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麽乜起源于珠江流域西江水系百色右江
上游一带的桂西壮族地区，现主要流布于右
江流域的百色右江区、田阳、田东、平果河
谷以及乐业、凌云、田林等地，是壮族人民
在端午节时用于防病驱虫、避邪解毒，招百
福、除凶秽的香囊配饰物。

麽乜壮语译音有神与母亲的意思，其造
型来源于壮族古老传说龙与太阳的故事，相
传龙珠是太阳的火种，太阳靠龙珠的火才能
光照大地，龙是负责照看龙珠的守护神。有
一天，龙珠突然遗落在右江支系澄碧河畔，
龙在壮族青年伯皇的帮助下，历尽千辛万
苦，找回龙珠使太阳重现光芒。由于找到龙
珠的当天为农历五月初五，即端午节。为纪
念失去的爱人，伯皇的妻子雅皇用布和艾草
做成怀抱着太阳的小人偶，取名麽乜戴在身
上，以表达对他的思念。壮族人民为表示对
守护太阳、使人间重现光明的壮族英雄伯皇
的敬仰与缅怀，自发祭拜龙与太阳，在右
江、鹅江、澄碧河交汇处的三江口建起祭龙
台，并用棉布制成人抱龙珠造型的配饰物，
来供奉和纪念英雄伯皇，祈求太阳与龙神保
护世世代代平安吉祥。

麽乜制作技法比较讲究，先将布料剪成
一个标准的圆形，然后再进行造型缝制，粗
制的白线穿过针眼，游走于圆形的布料之

间，犹如在勾勒一道优美的水墨线，整个缝
制过程有十几道精密工序，最后看不到一丝
线头，线收即囊成，充分展现了壮族人民的
慧心巧手。

麽乜制作材料多采用红、黄、绿、黑、
白五种颜色的布料。布料红色属火，主南
方；黄色属土，主中央；绿色属木，主东
方；黑色属水，主北方；白色属金，主西
方。壮族人民认为这五色似金、木、水、
火、土的五行，可相生相克，体现壮族深厚
的历史文化内涵。制作的整体材料由布料、
草药、棉花组成，最初制作的布料是普通的
彩色棉布，后来人们逐渐创新使用质量更为
上乘，代表吉祥如意的棉布或壮锦，并融入
蜡染、竹编等元素，更突显壮族特色。以艾
叶、菖蒲、苍术等多种纯天然中草药制作成
芯，其内芯的艾草有抑菌效果，对于潮湿、
不通风的环境有消毒作用，故可防疫驱邪。
有的麽乜还加以檀香，可以安抚焦虑紧张的
神经，起到镇静放松的效果。因配以纯天然
中草药，麽乜的香味持续时间非常久，正常
情况下能够持续半年至一年，一年后再拿出
来晾晒，依然可散发浓浓草药香味，因此可
以在四季使用。

2010年上海世博会广西活动周上，麼乜
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2012年，右江壮族麽

乜制作技艺被列入第四批自治区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代表麼包在
新时代里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发扬。近几
年，壮族麽乜已成为兼具展示壮族特色文
化和具备保健作用的民族工艺品，产品由
单一的麽乜香囊也逐步发展为麽乜手机挂
链、耳环、书笺等富有壮族特色的系列文
创产品，产品远销美国、英国和韩国等国
家，广受好评与青睐。如今，人们根据不

同需求把麽乜产品佩戴在身上或者悬挂在
家中和车里，小小的麽乜饰品展示了右江
上游地区独特的壮族文化韵味。

每到端午节，百色的大街小巷热热闹
闹，家家户户都自己动手缝制麽乜并相互
馈赠，祈祷平安吉祥、国泰民安。盈盈指
尖手一握，缕缕药香暖人心，生活的芬芳
正润入千家万户，壮家人世代守护的美好
愿景也将会变成现实。

传统龙舟制作技艺从祖辈一直
传下来，到沈振强这已传承了三代
人，他是当地声名远扬的“龙舟工
匠”。6 月 13 日，在融安县浮石镇鹭
鹚洲村龙舟制作基地，融安传统龙
舟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沈振强正

忙着雕刻龙舟。他制作的龙舟龙脊
更薄、船身更轻，在当地很有名气。

鹭鹚洲村四面环水，自古以
来，村民出行都靠划船。独特的地
理环境，使洲上各家各户必备船
只，因此，舟船制造业便得以兴盛

起来。200多年来，鹭鹚洲历代制作
龙舟的能工巧匠们，一面热忱服务
客商、精心打造龙舟、养家糊口，
一面将他们不断创新完善的龙舟制
作技艺认真保护、代代相传。

“我家祖辈都是制作龙舟的工
匠，我从小就耳濡目染，小时候就
跟着父亲学制作龙舟，如今到我这
里已经是第三代了。”沈振强如是
说。在沈振强看来，龙舟制作技艺
不仅是手艺、事业，更是一种家族
文化的传承。沈振强接过了父亲的
龙舟制作技艺接力棒，并创新各种
制作工序，其所造龙舟工艺精湛，
船型线条流畅，船身受力适中，船
头破水、船尾消水的效果都很好。

今年 58 岁的沈振强是自治区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安传统龙舟制作
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制作龙舟已有
40 多年经历，他制作的龙舟工艺
好、经久耐用、灵活，受到各地用
户欢迎，现已辐射到三江、融水等
地。据沈振强介绍，制作一条龙舟
需要 10 个工作日，约 4 立方米的木
材，总共需要投资1万多元。制作工
序有选木料、切割材料、拼接、抛

光、涂漆、配检桨等，之后即可下
水活动。

“一只好的龙舟离不开选料、锯
料、发墨、制作、捻船、上油、成
型、下水过程。”沈振强介绍，龙舟
的制作在一代代制作师手中不断完
善，不断精细化，于 2021 年获批为
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018 年，央视节目组曾以沈振
强制作龙舟的故事，制作了纪录片

《融安篇龙舟记》，在中央电视台
《中国影像方志》栏目播出。

划龙舟是鹭鸶洲村民重要的文
化体育活动。100多年来村里的家家
户户都爱好划龙舟，年年举办龙舟
赛，当地群众对龙舟的热爱和敬仰
之情如江水般绵延不绝，更难能可
贵的是，这里保留着浓厚的龙舟习
俗和文化韵味。

（韦荣军 文/图）

右江壮族麽乜

龙舟制作技艺的传承者沈振强

▲右江壮族麽乜展示。

▲麽乜制作技艺传承人黄桂珍（右一）教孩子们制作麽乜。▲将中草药粉灌入麽乜中。

▲沈振强在雕刻龙舟。

▲龙舟色彩丰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