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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文化的地方性
———以贵州台江县苗族姊妹节与划龙船节的关系为例

①

刘铁梁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北京 　100875)

摘　要 :当前在注重保护民族民间文化传统的工作中 ,对于节日民俗的调查和理解尚不够深入 ,

特别是将节日仅作为民族文化的象征图式来给予统一解释 ,忽略了地方社会中实际传承节日文

化的具体条件和实际动力。通过对贵州省台江县苗族姊妹节与划龙船节个案的理解 ,认为研究

节日民俗不能离开对于具体地方社会集体生活方式及其所处地理历史位置的认知 ,离不开对于

节日文化地方性的考察。节日民俗的地方差异现象尽管表现得可能非常细微 ,但是如果结合地

方社会历史的各异情况来给予观察 ,其意义不可小觑 ,因而必须给予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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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部分有关节日文化的调查报告中 ,都是强

调节日民俗对于认识某一民族的历史及文化特征

的意义 ,却未能说明某一民族节日文化的地方差异

性和多样的表现 ,因此也就很难揭示出节日文化所

反映出来的该民族或地方社会与外部世界发生交

往关系的历史。这种仅注重民族性而不注重地方

性的认识 ,其实是为了采取一种比较省事的民俗志

的叙事策略 ,但对于深入认识节日民俗来说则是一

种妨碍。对于节日的认识是否可以忽略其地方性

的各种表现而仅注意其民族性 ? 为什么要强调节

日文化的地方性 ? 这种强调对于目前实施保护民

族节日文化乃至其他民族文化遗产的政策具有怎

样的意义 ? 这都是本文所提出和关注的问题。

传统的节日不同于现代民族国家所设置的节

日 ,一般是根据地方社会为巩固其生产和社会生活

的秩序而建立和延续的。无论在哪里 ,人们均需要

在亲属集团和地域社会中建立密切交往的规范和

秩序 ,也需要与外部世界 ,包括自然与社会环境达

成精神交往的畅通渠道。节日民俗最突出的文化

意义 ,正是在于实际地满足了与象征性地表达了一

定地方社会对内和对外交往的迫切需要。在节日

生活中 ,无论是既神圣又欢乐的空间场景 ,还是人

人遵从的行为规范、特殊语言和仪式的运用 ,都集

中反映出一个群体内部的对于各种社会关系和秩

序的认同 ,既是理性的也是感性的认同。同时也不

能忽视 ,作为传统生活方式的集中表现 ,节日生活

也在族群和地域社会之间搭起了相互交流和相互

理解的桥梁 ,因为它最直白和生动地表达了 ———地

方群体的集体意志和反映出他们的集体性格。因

此 ,研究节日民俗就不能离开对于具体地方社会集

体生活方式及其所处地理历史位置的认知 ,也就是

离不开对于节日文化地方性的考察。不妨通过对

于一个地方节日文化个案的理解来说明这一道理。

对于节日的研究固然应该与全部的地方生活

相联系 ,但尤其应该注意的是一个地方的节日体系

问题 ,即各个节日之间是否具有相互关联的意义。

在贵州台江县清水江流域 ,苗族同胞每年都有“讨

姊妹饭 ”和“划龙船”这两个节日 ,以往的研究中尚

没有特别注意二者间在社会结构关系上的意义。

虽然是经过不多时间的调查 ,但我发现这两个节日

刚好构成了对于当地姻亲社会中完整的交往关系

的文化表征。特别是这两个节日都分别与人生仪

礼的文化表演相联系 ,让村寨中的“姊妹 ”和作为

龙船主人的男性老人均成为节日“戏剧 ”的主要角

色 ,彰显了他们所代表的家族村寨的风光。台江家

族村寨的社会再生产的历史经由这一组节日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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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文化的表达与认同 ,也得到强化和延续。

