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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是龙的脊，田是云中梯。
俯瞰群山环抱的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龙

脊镇，磅礴壮观、气势恢宏的龙脊梯田着实令人
过目不忘。在一代又一代人因地制宜、开山造
田的劳作中，近2万亩梯田从山脚盘绕至山顶，
层层叠叠，高低错落，于云雾间穿梭，更与各民
族村寨相得益彰，将华夏大地的几何之美、生态
之美、人文之美展露无遗。

“万山环峙，五水分流。”
龙脊梯田系统始建于秦代，完成于清初，距

今已有 2300 多年的历史。龙脊域内可耕作的
平地极少，加之桂北山区特殊的气候条件，最终
催生了依山就势、鬼斧神工的梯田奇观。其规
模宏大壮观，风景四季分明，以“世界梯田之冠”

“地球最美的弧线之一”的美誉闻名中外。2018
年，龙脊梯田作为我国南方山地稻作梯田系统
的典型代表，以其特色的水土保持技术、绝美壮
丽的梯田景观、多样的稻作文化遗存与民族风
情，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为人类生态文明发展提供中国智慧。

2022年12月下旬，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正
式公布2022年“最佳旅游乡村”名单，位于龙脊
梯田风景名胜区核心地带的大寨村成功入选，
成为此项目开展以来全国仅有的4个入选村寨
之一。今年初，龙脊梯田又作为“建设桂林世界
级旅游城市”的组成部分，被写进了广西壮族自
治区政府工作报告，迎来新时代的新发展机遇。

古往今来，“秋收万担粮”的喜悦、“宾客如
云烟”的热闹，层层覆于这片凝聚智慧与辛劳的
梯田之上。云梯悠悠、稻浪重重，龙胜各族人民
创作的礼赞诗行，为世界留下了波澜壮阔的大
地史诗。

大山脊背上的生存艺术

对于依土而生的龙胜先民来说，土地是命，
极力满足“饱腹”的内在需求催促着他们合力开
辟出一片人间胜景。于是，在群峰叠嶂、沟壑纵
横的陡峭山地上，人们栉风沐雨，“凡有土之地，
均拓开梯田；凡有水所在，亦开渠道水沟”，硬生
生将一个个丛莽芜杂的山坡化为一层又一层直
上山巅的田块，灌水犁田种植水稻，精心打理成
一幅幅色彩斑斓的风景画。

“小山如螺，大山成塔。”至龙脊山脉金佛顶
观景台远眺，在垦植者的匠心之下，山体肌理既
似一圈圈荡漾开的水的涟漪，又如一道道逐年
增长的树的年轮。一日不同景、四季景相异，偌
大的梯田在云霞岚气聚散间呈现各色神韵，人
与自然共同创造出这来之不易的“大地艺术”。

整个龙胜龙脊梯田系统十分庞大，总的范
围超过 15 万亩，主要有平安壮寨梯田、龙脊古
壮寨梯田、金坑红瑶梯田三大片区，分布在海拔
300—1850 米的山谷之间。这里梯田落差大、
层级多，连片梯田最大高差为860多米，层级最
多达1100多级。各片区由于山形各异，既有大
刀阔斧似的砍削，又有丝丝入扣般的雕琢，可谓
组合巧妙，相互衬托。

水是龙脊梯田系统中最重要的构成要素之
一。不同于平谷地带的稻田，依山而上的梯田因
缺乏丰沛且便于利用的水流，只能另辟蹊径。龙
脊人早就认识到，山林是涵养水源的最佳天然水
库，因此在开辟梯田的过程中格外注重封山育
林、养护树木。正是由于山顶的森林保存完好，
林中泉水和细流才会潺潺而下，形成“山有多
高，水有多高”的山水景观。这些水流没有巨流
奔腾的气势，却润物无声般滋润着良田万顷。

对于田水的分配，龙脊人向来遵循“先开先

得、后开后得”的原则，即使后开垦的梯田更靠
近水源，也不能先得到田水的灌溉。在灌水的
季节，天然山泉自山顶而下，经沟渠被引至一片
片梯田，田畴灌满之后，水继续向下流到溪涧
中。在不灌水的季节，梯田与沟渠相通的部位
被堵住，水源又能顺着松软的沙壤土质浸润而
下，由此形成天然的渗透灌溉体系。

