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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鼓藏节是苗族独具代表性的节日$具有其独特的仪式与文化价值&现在世界上只有极少部分地区仍然保留着鼓藏节

的传统&苗族鼓藏节具有鲜明的民族传统文化内涵$是苗族人生价值观的展现&本文以高排村的鼓藏节为研究对象$对其起

源'仪式过程和它的文化内涵进行探讨$希望能对苗族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鼓藏节!文化内涵!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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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藏节)$又称(鼓社节)或(吃鼓藏)$苗语称之

为(

*+1,*'*

N

9

)或(

6'(0*'

J

)$主要盛行于贵州南部

苗语中部方言地区&该节日以村寨或宗族为单位$

每
#%

年过一次$但遇龙年或蛇年则要提前或推后一

年举行&具体日期由村寨自定&每逢节日$少则三

天$多达十二天之久$有浓厚的宗教祭祀气氛!届时$

村寨里的亲戚朋友们也都赶来参加$场面很隆重&

鼓藏节又称鼓社祭&它是苗族同胞在长期的生

产'生活中形成的祭祀祖先的一种仪式&鼓社$苗语

为
J

+*

N

L*13,

&

&+*

N

L

作为名词意为社团$作为量

词$有(届)或(次)的意思&这是一种以父系血统关

系为纽带而形成的祭祀活动$即为(鼓社祭)&苗语

称为
*'*

N

0

J

+*

N

L

$

*'*

N

0*13,

或
*'*

N

0

J

+*

N

L*13,

&

其中$

*'*

N

0

原意为(吃)$

*13,

意为(鼓)$故翻译为

(吃鼓藏)&

一$鼓藏节的起源

&一'贵州六山六水调查中得到的节日起源

各地对鼓藏节的来源都流传着不同的传说$而

作为鼓藏节主要的流传地区贵州$有学者在贵州的

(六山六水)的调查中$希望可以对一些流行于贵州

地区的传说进行考证$而在调查过程中也有对鼓藏



!

总
%!

卷 吴再林$程太霞%贵州榕江高排村苗族(鼓藏节)文化内涵分析

节来源的记录&

六山六水的调查中关于鼓藏节的起源有两种说

法%一是古时候$苗族同胞时常与政府对抗$蜀国丞

相诸葛亮为了平息'削弱苗族同胞的反叛情绪$就采

取了让他们斗牛'跳月'吹芦笙'吃鼓藏等娱乐活动&

二是流传于民间的*鼓藏歌+中的记录$(吃鼓藏)最

早起源于榕江的句喜和务欧这两位老人&这对老人

(吃鼓藏)的时候$引起了八开'定旦'计水'计怀'加

化'提拉"均属于八开区所辖#'排洞"含丹寨县排洞

乡#'上江"今三都水族自治县都江区#等地的苗族

(寨老)们的极大兴趣$于是相邀前往榕江观看-

#

.

&

这些(寨老)回到本寨后就号召本寨村民按照榕江这

两位老人(吃鼓藏)的做法$也开始吃起鼓藏来&

&二'"千户苗寨#西江流传的鼓藏节来源

再有一种说法是与西江苗族的迁徙有关&相传

在很久以前$苗族的一支祖先辗转迁徙几千里来到

了西江地界&西江当时还是一片原始大森林&他们

走累了$便躺下来休息&带来的猎狗跑下山去转了

一圈回来$身上粘着几粒谷子&他们认为是吉兆$就

定居下来开垦种植&他们把谷子装在铜鼓里储存起

来$一年装一铜鼓$连续
#%

年$年年都是大丰收&于

是决定不走了$永远在这里住下来&为了纪念这件

幸事$就举行吹芦笙'跳铜鼓舞'杀牛祭祖的盛大

庆典&

第三个说法是苗族有一个叫(耶)的祖先带着三

个儿子和他的族人$经过千里跋涉$从洞庭湖边来到

贵州境内$大家高兴了$就聚在一起吹响了芦笙$跳

起了铜鼓&这一跳就是九天九夜$铜鼓跳破了$芦笙

也吹折了&(耶)把碎了的铜鼓和吹折了的芦笙分成

三份$分给三个儿子$要他们各走一方&小儿子兴耶

带着一支人马$沿都柳江上游迁徙$翻过雷公山$

#%

年后来到了西江-

!

.

