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3月1日

责任编辑：覃雅妮 55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文化

□

覃
雅
妮

覃
湘
湘

梁
珍
容

广西民族报






桂风文韵桂风文韵

2022 年 5 月，为迎接党的二十大
召开暨隆林各族自治县成立 70 周年，
隆林壮族八音坐唱交流活动在隆林建
成山庄举行，活动共有隆林新州镇、者
保乡、克长乡等 20 个民间八音艺术团
体参加。现场，乐器合奏队伍整齐排
列，随着铜锣声响起，唢呐声、笛子声、
击鼓声附和，声音此起彼伏，悦耳的曲
调从隆林姑娘的口中缓缓而出，声音
干净唯美，让观众耳目一新，记忆尤
深。隆林壮族八音坐唱，其中“八音”
是因用金、石、竹、匏、土、革、丝、木等
八类乐器合奏而得名，主要含笛子、三
弦、马骨胡、葫芦胡、小马锣、小鼓、小

镲、木鱼等。“坐唱”则是在八音演奏中
有人专门坐着唱歌，又有人专门念词
的一种辅助性说唱形式。2016 年，隆
林壮族八音坐唱被列入第六批自治区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隆林壮族八音坐唱，是指流传于
广西隆林、田林、西林和贵州兴义、安
龙、册亨等县市壮族、布依族地区的传
统曲艺。壮族八音坐唱又称壮族板凳
戏，八音坐唱简称“八音”，又叫“壮族
八音”，贵州等地称“布依八音”。据南
宋地理学家周去非编写的《岭外代答·
平南乐》记载：“广西诸郡，人多能合
乐。城郭村落祭祀、婚嫁，丧葬，无一

不用乐，虽耕田亦必口乐相之，盖日闻
鼓笛声也。”到明末清初徐珂编撰的

《清稗类钞》记载：“八音者，以弹唱为
营业之一种，广州有之”，课件八音发
展历史悠久，早已融入百姓生活。壮
族八音始于宋代，隆林壮族八音兴于
清代，盛于清末民初，当时雁江镇一
带，因水路畅通，交通发达，经济繁荣
伴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农村举办的婚
嫁、祝寿、新居落成、迎宾、葬丧等红白
喜事活动，为了场面热闹，都喜欢请

“八音队”（旧时称唢呐队）吹奏，可见
十分盛行。在 1715 年左右，在雁江镇
和济村，以杨朝运为主，发起建立和济
村唢呐队，吹奏曲目以壮师剧音乐为
主。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广东粤剧
班频繁进入广西，和济村唢呐队在原
有壮族民俗吹打乐的基础上，兼收并
蓄广东音乐精华，逐渐发展为具有地
方特色的“雁江镇和济村八音”文化品
牌。随着时代发展，隆林民间逢婚嫁、
祝寿、葬丧等红白喜事等都必请八音
队，逐渐成为当地最受欢迎的民间活
动，是壮族民间民俗吹打乐的一个缩
影。

壮族八音主要在民间发源。初期
主要是单个乐器，之后发展到“三音”

“五音”，最后发展到“八音”。最初用
于演奏山歌，后来用于家庭歌会伴奏，
其中八音乐曲就是由山歌演变而成
的，后脱离了山歌独立成型。这些与
山歌相同或相似的八音曲调又叫《正

调》《正板》《正音》。由《正调》衍生出
来的曲调又有《迎客调》《敬茶调》等。
有的八音乐曲以地名来命名，如《岩茶
调》《冷水调》等。八音唱词也是由山
歌唱词提炼而成，例如《八音敬茶歌》
就是壮族家庭歌会《出嫁歌》中的歌
词。

八音坐唱表演形式主要先以乐器
演奏一段引子，然后由念颂词人发问，
接着全体演员回答，例如：念颂词人
说：“今天这家起新房，是我们的亲戚
家，是不是？”大家回答：“正是”，接下
来才正式演唱。演唱中，一般是乐器
演奏一段，念颂词一段，反复多次，直
到把所有的颂词念完为止。八音也有
乐器和人声混合演唱的，当唱到动情
时，常常是演员和观众一起唱。演奏
旋律古朴流畅，坐唱曲调优美悦耳，时
而热闹沸腾，时而感人催泪。