每年农历三月十五至十七日 ,正是春暖花开时

节 ,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的施洞

镇地区 ,住在清水江边的苗族同胞要度过一个叫做

“搂嘎良”的节日。“搂嘎良”一般被翻译成“吃姊妹

饭”,是这个节日的标志性活动 ,指未离娘家的姊妹

们结伙聚餐和联欢 ,她们在宴席上还要接待远道而

来的后生 (男青年 )们。在这几天 ,出嫁的女儿不论

有多远都要回娘家 ,每个家庭都要接待外来的亲戚 ,

整个苗寨就都欢腾了。

姊妹节上不举行任何气氛凝重的祭祀性活动 ,

而是通过一系列的礼仪交往将苗家社会的亲情与

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各家各户纷纷走亲访友和

接待客人 ,使每一个苗家人都沉浸在人间的温暖当

中。后生们来到姊妹们的家“讨姊妹饭 ”并受到接

待 ,青年人以此形式进行情感的交流 ,让他们获得

了选择意中人的机遇。

节日到来之前的几天 ,姊妹们就忙碌起来。她

们结伴上山采集一种叫“姊妹花 ”的黄花和绿叶 ,

回家后用它们作为颜料把糯米饭染成黄色和黑色 ,

加上米饭的白色 ,还有用其他植物染成的红色和绿

色 ,就作好了五彩的“姊妹饭 ”。现在由于后两种

天然颜料不好找到 ,苗家人又不太愿意用化学颜

料 ,所以经常见到的是三色的姊妹饭。为招待客

人 ,姑娘家还要到田间捕渔捞虾 ,据说以前不论是

哪家的田鱼都可以随便捞。

过节期间的姊妹饭并不是只送给年轻的后生

们 ,各家的主人特别是老妈妈只要是见有人来到门

口停留 ,不管是不是陌生 ,都立即端过姊妹饭 ,热情

地请人品尝 ;但是 ,如果把姊妹饭送给从外村前来

正式做客的后生 ,意义就大不一样。在接待客人的

晚餐席上 ,男女对歌 ,尽情饮酒 ,直至夜深。晚上 ,

在村寨固定的“游方坪 ”,一般是村旁的井边、河边

等处 ,后生们还会与姊妹们对唱情歌。经过一番交

往 ,当后生们要回家的时候 ,姊妹们用新竹篮或新

手帕盛好姊妹饭 ,送给后生们作为礼物。有时会在

饭篮里藏上一些表达心思的标记物 ,如 :藏松枝代

表针线 ,藏竹钩暗示将来须用伞来酬谢 ,放香椿芽

或芫荽表示姑娘愿与后生成婚。如果在篮上挂活

鸭 ,是希望日后回赠一只小猪给姑娘饲养。放辣椒

或大蒜便暗示不愿今后来往。

节日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活动是“踩鼓 ”。姊妹

们要身着盛装到江边的广场上跳舞 ,而后生们只能

站在边上观看。白天里 ,响亮而节奏鲜明的鼓声不

断 ,以每一位击鼓的妇女为中心 ,姊妹们围成一个

个圆圈 ,跳起步伐稳重而灵活的舞蹈。舞蹈的套路

会不断变换 ,最基本的是“四方步 ”和“六方步 ”。

来到江边观看的和作买卖的人非常多 ,形同汉族地

区熙熙攘攘的庙会。事实上 ,踩鼓活动集中于施洞

附近的几个村寨绝非偶然 ,与这些村寨作为渡口和

集市的地点有着很大关系。

姑娘们穿戴着色泽鲜艳的绣花服装 ,从头顶

上到衣衫上都佩带着光亮耀眼的银饰。银饰的名

目极多 ,如 :银冠、银羽、银花、银簪 ;头围、靠领、项

圈 ;银衣、银披肩、围腰裢 ;耳环、手镯等。她们吸引

了所有人的目光 ,真正成为了节日的主角。每一个

作父母的人 ,只有看到女儿穿戴得如此漂亮和体面

的时候 ,才感到莫大的安慰和幸福。女儿在这个时

候就是自己一家的“形象大使 ”,代表着家庭的骄

傲。前来参加踩鼓的姑娘不都是本村的 ,也有很多

是来自外村的。有的姑娘由母亲陪伴着从很远的

地方赶来 ,还有其他女伴挑着担子或跨着篮子 ,里

面装的是分量很重的银饰。当走到舞蹈场地附近

时 ,姑娘才开始着装打扮 ,细心的母亲总要反复的

检查 ,不肯出现一点点疏漏。

既喧腾而又温馨的节日一共连续三天 ,特别是

伴有苗家男女青年的自由择偶习俗 ———“游方 ”,

使得姊妹节成为苗家青年的爱情节。我们发现 ,姊

妹节之所以重视苗家姑娘和所有青年的角色地位 ,

是与维护苗家乡村社会生活秩序和增强民族地域

文化认同的意义分不开的。清水江流域的苗族还