千百年来，龙脊当地的壮、瑶等各族民众依
靠山林与梯田，根据山区的海拔差异因时因地
种植水稻、辣椒、红薯、芋头等传统农作物，又培
植出茶叶、罗汉果、凤鸡、翠鸭等地理标志农产
品，保存和培育了丰富的动植物种质资源。可
以说，这一“岭上有田，田上有林”的景观生态，
正是人与自然完美结合的典范。

多民族共居共作共治的美好家园

“龙脊十三寨，寨寨十三家，家家十三个，个
个两公婆。”

这是流行于龙胜的民间俗语，从一个侧面
反映了当地村寨聚集、人口众多的景象。寨子，
是当地人日常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在由龙脊
山脉和金竹山脉围合起来的山水间，至今仍分
布着由壮、瑶等民族共同拓荒建设的13个传统
村寨，合称“龙脊十三寨”。

据史载，先后迁徙而来定居于此并进行开
发的是原籍山东的瑶族、壮族先人。初到龙脊，
人们“勤劳技巧，搓起麻绳，得了山鸡白齐、绵
羊、猄麂……”从此，他乡作故乡，龙脊建家园。

再后来，这块原本被视为“边地”的秘境，陆
续有各民族迁入。清道光年间《龙胜厅志·原
始》记载称：“虽曰边徼，实粤西之藩篱，桂林之
肘腋，其人为苗，为瑶，为壮，为侗，错处并居
……”可见，在约 200 年前，龙脊多民族分布格
局业已形成。

对于“但知耕种，不谙贸迁”的瑶族、壮族先
民来说，尽管生境变迁剧烈，但稻作的习俗仍烙
印于生命深处。

那么，大山深处的龙脊，何以稻作？
没有田，那就辟田！没有水，那就植林！移

居桂北后，各民族开山造地、引水灌溉，将习得
的稻作生产技术发展到了新高度。一方面，梯
田的宏大规模让田坑除草工作量倍增，龙脊先
民据实地生产需要，创造了砍刀式的铲草刀。
另一方面，为适应山地小田块耕作之便，除使用
牛耕外，还采用父子、兄弟、夫妇耦耕的方式犁
田、耙田。至今，龙脊镇各村寨依然保留着耦耕
这一古老的耕作方式。正是在长期的生产劳动
中，各族居民相互扶持，交流切磋耕种技术，创
造传承了特色鲜明的桂北山地稻作文化。

“好个密密村，好个密密垌，种粳得吃，种糯
得收……”龙脊稻作的初步成功，像磁石一样吸
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来到龙脊的汉族先
民也纷纷加入开垦梯田的行列。“月亮还做梦，
火把照天红。不等太阳醒，就得上早工。挖山
地皮动，挑担脚生风。田往龙脊开，从此不受
穷。”可以说，是植根于稻作实践的多民族交流
互鉴，孕育了龙脊文化共生共荣的伟大成就。

如今，沿着龙脊寨子里百转千回的青石板
路，随处可见基脚环砌的房屋石墙，即使是围菜
园的石墙都砌得非常讲究。在村寨建设与日常
生产生活用具制作上，龙脊人民时时刻刻都在
和石头打交道。过去，乡规民约往往被刻在石
碑上，用来提醒村民遵守相关的规定，而这些规
定的议定、修改、废除都离不开古老的寨老制
度。每年春秋两季之初，威望很高的寨老们会
聚集在一起，根据村寨现状对乡规民约提出新

建议，这些建议要在大多数与会寨老同意的情
况下才能通过。聚会商议的时间节点则与稻作
农时密切相关——春季为禾苗成长季节，制定
规定有助于防止放牧时牛羊践踏禾苗；秋季则
是防止有人盗窃刚收获的稻谷。建议通过后，
寨老们会回到各自村寨向村民颁布，并将条例
刻于石碑之上，成为大家的共同遵守。

在众多龙脊石刻中，最著名的当数被视为
民族团结象征的“三鱼共首”青石板。该石刻约
创作于清朝光绪年间，图样中阳刻的三条鱼向
一个圆心点游去，阴刻两条鱼尾随其后，栩栩如
生，十分鲜活。

