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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水县本底村布依族文化民族志 

喻琴瑶
1
 

（贵州民族大学，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随着教育、交流的加深，充满魅力的信仰、观念正在一点点的淡化，这对于本底人来说，是一件幸

事，同时也是不幸。贵州省惠水县本底村布依族传统文化跟现代文化的冲突之间，可以找到一个平衡，平衡不在外

界，平衡就在本底人的心里，平衡就在认知、了解和记住之中，平衡还可以被认作是一种热爱与执着、一种敬仰与

血脉相传。 

【关键词】：布依族文化 物质文化 精神文化 民族志 

【中图分类号】K207【文献标识码】A 

1 概况 

本底村距离贵州省惠水县城大概 50km，位于岗度乡的东南面，本底全村共辖 4个村民组，有 253户人家，总人口数计 1225

人，其中布依族占 98.5%，在这之中，王姓家族有 80 余户，将近 400 人。本底的布依族人既会说布依语，贵州地区的布依语分

为三种，本底处于第二布依语区。尤其是年青一代，因为与汉语文化交流增多和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汉语已经成为了他们的

日常交流语言，在文化上有进一步汉化的趋势；布依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本底布依族人大部分用音译，使用汉字来书写，这与

本底王氏历来重视教育是分不开的，在乾隆到嘉庆年间，王氏青年才俊积极参加科举考试，分别出了 5位文秀才和 1位武秀才，

其中王理还被敕授为登仕郎，王化行也做过廪生。其后到民国时期再到现如今，众多王氏子弟都投身于教育事业，培养了一代

又一代优秀子孙反哺建设自己的民族和家乡，也为外界输送了大量的人才。 

本底以王姓为主，关于其家族家族的起源故事，原本有两个版本，但都是认为该家族是外迁进来的，长期与邻近布依族人

通婚，习俗、饮食、服饰、语言渐渐同化，最终延续到现在。一个版本是认为王氏家族祖籍在江西南昌的珠寺巷，另一个是认

为本底王氏是金竹(筑)夜郎王的后代，由广顺迁到本底，改金姓王。 

学者宋荣凯的《黔南民族古籍》一书中详细地记载着金氏家谱的历史沿革，在经过仔细地研读过后，联想到王氏始祖英仁

墓碑上镌刻的内容。到本地村实地走访，获得相关一手资料。了解到王氏家族的起源：本底王氏本是金竹(筑)夜郎一脉，在清

朝初期时，因辖区内一个名为刘鼎的青年起兵抗清遭到了牵连，当时在任的金汤永被削去土知州职，部分金家兄弟外逃避难，

改姓更籍，求得一丝生机，后来世代留在本底，繁衍生息。自此，王氏的起源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真相浮现在后人眼前。金

氏家族认可了王氏的史源，相隔两地的同根家族因为血脉又重新连接在了一起，在之后的清明祭祀活动中相互邀请，共同祭拜

祖先。 

2 本底村的物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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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依族拥有丰富的物质文化，本底村自然也不例外。本底的物质文化，从山水间来，蕴藏在家长里短、生活社交之中，在

外族人的眼中，神秘而又震撼，一口食物、一间房屋、一件衣服，一簇花纹都在向你诉说着本底的古老历史，辛勤的劳动人民

在日常的平凡生活中供奉着他们的信仰，寄托着他们的祝愿。 

2.1饮食 

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生态、气候和文化造就了不同的饮食文化习惯。正如张光直学者说的那样，“一个文化的饮食风格，

