。 

4 结语 

瑶白侗族人世世代代在瑶白繁衍生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服饰、居民和习俗。笔者是以摆古节文化活动变迁的视角来分析瑶

白侗族文化如何在新的社会发展形式下进行创新与融合,仅在摆古节这个节日当中就可以反映瑶白侗族人亘古不变的是这个地

区人们紧紧依靠宗族血缘、家族姓氏为纽带,贯穿着瑶白从古至今的发展线。通过祭祖或摆古的形式一代又一代地衔接而把侗族

文化保存至今,摆古节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吸纳各族优秀文化,正如瑶白侗族大戏是民族之间在历史长河中敲锤打炼而成,更需鼓

励年轻人参与互动,注入新的动力。笔者认为摆古节在经过几百年的洗礼到现在越来越壮大并走出去,这与瑶白侗族人的宗族血

缘是有密切的关系,再加上民族政策的支持让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得到更好传承并不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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