&为了纪念祖先$兴耶要他的子

孙们$每
#%

年跳铜鼓'吹芦笙九天九夜和杀牛祭祖

一次&这就是鼓藏节的来历&不管是哪一种说法$

都与苗族的迁徙历史有关$也是他们祭祀祖先和庆

祝丰收的活动&

&三'高排村村民们所讲述的起源

在高排村关于鼓藏节来源却与一个遥远的传说

有关&当地村民给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传说%王母

娘娘$苗族称为鬼老奶$是水家'苗家'客家的妈妈&

王母娘娘带着三个兄弟来到黄河$三个孩子都有了

想分路的想法&水家想先走出去$苗家说$想先走出

去$但是担心走远了$想妈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 王

母娘娘就说$有一个铜鼓$让几个孩子跳舞来与鼓

合$谁跳的舞与鼓的拍子能合起来$就把铜鼓给谁&

水家先跳$但是由于水家的衣服较长$不方便跳舞$

水家就生气不跳!客家去跳的时候也是由于衣服太

长不好跳$而没有跳!苗家跳的舞刚好与鼓音能合起

来&于是就把铜鼓给了苗家&苗家说不知道走了以

后想妈怎么办/ 王母娘娘就说$让他们每十三年就

把铜鼓敲响$她就知道是他们在呼唤娘了&这就是

苗族吃鼓藏的由来&

二$高排村鼓藏节的过程

&一'高排村简述

高排村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

县兴华乡$是苗族地区过鼓藏节最具代表性的村寨&

全村共有
C"A

户人家$

!

$

%""

多人$共有
@

个村民

组$在高排村大概有七八个师父&村子为群山环抱$

有很多百年老树&村寨依山而建$房屋为全木结构

的干栏式建筑$分为上下
!

层&下层为自家圈养的

牲畜$上层为起居室&村寨海拔较高$风景迷人$人

们都穿着银饰华服&

&二'高排村鼓藏节的过程

高排村的鼓藏节是非常隆重的$独具特色&村

民告诉我们$高排村鼓藏节每
#%

年一次&节日期

间$用水牛祭祀$表示对祖先的尊重!而黄牛可以用

于结婚等节日活动$黄牛不能用于鼓藏节$这是因为

水牛比黄牛更具有象征意义与珍贵&*鼓藏歌+中也

载有用水牛庆贺鼓藏节的好处&

鼓藏节节日流程%第一天"马日#第二天"羊日#%

招待老人家$念词请祖先&最初$这一仪式活动是表

达对祖先的思念!而现在一般都是表达对祖先的敬

仰&这一天要杀猪迎接客人$人们喝酒吃肉&客人

到村寨中做客$要送柴禾或带一些礼金&一般是挑

一挑柴禾$而不期而遇的或没有带柴禾的客人就要

送些礼金&礼金的数量根据客人自己的经济实力和

意愿来决定&客人送的东西$主人要记账&客人来

时$主人家要放鞭炮以示欢迎&寓意在于%客人的到

来$对于主人来说是为其增光&

第二天%跳寨&围绕着寨子跳月一整天&苗族

人跳月就是指他们吹芦笙'跳舞&一般有
%

种长短

不一的芦笙齐奏$即
A

米'

C

米与
#

米&吹芦笙一般

有
%

根芦笙$七八根筒筒&筒筒是没有头的芦笙&

在高排村跳月的有
>

甲&每个甲有一个主持人&一

个甲接一个甲跳$一般是从
#

到
>

&在高排
#

甲主

要是苟家'杨家和莫家$包家包含在苟家!

!

甲是王

家和杨家!

%

甲是朱家和杨家!

C

甲是祝家!

>

甲是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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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李家&一般按地域分或按家族分甲&如包家包

含在苟家是因为包家和苟家在祖先时代曾经互相抱

养$所以两族在感情上自己认定是兄弟$不可以通婚&

第三"猴#'四"鸡#'五"狗#'六"鼠#天%散客&跳

月跳到牛塘$客人退回去$主人要送客人一些猪肉$其

份量根据主人与客人的感情或客人送的礼金来决定&

一般送
>

'

$

斤$多的有
#"

到
!"

斤不等&主人的老庚

一定要送牛颈上的肉&吃鼓藏或老人过世分肉顺序

也有讲究$一般先是自己'其次是老庚'亲戚'朋友&

第七天"牛#%客人回村寨过节$主人带客人砍树

砍木$准备晚上的宰牛吃肉&

第八天"虎#%从凌晨
"

点以后$

#?!

点钟左右$

鸡一叫就杀牛$吃肉&

!?%

点钟$客散$青年男女离

开村寨"

#>

岁以上的青年男女离寨是因为请了(老人

家)在寨子里$怕未婚的男女会因为不离寨而出事$以

后的身体健康'事业'家庭等会不顺利#并且封寨&封

寨后其他人不能进入寨子$没离开的客人和村里人都

不可以出寨&

#!