首先当然是由其可以利用的现成的自然环境所决定的”，本底村的水资源充足，季风气候又十分适宜水稻的生长，所以这里的

布依族人民饮食大多以稻米为主。为了使饮食口味更加丰富，人们同时种植了糯稻和粳稻。黑糯米是该地的特产，又被称为紫

糯米，栽培历史悠久，有着丰富的营养价值和医用价值，长期食用下能够起到补血益气、补脑健肾的功效。 

每逢传统节日，家家户户都开始制作五色糯米饭，他们选择优质的糯米，采来紫蕃藤、黄花、枫叶、红蓝等植物浸出汁液，

当作染汁，再将洗净的糯米分别倒入染汁碗中，染好色后一同放入竹编中蒸煮，成型的五色糯米饭色彩浓郁、香气逼人，令人

食指大动。据本底人介绍，不同的糯米颜色还有着不同的寓意，白色象征纯洁的情谊，紫色象征富贵丰裕，黄色象征年谷顺成，

黑色象征土地肥沃、风调雨顺，红色象征子孙后代兴旺发达，这样色香味俱全又寓意美好的特色美食自然成为了重要时刻用以

待客的不二之选。 

糯糍粑的做法更为考究，将糯米用水浸泡一两天随后过滤干净放入大木甑中蒸，蒸的过程中还需洒水让糍粑的更加软糯，

蒸好之后的糯米要及时放入槽中用木棒舂打，然后捏成扁形，大小随意。现打现吃的糯糍粑口感最佳，通常用红糖或者蜂蜜蘸

着吃，或者将舂成蓉的饭豆加上盐，包进糯糍粑中，味道更加丰富。因为做法较为复杂，通常本底的布依族人都会打上足够吃

一季的糍粑，吃法也更多，可以切片油炸，口感酥脆，适合做下酒菜，也可以切成丝状和上豌豆芽的嫩尖或嫩娃娃菜一起煮，

清淡饱腹，还可以用米酒和红糖来煮，味道香甜。 

这样独特的饮食风格逐渐形成为一种民族认同，成为了民族身份的象征，在本底村布依族的日常生活中，食物不再仅仅起

到满足生理需求的作用，更成为了一种民族文化，塑造着自己的认知。 

2.2建筑 

本底村的古民居多数是木板围装的三合院、四合院，或者是三间、五间加厢房的。由于时代的发展和变迁，现如今保存完

整的仅剩王跃南一家四合院，这间木石四合院建于清朝，建筑面积大约 374m
2
，上房面阔长 17m，进深 7m，天井 54m

2
，有东西两

个厢房，面阔两间，长 9m，进深 6m，均开拱门，设对称大门两扇，前厅面阔三间长 17m，进深 3m。这栋房屋因为保存完整，十

分具有研究价值和意义，因而已经被列为惠水县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随着现代化建设的飞速发展，现在的本底村部分人家已建起了钢筋水泥建筑——现代楼房，另一部分仍然延续着百越先民

的“干栏”式建筑，同时采用岩石作为木构架的外部维护结构，在外形上与平房相似，因为傍山而居，房屋大多根据地形而建，

在斜坡上挖去浮土、石块，开出平地作为建房的部分地基，使房屋与地面形成一个高度差，隔出来的空间可以用做磨坊或者饲

养家禽牲畜，本底的居民还在石墙外刷了一层白灰，使房屋更加美观，这是本底布依族人对自然环境的改造，也体现了他们对

于美的追求。 

2.3服饰 

服装是一个民族的名片，本底村民的传统服饰与其他地区布依族的服装大同小异，带着着浓厚的民族色彩，制作方法古老，

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本底的男子服饰较为简洁，不同年龄阶段的款式类似，只是颜色上有差别，基本上都是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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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青布或者花格子布的头帕，上身穿着蓝色或青色的对襟衣或者是大襟短上衣，下身穿裤脚较为宽松的长裤。而女装则比较

丰富，不同的年龄服装不同，已婚和未婚的也有差别。日常生活中为了简便，多头搭蜡染花帕或毛巾，上穿斜襟大袖衣或是斜

襟窄口袖的短衣，下着大口镶边裤，通常在衣物上都会绣上花边或者自然景物，以示美观，脚上会穿着浅口的青布鞋。 

总体上本底人的服饰给人以素雅之感，并且以青色为主，象征着青山绿水；辅以深蓝，这是天的颜色，给人以明亮开阔之

感；白色则是纯洁的，代表着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这是本底人对自身居住环境的映射，能够从中感受到本底布依族对于自然