近年来，隆林各族自治县开展八
音坐唱比赛活动，并与贵州等地各村
屯开展八音坐唱交流，共庆新春佳
节。壮族八音坐唱已成为各地间民间
艺术文化交流的项目之一。2019 年，
作为广西代表性的曲艺形式之一参加
全国非遗曲艺周展演。每逢新春之
际，隆林各村寨都齐奏八音，随着悠扬
动听的旋律，唱出对新春的喜悦和幸
福生活的美好愿望，也成为当地文化
旅游的品牌活动。八音坐唱就如隆林
人们心中永恒不灭的经典旋律，欢歌
唱出幸福路，八音奏响中国年。

2 月 24 日晚，锣鼓声、鞭炮声、喧闹
声响彻金秀瑶族自治县桐木镇上空，当地
特色大型春节民俗活动和自治区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摆迓圣”和元宵灯会活动正式
拉开序幕。

随着“甘王”巡游仪式的启动，一支
100 余人组成的庞大队伍浩浩荡荡的走过
主街道，鼓乐队将鼓敲得震天响，金龙红
龙和醒狮舞得虎虎生威，穿梭在大街小
巷，一路人声鼎沸，围观群众纷纷拍手叫
绝，焕发出龙年的朝气。

“摆迓圣”又称“迓圣节”，是桐木镇
独特的民间文化。“摆迓圣”的“摆”是摆
放贡品的意思，“迓”是迎接之意，“圣”
是指财神和神仙等圣人，“摆迓圣”“迓圣

节”就是迎接神仙到来的节日。今年桐木
镇 17 个“迓圣”摆台风格不一，各有特
色，中国龙的元素随处可见。当地的老百
姓从家里拿出水果、糖饼、猪肉、粽子等
摆上供台，还有众多创意新颖的展品，风
格多样、造型自由，观赏性、趣味性十
足，各式各样的花灯上画着喜庆的祥文和
祝福的文字,率真地传达对美好生活的期
盼，再现了传统的年礼、年俗、年味和年
趣，用传统文化厚植年味中的乡愁。

近年来，桐木镇以“摆迓圣”习俗这
一非遗特色项目为重点，打造民俗文化品
牌，丰富传承保护形式，注重文化产业融
合，助推乡村振兴。

（廖晨言 许冬冬 盘 斌 程成/文、图）

铜鼓声声韵悠长，白裤瑶乡迎客忙。2 月
23 日，2024 年白裤瑶年街节活动在南丹县瑶
望天下景区举行，数万名慕名前来的游客与白
裤瑶同胞们欢聚一堂，打千面铜鼓、秀陀螺绝
技、品瑶王盛宴、听细话情歌，共庆佳节。

在年街节开幕式上，千鼓颂春、非物质文
化遗产展演、放飞七彩气球、巡游等节目轮番
上场，场面宏大，气势恢宏。白裤瑶同胞身着
色彩绚丽的节日盛装，用浑厚的铜鼓演奏、欢
快的瑶族歌舞，把神秘瑶寨的习俗向世人展
示，让现场游客和嘉宾感受白裤瑶文化的无穷
魅力，全方位展示了今日瑶寨脱贫致富奔小康
的崭新气象。

开幕式结束后，瑶王巡寨、阿娅走秀、唱细

话歌等白裤瑶特色节目相继上演，打陀螺、斗
鸡、斗鸟、弩箭射击等白裤瑶传统体育竞技项
目也激烈展开，整个活动现场歌声、加油声与
欢笑声交融，热闹喜庆，其乐融融。

白裤瑶赶年街是白裤瑶群众长期以来自
发形成的特有的春节传统民俗活动。2016 年
白裤瑶年街被列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年街节，南丹、荔波等
地几乎所有的白裤瑶群众，都会穿上漂亮盛
装，携着鸟笼、陀螺、鸟枪，成群结对地来到里
湖街赶圩，白天或参加打陀螺比赛，或参加斗
鸡斗鸟活动，或聚会宴饮盛情交流，夜晚则自
发聚集至圩亭及周边对唱“细话歌”，形成一派
热闹的“夜歌圩”景象。 （韦 乐/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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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林壮族八音坐唱乐器主要有笛子、三弦、
马骨胡、葫芦胡、小马锣、小鼓、小镲、木鱼等8种
乐器。 韦德华 摄

▶隆林壮族千人八音比赛。 曾书奇 摄

▲排练。 曾书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