小时后$他们方能回村寨&

第十天送老人家走$用牛头念些祷告词&如你

们先回老坟堆$以后我们有好菜之后再请你回来&

第十三天鼓藏节结束&这天要用稻草结成绳子

并插上牛毛扔在远处$意在将牛和栓牛的绳子献给

祖先$让他们牵着牛走&在马羊天必须把猪毛和牛

毛扯下来后$师父念词请祖先&主人家把扯下来的

猪毛和牛毛绑在已编好的糯米草绳上&草绳上放牛

毛的是送给男祖先的$红色的布绳上放猪毛$是给女

祖先的&扯过毛的猪牛必须杀掉$意思是祖先已经

将猪牛带走了&

吃鼓藏吃到
#%

天$就舂粑粑$粑粑用来盖古桶&

但实际上都不这样做$这预示着鼓藏节活动进入尾

声了&一年之后的吃薪节$跳月$撒酒糟"每家人都

凑糯米$用糯米酿的$就是我们所说的甜酒#$之后才

算是这次活动全部结束了&

&三'高排村鼓藏节典型仪式的意义

鼓藏节期间不同的仪式都会有着不同的念词&

这些念词大都是祈福或是一些请神送神$祈求顺利'

健康的&

朱老胜是高排村的一位师父$他说鼓藏节过节

期间先后要念五次%

第一次是(斗揪)$即是请祖先的时候$用"

%

条'

>

条'

E

条'

@

条#鱼'牛角酒'饭'衣服等来念些祷告

词&在(鼓藏节)中$鱼之所以必不可少$不是因为其

味道鲜美而是因为其象征着人丁兴旺!人们认为吃

了鱼便可以获得像鱼一样旺盛的繁衍能力&

第二次是保家$其意在于请求神明保佑家庭$用

"

%

条'

>

条'

E

条'

@

条#鱼"干鱼#'三碗酒'糯米饭等

来念祷告词&

第三次是念牛$用一只鸭子来念牛$杀一只鸭

子$并用鸭子来拍牛头$祷告词如%坏的拿给鸭子背

走$好的就留给主人家&在杀牛之前要念牛$意在牛

走也带走家里的灾难和不顺$从此以后家里就留下

和美与顺利&

第四次是杀牛后$这次是唯一一次可以不用请

师父来念祷告词的$自己操办即可&其意在于安慰

牛的灵魂$并将牛的灵魂赶回下界&这只需要主人

用三五窜肉把放在卖牛的地方$以表示自己家里以

前的财富不会减少$其用意是家庭越来越富裕$生活

越来越好&杀牛祭祖后$人们要把牛角挂在堂屋中

央$象征着祖先的灵魂会守护这个家!苗族很多家庭

都供奉牛角$祈求人丁兴旺&

第五次是杀牛后的第三天$用牛头送(老人家)

回去"这里所说的老人家是指祖先的灵魂#&祈祷老

人家们在另一个世界保佑家族子孙后代&

在杀牛的时候$每一家人都要先请鼓藏头来念

请祖先$念完之后$都要放铁炮$以鼓藏头为先&宴

请客人时$要砍猪腿去舅爷家请舅爷来家吃饭$吃完

饭后又要送舅爷一牛腿$外加一根牛尾巴&杀牛时

必须先请舅爷来杀第一刀$第二刀请老庚来杀$每杀

死一头牛至少要三刀以上&如果一刀就把牛杀死$

就是看不起主人$杀牛的刀数表示对主人家的尊重$

但是杀猪却只能一刀&

三$鼓藏节的文化内涵

据史书记载$数千年前苗民祖先的农耕文明在

当时处于领先地位&苗族的许多节日$至今仍然保

留着远古农耕文明的传统&这些节日尽管存在差

异$但反映的理念和精神文化都是基本相同的$那就

是充分反映出苗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农耕生活文

化与对祖宗天地的崇拜&

&一'鼓藏节是了解苗族历史的缩影

苗族的鼓藏节是由苗族祖先姜央公"有些苗寨

又称为伏羲公#祭祀其母蝴蝶妈妈兴起的&以后按

十二支历法每年举办一小祭"后来叫苗年#$每隔
#!