的热爱、崇拜和感恩之情。 

随着现代各种服饰的出现，布依族服装已经逐渐退出了本底村人的日常生活，甚至在节日期间也有人不再着传统服饰，以

小见大，警示我们，对于布依族服饰习俗中的文化生态保护已经迫在眉睫。 

2.4手工艺 

一件简单的服饰其实包含着本底妇女绝妙的手工艺，从衣服的布料再到颜色以及上面的花纹、图案，全都是由手工制作的，

这就不得不提到举世闻名的蜡染和精美绝伦的刺绣。这里的女性没有不会纺织技术的，她们自小跟着母亲学习纺织技艺，几乎

人手一辆纺车，织布需要历经纺线、牵纱、织布、染布这四道工序。染布是其中最后也是最麻烦和最重要的一步，需要每天反

复多次浸泡、清洗，历经大约十天才算完工，时间的长短关乎着颜色的深浅，因此需要本底妇女精准地把握，有时还会在染缸

中加入鸡蛋清，可以起到固色和使布料更光泽的作用。 

本底的女性十岁开始学习制作蜡染布，她们使用铜蜡刀蘸着蜂蜡融成的蜡汁在织好的白布上绘制想要的图案，不仅有花、

鸟、植物等写实图案，还有一些符号图形，样式考究，变化多端，具有很强的装饰作用。随后将蜡晾干，放入染缸之中，染缸

中的染料是从植物的根、茎、叶中天然萃取出来的。再之后将布料放入锅中煮沸，使上面的蜡脱落下来，经过漂洗后，蜡染布

就成型了。如今的蜡染布作为布依族的代表手工艺闻名遐迩，不少外国游客慕名前来，已经成为当地的招牌。 

3 该地区的精神文化 

“精神”二字背后深藏着一个民族的历史，上千年的经历形成了不同于他族、他乡的文化。一曲布依族的歌谣贯穿了本底

的婚礼全程，为去世的人摆渡，抚慰生者的心，为节日增添欢乐的色彩，青年用着类似自由恋爱的方式，唱着“浪哨”互相了

解。积极乐观的本底布衣族人为世人展现了震撼的精神画卷。 

3.1婚俗 

本底的婚俗仍旧延续了传统，从择偶到定亲再到结婚有着一套完整而又独特的体系。本底的婚姻基本都是一夫一妻制，在

早时家庭富裕的人家家里可能会有妾，现在已经没有了。他们一般不与外族通婚，族内同姓本家通婚、异姓但是不同辈分的通

婚也都是不被允许的，但是随着现代教育的普及，传统的婚姻观念逐渐淡化，与汉族通婚的本底人越来越多。 

本底人在婚姻的缔结上特别注重要父母的态度和意见，往往在幼儿时就被敲定了婚约，在十三四岁后就举办结婚仪式，由

于年龄太小，这时的新娘在伴娘随同下到夫家进行拜祖典礼，几日后便回门，在娘家待到十七八岁后再回到夫家，夫妻同居，

他们将这项习俗称为“背扇亲”。在此地，“姑表亲”的习俗同样盛行，除非出现八字不合的情况，姑家的女儿必须嫁到舅家，

布依语中称之为“要搅倒”。 

除此之外的青年男女可以通过正常的社交活动自由恋爱。通常是在赶场活动结束之后，姑娘和青年留下进行“集体相亲活

动”，各站一边，遇到喜欢中意的可用对歌的方式表达情感并询问身份、家庭信息。若是想要结为夫妻，男方首先得请求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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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己说亲，找个能说会道的亲戚拿着两包糖去牵红线，有的女方家会当即表示可否，但多数会因为对男方不甚了解而借口推

诿。这时男方就要准备过几天进行第二次提亲，第二次提亲通常也不算择偶完成，双方会查二人的生辰八字，如果合适的话，

亲事就算是敲定了。待第三次男方的母亲和媒人由五六名妇女陪同，带上一只公鸡，并为女方族内家每包上一份礼品，女方准

备订婚宴，在席上同男方商讨结婚事宜。 

说亲结束后，还要进行订亲，订亲通常是议定彩礼和准备嫁妆。男方要写好鸾书，封好六礼，带上订亲礼品和千元左右的

首次彩礼钱，前往女方家。女方则需要在宴席前供奉宗祖，请族中长老向宗祖禀告联姻一事，随后宴请男方，在宴席上进一步

商讨嫁妆和彩礼的数目。 

本底将结婚称为接亲，通常是步行，婚后，夫妻双方并不同居。新娘嫁入男方家后，帮助婆婆整理家务，夜晚和男方的姐

妹或者婆婆一起睡。这时，不论新郎意见如何，婆婆都要想各种办法把新娘送进洞房，三五天后新娘可归娘家。这种生活，直

到新娘怀有身孕才算结束。这时，新娘才能在夫家稳定住下，称为“坐家”。 

3.2传统节日 

本底的传统节日数不胜数，除了布依族自己的传统节日“三月三”“四月八”“六月六”等，他们也同其他民族一样过着

中国的传统节日，例如春节、九九重阳节、端午节等，不过形式和习俗略有不同。 

“三月三”节日在 2011 年就已经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本底人的传说中这一天是山王神的生日，