“青石无言图有意，三鱼共首是佳话。”尽管
这块珍贵石刻背后的故事已无法考证，但它一
定曾见证龙脊人开垦梯田的艰辛过往，以及当
地各民族和睦相处、守望相助的美好历程，成为
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2021
年龙胜各族自治县迎来建县70周年，县庆主题
曲《三鱼共首一条心》即是以此石刻为创作灵
感，赋予了它丰富的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

多彩龙脊的乡村振兴之路

在龙胜，梯田不仅仅是一种生产生活方式，
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载体和摇
篮。

如今，每逢龙脊梯田文化节开幕，来自全县
各乡镇以及周边地区的各族群众都会穿上盛
装，款款走上田埂，载歌载舞。这是民间民俗的
延续，也是传统文化的复兴。群山为幕、梯田为
台，在有着跳香节、晒衣节、长发节、侗年节等在
内的87个传统节日的龙胜，时常有庆典在梯田
旷野中上演。百节同庆，百花齐放，龙胜也当仁
不让地入选了“中国品牌节庆示范基地”。

有趣的是，流传至今的许多节日恰好对应
着稻作活动看重的传统节气。例如，立春时的

“春牛节”，寓意劝农春耕；谷雨时的“开耕节”，
寓意农忙启新；芒种前后的“梳秧节”（又称“开
秧节”），人们齐聚“秧母田”边祭祀“秧母娘娘”，
并用秧母神梳梳理秧苗抛入田中；农历六月六
的“尝新节”，意在以新谷筹神；还有六七月的梯
田火把节，村民们会通过拜火把、点火把、玩火
把、跳火把等，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

旺、人寿年丰。除传统节庆外，龙胜还有一些跟
稻作生产有关的禁忌习俗，都包含着当地人重
视梯田、爱护土地、亲近自然的深厚情感。

不仅是节庆文化，以“白衣”为代表的服饰
文化，以干栏式民居为代表的建筑文化，以铜鼓
舞和弯歌为代表的歌舞文化和以“龙脊四宝”为
代表的饮食文化，综合构成了由稻作文化衍生
的龙胜文化。这些丰富多彩、影响深远的文化
遗存，为龙胜发展文旅产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梯田美景四海宾朋共分享，生态旅游广大
民众同收益。”癸卯新春佳节期间，龙脊镇大寨
村游人如织，一家民宿张贴的对联写出了村民
们的心声。作为入选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
佳旅游乡村”名单的特色村寨，近年来，大寨村
充分利用地处龙脊梯田核心区的优势，大力传
承弘扬民族文化，发展乡村旅游，走出了一条文
旅深度融合的乡村振兴之路。

“半边铁锅半边屋，半边床板半边窝”，这曾
经是大寨村的真实写照，全村人均年收入不足
700 元。如今，随着村级公路的畅通，金坑·大
寨瑶族梯田景观区建成开放，千层天梯、金佛顶
等特色景观吸引着八方游客，村民们彻底摆脱
贫困，小康日子越过越红火。

不仅是大寨村，近年来，龙胜把广西特色旅
游名县升级发展和“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
工作有机衔接，确定了“全县大景区·旅游一盘
棋”的发展理念，深入实施“农耕文化、民族文
化、红色文化、康养文化+旅游”的发展战略，文
旅产业提质升级取得了初步成效。特别是依托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品牌效应，重点建设
龙脊梯田景区，同时发展了布尼花海梯田、古壮
寨彩色梯田、小岩底星空梯田等差异化旅游产
品，打造了金竹壮寨等 23 个传统村落，推出张
家苗寨插秧摸鱼、民合苗寨瓜果采摘等农耕体
验活动，形成了梯田观光游、农耕体验游品牌。

回望历史深处，龙脊梯田的诞生既源于龙
脊先民垦荒拓土、辛勤躬耕的不懈追求，也是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伟大结晶。对于这一宝贵
的财富，我们更应倍加珍惜、妥善保护、充分利
用，向世界人民展示中国古老梯田的农耕文明
与智慧，续写各族儿女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崭新
诗篇。

□□ 文文//卢卢勇勇 陈陈晖晖

各民族共同造就的大地史诗各民族共同造就的大地史诗
———探访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广西龙胜龙脊梯田系统—探访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广西龙胜龙脊梯田系统

金坑梯田晨雾金坑梯田晨雾 黄流军黄流军 摄摄

▲群山为幕，梯田为台，龙胜当地壮族群众在梯田边举办壮家歌会。 陈善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