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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覃雅妮 覃湘湘 梁宏章

近年来，罗城仫佬族自治县高
度重视文化工作，加大投入，建设
阵地，强化文化惠民服务，广泛开
展文化志愿服务，文化品牌不断产
生并得以巩固，先后获评“全国文
化先进县”“广西文学创作强县”

“广西民间文艺之乡”“广西创建文
化志愿者活动示范县”等称号。

建阵地，壮队伍。该县高度注
重加强文艺阵地建设，建设有中国
作家协会 《民族文学》 罗城创作基
地、自治区艺术创作基地、广西仫
佬族文化研究会、仫佬族文化创作
研究中心、仫佬族“非遗”传习基
地及省、市书画摄影创作基地等，
成立河池市首个县级书画院——仫
佬书画院，成立“三尖罗城”文化
研究会。此外，罗城文联还开辟了

“罗城文艺沙龙”，设有“文艺创作
室、艺术交流室、会议室、培训
室”等活动场地，方便了县作家协
会、民间文艺协会、戏剧曲艺协
会、音乐协会、舞蹈协会、书法协

会、美术协会、摄影协会等八个协
会开会、交流、培训使用。培养了
一批门类齐全的文艺工作者队伍。
目前，罗城已拥有 10 位中国作协会
员，33 位省级作协会员，56 位市级
作协会员，同时还诞生了3位中国戏
剧家协会会员、3位中国民间文艺家
协会会员；此外，3人加入中国书法
家协会，2 人加入中国美术家协会，
2人加入中国摄影家协会。

强服务，暖民心。在开展“文
艺进万家，健康你我他”文艺志愿
服务活动中，罗城文联主动出击，
担当作为，深入开展“送欢乐下基

层”“到人民中去”“我们的中国
梦”等文艺志愿服务活动。同时，
大力实施“千村万户惠民工程”“文
艺进校园”“创作基地建设”“文艺
进万家·免费赠送春联”“送书下
乡”等活动，满足群众阅读与学习
需求。结合“非遗进乡村”“戏曲进
乡村”等活动，给群众送去文化大
餐，并多方驱动，扶持农村文艺团
队，推动彩调、文场、仫佬戏、仫
佬古歌等仫佬族非遗文化项目的保
护与传承。中国文联圆梦工程文艺
志愿服务线下培训两次落户罗城，
培训乡村辅导员和文艺骨干上百人

次。开展“百岁寿星影像志”拍摄
活动，为百岁寿星免费拍摄影像，
并印制赠送，受到百岁老人家庭充
分赞誉。2023 年 12 月，罗城文联在
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中心、重庆
市文联主办的“文艺进万家·健康你
我他”新时代文明志愿服务项目高
质量发展培训班上作发言。

创品牌，展风采。该县着力打
造仫佬文化品牌，组织开展的“我
们的中国梦·文艺进万家”已形成

“欢乐仫佬乡·群众文艺会演”文艺
品牌，成为广西群众文艺活动品
牌。“墨韵罗城”迎春书画展、“醉

美罗城”摄影展已连续举办十一
年，并到广西五大城市办展。2021
年顺利进京举办“晋京书画摄影
展”，成为广西县级书画品牌。“古
风新韵”非遗展演、“歌坡传情·唱
响时代”山歌歌坡会成为罗城非遗
对外展示的重要窗口。成功举办五
届仫佬族依饭文化旅游节。仫佬小
戏 《柚子情》 入选中国首届戏曲百
戏 （昆山） 盛典。这是仫佬戏首次
走出广西亮相全国戏曲舞台。据不
完全统计，近年来，罗城本土作家
创作的文学作品刊登在各类国家级
刊物 80 多篇、区级刊物 350 多篇、
市级刊物 1200 多篇，出版长篇小说
集、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诗集达
50 多部。创作舞蹈 160 多个，小
品、曲艺节目 50 多个，声乐 40 多
首，器乐曲 30 多首，编辑出版《仫
佬族古歌》《仫佬族通史》《仫佬族
百年实录》《罗城诗词选》《三尖罗
城》等30多部文化书籍。

（蒙增师）

“咣咣咣，嗡嗡嗡……”铜鼓
声响亮而清脆，气势宏大。仔细一
听，铜鼓声中还伴有悦耳的歌声、
激动的喝彩声、孩童的欢笑声……
人声鼎沸，鼓乐欢歌，呈现出一派
新时代乡村和谐、繁荣、祥和的景
象，这就是南丹白裤瑶年街。

白裤瑶年街是白裤瑶群众自发
组织的特有的迎春传统民俗活动，
主要流布于南丹县的里湖瑶族乡、
八圩瑶族乡，辐射到南丹的城关、
车河等周边乡镇及河池市金城江区
侧岭乡和贵州省荔波县瑶山乡。
2016 年，白裤瑶年街被列入第六批
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名录。