他的降生带来了蚊蝇、蝗虫、蚂蚱等害虫，因此村寨中要进行“扫寨”，用以祭山神、驱除妖魔、保丰收。“扫寨”并非仅仅

是字面意思上所理解的那样简单，而是首先大家请来布摩，在村中召人组成一个队伍，带着事先备好的草龙、龙船和驱鬼符等

物，抬着鸡和狗到各家各户去“扫寨”，“扫寨”是由布摩将杂粮向屋内抛洒并口念咒语，最后在门口贴上驱鬼符，“扫寨”

就完成了。扫寨队伍从寨中扫到本底河边，寓意着将邪恶扫下水，在河边敲狗杀鸡，当即野炊，焚烧草龙和龙船。三天之内，

寨中不得有人拿着东西出寨，也不得有外人进寨。 

“四月八”被本底布依族称为“开秧门”或是“牛王节”，这个日子正值快要插秧的时节，在这个日子里，每家每户都做

五色糯米饭用来祭牛王、庆祝开秧。由于本底以种稻为生，所以对耕牛也特别关爱，在这一天，耕牛被允许休息一天，还用苦

竹笋加各种米面或是五色糯米饭作为牛的饲料，用枫叶泡水清洗牛身上的泥土、给它擦眼睛。这天除了慰问耕牛，还会举办盛

大的斗牛大会，男女老少都会身着新衣前来围观，对于青年来说，取得斗牛大会的冠军是一种荣誉。 

“六月六”则是布依族最为隆重的节日之一，被称为当地的“小年”，成为了布依族的名片。“六月六”节日同样源于传

说故事，在传唱的故事中盘古是布依族的先人，他创造了水稻种植之法，后人为了感谢盘古赐食的恩情，就将其逝世之日作为

一个重大的节日，以各种方式祭祀盘古。在这一天，家家户户杀猪杀鸡，祭山神、社神、田神、口水神、“虫王”等，家家都

把剪纸剪成纸马、三角旗、纸船的形状，染上家畜的血，用于祈福，请求减少灾害，预祝当年五谷丰登。 

3.3歌谣 

布依族的歌谣独具特色，在长期的劳动过程中产生，种类繁多，有对酒歌、丧曲、情歌、婚歌、叙事歌、古谣等，可以独

唱，也可以对唱，在各种节日聚会上，我们还可以听到众人齐唱，好不气派。《好花红》应当是被外人所熟知的布依族民歌，传

唱大江南北，同时也是惠水县的名片之一，因此在这一带的民歌，都被称为是“好花红调”，代表了该地的民歌特色，活泼动

听又寓意深刻。 

本底布依族人的生活与歌谣息息相关，老人常用古歌来教导儿童，意欲加强伦理道德教育，提升下一代的品格修养、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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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在夜间广场闲话时，也常听到邻里之间用歌谣来传递生产生活知识；神秘而古老的传说和神话歌谣则是本底儿童最喜欢

的，他们对其充满了好奇与疑问；在各种集会活动后，本底的青年男女通过盘歌的方式表达对中意对象的喜爱，询问他们的基

本信息和态度。 

婚礼更是少不了歌谣的参与，在订亲时，男方前往女方家有拦门仪式，女方家族中的妇女将大门紧闭，通过歌谣盘问来意，

婚礼仪式上的歌谣更是多达十几首，主要有“三道关”——三次歌唱，唱准了才能迎娶新娘，如“浪先浪路”、“告别歌”、

“铺床歌”等，为婚礼增添了不少乐趣。 

丧葬仪式上由布摩作为祭师唱出对逝者的哀悼，从送魂歌到报丧歌再到归仙，贯穿了整个仪式，十分庄重和严肃。族人和

外家也要通过“送外家歌”、“送灯歌”表达对逝者的不舍和悲痛。 

4 讨论 

本底布依族的生产生活、文化、信仰、歌谣还有手工艺技术，每个行为、每个物品背后都有着布依族人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他们有着独特的神话体系，以天尊为主，古老的本底村将对于自然灾害的畏惧变为了一种信仰，充满了对自然之物的

敬畏，在世代的供奉，祈求之下，逐渐增添了一份热爱，在热爱之中学会了尊重，学会了和谐相处。婚姻习俗、繁复的丧葬习

俗看似糟粕，实则蕴含着本底人的家族观念以及族群之间的联系的重要性，在城市的水泥房中处处人情淡薄的今天，显得尤为

珍贵，家中遇事，一嗓子便引来亲朋好友的帮扶的现象还留在本底，留在本底人的血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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