有一个重要的节日 ———“划龙船 ”,可以用来与姊

妹节进行对比。

农历五月二十五日的前后四天 ,各村寨都有龙

船下水 ,龙船上的一个重要角色是作为村寨代表的

龙船主 ,一般由男性老人担当 ,每一年由群众公议

选出。苗家的龙船竞渡 ,主要不是比赛速度 ,而是

比哪一条龙船得到的礼物最多 ,而礼物一般是由老

人的女婿们送的。一条龙船实际是由一只大船和

两只小船栓牢在一起组成的。船手可以多达三四

十人 ,站在两侧的小船上划桨。老人的孙子穿上女

孩子的服装和银饰 ,坐在船头敲锣。这些情景是饶

有意味的。姊妹节仿佛是一个村寨向外村隆重地

展示了自家女儿的风采 ,从此开始了村寨间和家族

间的联姻活动 ;而划龙船节就像是得到了来自女婿

家的汇报 ,使得姻亲之间的情分达到了高潮。由此

可见 ,苗家人十分重视结合在姻亲关系的制度来创

设了自己的节日文化。这虽然只是苗族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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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侧面 ,但是对于我们理解各个民族的节日文

化 ,难道不是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吗 ?

举这个例子 ,只是为说明研究民族传统节日有

必要结合一定地域社会中的各种关系来给予理解 ,

当然不应该排除对于节日文化中所包含的一般民

族性精神和信仰观念等做出理解。关于节日文化

的地方性 ,还包含有许多其他问题需要讨论。但总

的来说 ,节日民俗的地方差异现象尽管表现得可能

非常细微 ,但是如果结合地方社会历史的各异情况

来给予观察 ,其意义是不可小觑的 ,因而也是必须

给予尊重的。当前在注重保护民族民间文化传统

的工作中 ,对于节日民俗的调查和理解尚不够深

入 ,特别是将节日仅作为民族文化的象征图式来给

予统一解释 ,忽略了地方社会中实际传承节日文化

的具体条件和实际动力。再展开一步来说 ,由于节

日民俗的认识最容易简单地按民族的区隔所限定 ,

往往忽略在各个地方的存在形态和社会意义 ,我们

甚至曾因此为韩国 ———地方的“端午祭 ”申报为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遗产而不悦。所以 ,如果将

节日的地方性表现都能给予认真对待的话 ,那么尊

重其他民俗文化的地方性表现就更不在话下了。
[责任编辑 :吴 　平 ]

我院 2007年获人文社会科学和

自然科学科研课题 14项

2007年我院科研项目申报取得可喜成绩 ,共有 14项获得教育部和省教育
厅审批立项。

教育部人文社科课题。余达忠的“民族原生文化 :资源价值与旅游开发”。
贵州省教育厅人文社科规划项目 :徐晓光的“黔东南林业契约研究 ”;张雪

梅的“弘扬民族文化艺术 ,推动和谐校园构建”。青年项目 :郑茂刚的“民族地区
教育与经济互动均衡发展研究”。专项项目 :范连生的“从土改到时合作化 ”;罗
永常的“欠发达地区原生态民俗旅游开发‘度 ’的研究 ”;刘宗碧的“《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概论》的编写及教学使用的跟踪研究”。

贵州省教育厅自然科学重点项目 :刘少友的“新型稀土介孔复合材料研
究”。一般项目 :王凯的“Lp空间凸体极值问题研究 ”;周江菊的“黔东南少数民
族传统信仰文化与植物多样性保护的研究”。青年项目 :雷启义的“贵州野生贸
易牛肝菌分子鉴定的初步研究 ”;严红光的“金秋梨干酒发酵工艺研究 ”。专项
项目 :王绍云的“对黔东南野生药用植物吊石苣苔中石吊兰含量的调查研究 ”;

张国辉的“黔东南州主要栽培中药材的病害调查及研究”。
(科研处 　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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