年办一大祭"后来称鼓藏节#$并沿袭至今&中国有

关伏羲的传说$甲骨文'金文都没有记载&直到战国

中期后才由庄周把楚国流传的关于伏羲的故事记在

*庄子+里&闻一多'凌纯声'芮逸夫'白寿彝'徐旭生

等都认为有关伏羲兄妹在洪水成婚的传说最先是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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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民间流传后向其它民族传播的&田兵编选的*苗

族古歌4开天辟地+里记有一个叫燧人氏时代的著

名人物或族群名&这样$苗族的源头和历史就可以

记述为%燧人氏"火耐#时代333伏羲氏333蚩尤九

黎时代333三苗时代333苗族以大分散小聚居状态

分布在中国国内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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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鼓藏节中展现的苗族文化要素

#<

苗族传统社会基层组织

鼓藏节是在鼓社制度下形成的节日&综观鼓藏

节$在家族方面$表现为通过仪式对始祖及祖先群体

的共同祭祀$强化人们对家族'宗族观念的血缘意

识$特别是对青年一代$可以强化他们的家族'宗族

观念$从而起到统合家族'宗族的作用&

!<

苗族的干栏式建筑传统文化

苗族地区的房屋保持着最古朴的建造方式和材

料$用木头建起来的干栏式建筑表现出苗族人民在

房屋建筑方面的独特智慧$高排村村民至今仍都住

在干栏式的建筑群里&

%<

苗族的服饰文化

民族服饰是一个民族外部形象的标志$是一个

民族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民族气质的生动写照&

高排的苗族人民在长期生活中创造了璀璨的苗族服

饰&高排苗族服饰的制作$据笔者调研得知缝制一

套衣服一般需要用一年的时间&苗族的服饰分便装

和盛装&在日常生活中穿便装挽髻$髻上戴花$髻后

戴木梳'插银簪和各式头饰$看上起高贵典雅$清新

脱俗&逢年过节或出嫁时$姑娘们就会佩戴全身银

饰$穿上自己刺绣的盛装来展示各自的美丽和家族

的财富&

C<

苗族的原生态笙鼓歌舞文化

苗族历史上没有文字$其文化没有文字记载$只

有靠人们口耳相传才得于传承$其表现形式有传说'

歌舞'习俗'祭祖等&其中歌舞便成了苗家人最好的

记录方式&苗家人在日常生活中是离不开歌舞的$

上至七八十岁的长者$下至几岁的孩童都能歌善舞&

(鼓藏节)期间能听到被第一批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独具特色的苗族古歌&它是苗族古代先民

在长期生产劳动中创造出来的史诗$是在原始神话

传说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并长期在民间流传&它用

一问一答的形式$以解释自然现象为线索$从宇宙的

诞生'人类和物种的起源'苗族古代社会制度'苗族

的大迁徙到日常生活劳动等等$成为苗族古代神话

的总汇&在(鼓藏节)期间$除了政府组织的文艺表

演外$每到一家都能听到歌声%客人来了要唱敬酒

歌$一家人团聚时更是歌不断$夫妻对饮时要唱歌$

一家人围成一圈相互敬酒时要唱歌&在这里既能找

到原生态的民歌素材又能激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鼓藏节是传承苗族文化的主要方式之一&(鼓

藏节)作为苗族的一种象征符号$具有族群的专属

性&通过(鼓藏节)$人们加强了成员之间的认同感

$并根据过不过(鼓藏节)来划分出了(我者)与(他

者)&作为族群仪式的(鼓藏节)$其象征符号价值和

体认是从人们的价值体系中直接产生并只为其内部

的人们共同分享$而其他的民族和族群则无法体会

其中的文化价值$甚至还会产生相反的体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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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鼓藏节是苗族与其他民族沟通联系的纽带

鼓藏节真实地体现了苗族古歌(姜央兴鼓社$全

疆得共和$富裕大家有$繁荣人人享)的共同富裕'团

结互助'和睦相处的理念&通过鼓藏节$鼓社把社内

社外'族内族外的人们紧紧地维系在一起$在芦笙木

"铜#鼓场一起跳芦笙踩鼓点$分享欢乐&同时$通过

诚挚地邀请亲朋好友来共度鼓藏节$同吃终生难忘的

鼓藏肉$同喝转转酒$以及参加各种歌舞活动$加强了

本房族'本寨以及本寨与外寨'本民族与其他兄弟民

族之间的交往'沟通和了解$体现了苗族人民淳朴厚

道'与人为善'真诚待人'热情豪爽'心胸宽阔的品格&

随着对民族文化的宣传$这个十三年过一次的

节日也吸引着大部分不了解苗族文化和节日的人们

不惜远距离的赶来参加这个一生都难得遇到几次的

盛大节日&鼓藏节的参与让相对与外界较为隔绝的

苗族地区迎来了不同民族的人们的不同文化$加深

了与外界文化的交流$使得苗族文化在节日的欢乐

中走向更为广大的发展天地$是营造多民族关糸和

谐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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