白裤瑶是瑶族的一个支系，自
称“布诺”，因男子穿齐膝白裤，
故称为“白裤瑶”，总人口约 3 万，
主要聚居在广西的南丹县八圩瑶族
乡、里湖瑶族乡和贵州的荔波县朝
阳区瑶山乡一带。里湖瑶族乡有着

“中国白裤瑶乡”的美称。白裤瑶
民俗活动别具一格，春天打陀螺、
夏天套鸟、秋天钓蜂、冬天捕鼠，
尤其让白裤瑶人民期待的活动就是
白裤瑶年街。至今，瑶族群众中还
流传着：“五黄六月过小年，正月
十五闹年街”的俗语。每年农历正
月初一至十五是我国传统春节，白
裤瑶把春节期间称为年街期，也称
闹春期。白裤瑶年街是从春节演化
而来，没有固定的日期，通常把最
靠近正月十五前后的圩日作为白裤

瑶群众赶年街的日子。赶年街意为
当天要愉快地过完闹春期的最后一
天，第二天将各自投入新一年的农
业生产当中。白裤瑶群众不论山有
多高不计水有多远，每年都会趁赶
年街的机会，身穿盛装赶到圩场，
欢聚一堂，开展唱细话歌、打陀
螺、斗鸡、斗鸟、敲铜鼓、展服
饰、吹牛角、吹拉唎、鸟枪射击等
竞技娱乐活动，充分展现各自的智
慧和才能，同时也在这天开展交朋
结友、走亲串戚、寻找意中人、买
卖农产品等交流活动。在年街上，
人们敲铜鼓、唱瑶歌、互竞技、展
技艺、吃年饭……好不热闹，街头
巷尾都增添了一番人间烟火味，彰
显出团结、和谐、友好、多彩的民
族文化底蕴。

白裤瑶年街主要分为三大块。
一是对细话歌。白裤瑶唱山歌

是以独特的“细话歌”形式来体
现。年街节当天，白裤瑶群众或坐
在圩亭旁边，或跑到周边坡上，男
男女女聚集在多处对歌，每处少则
几十人，多则数百人。他们以歌交
友、以歌传情，情到深处，通宵达
旦，形成了白裤瑶年街“赶夜圩”
的盛大场景。

二是开展传统民族体育竞技活
动。白裤瑶群众都喜爱带着鸟笼、
陀螺、鸟枪，成群结队赶圩。传统
民族体育竞技活动主要包括打陀
螺、斗鸡斗鸟、吹牛角、鸟枪射击
等，其中以打陀螺、斗鸟斗鸡等场

面最为热烈。打陀螺也是白裤瑶群
众最喜爱的一项传统民族体育活
动。年街节打陀螺是以村屯为单位
或自由组合的团体赛，每组人数为
几人或十几人，比赛采用三打两胜
制。年街节上白裤瑶群众会将自己
精心喂养训练的画眉鸟和雄性瑶鸡
都带到圩场上一比高低，现场趣味
无穷，其乐融融。

三是其他娱乐活动。随着社会
的发展，群众将娱乐内容逐渐扩
大，包含表演铜鼓舞 （瑶语直译：
勤泽格拉）、展示服饰制作技艺、
摆长席宴等活动，丰富多彩、参与
性高。

2018 年，2 万多名白裤瑶群众
欢聚在里湖瑶族乡，载歌载舞庆祝
白裤瑶年街。2019 年，广西南丹县
和贵州荔波县携手打造白裤瑶特色
旅游品牌白裤瑶风情民俗年街节，
在“千家瑶寨·万户瑶乡”旅游景
区里湖核心区瑶王府广场举办竞技
娱乐活动。 2023 年，广西·南丹
2023 年白裤瑶年街民俗旅游活动在
里湖瑶族乡“瑶望天下”景区举
行，精彩纷呈的活动吸引了众多游
客前来参观体验。年街的魅力一年
比一年强，浓郁的民俗风情深受人
们喜爱，各地游客纷纷接踵而来。
白裤瑶年街也从传统的民俗节日逐
渐走向文旅融合的新发展道路。

鼓声悠扬，瑶歌动人，那一抹
分明的黑衣白裤，在青山绿水间显
得多么和谐美好。南丹白裤瑶人民
唯美浪漫、团结热情、魅力十足，
带着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穿山越
河，漂洋过海，走出广西、走向全
国、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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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阵地 强服务 创品牌

罗城文艺志愿服务“有声有色”

▲年街聚餐。 （石 兢 摄）

▲2023年白裤瑶年街民俗旅游活动现场。 （苏艳柳 摄）

▲等待鸟枪射击竞技的白裤瑶男子。 （石 兢 摄）

▲年街上欢乐的瑶族孩子们。 （石 兢 摄）

白 裤 瑶 年 街白 裤 瑶 年 街白 裤 瑶 年 街

广西民族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