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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农历正月初一至二月初
二，河池市东兰县、天峨县、南丹县
等红水河流域沿岸的壮族村寨热闹
非凡。响亮的喝彩声、清脆的掌声、
优美嘹亮的山歌声、嬉戏打闹的欢
笑声充盈着整个村寨，洋溢着浓厚
的节日氛围。大大小小的纸扎蚂
拐，木质蚂拐面具，自制的蚂拐旗帜
无处不在，壮家儿女们兴高采烈地
随着节奏欢舞，彻夜狂欢，祭祀蚂拐
以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2006 年，壮族蚂拐节被列入第一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名录。

蚂拐节，又叫青蛙节、蛙婆节，
蚂拐是壮乡人民对青蛙的俗称。据
当地相传，蚂拐节是随着红水河流
域壮族铜鼓文化而产生，并世代流
传至今。传说在很久以前，壮乡有
个农民名叫东林，为人忠诚勤劳，孝
敬父母。东林母亲去世那日，他非
常悲痛，含泪守孝。由于正值雨水

季节，屋外蚂拐呱呱叫，日夜不停，
东林怕打扰了母亲亡魂，便用滚水
浇淋，蚂拐死伤遍地，但是天空却再
也不下雨了，人间遍地哀歌。东林
去问壮族祖先“布洛陀”，才知道蚂
拐是神仙的鸡，下凡到人间，除吃害
虫外，还要向神父报告人间的旱涝
灾情，要求人们保护蚂拐。东林对
伤害蚂拐的无知举动后悔莫及，只
有按照“布洛陀”嘱咐去办，逃的要
请回来安居，死去的要逐个捡回，并
要举行盛会埋葬。东林捡了几天几
夜，捡回很多很多的死蚂拐。这样，
东林就肩挑着死蚂拐步行从东兰金
谷乡方向东行，每个村屯都送一只
蚂拐，并按“布洛陀”的嘱咐，举行祭
祀埋葬会，要求人人都要保护蚂拐，
这样人间才能得到风调雨顺。东林
把蚂拐送到东兰的文伐乡（今东兰
镇）的巴拉村就发完了。武篆、三石
等地的村寨没有接得蚂拐 ，所以，这
一带村屯从古至今，都没有举办蚂

拐节的习俗。东林祭祀蚂拐和孝敬
母亲的行为得到村里寨外人们的敬
佩，被传为佳话，并感动了上天，从
那时起，红水河流域沿岸壮族村寨
四季人畜兴旺。因此，每到春节，这
些壮族村寨都会举行一次盛大的蚂
拐节，以祈祷年年风调雨顺，岁岁五
谷丰登。

蚂拐节的主要程序分为：
一、找蚂拐。正月初一早饭后，

大人小孩三五成群下田间地头寻找
蚂拐。按惯例取两只（一公一母），
并交由主持此次活动的负责人将蚂
拐装入一节剖开的竹筒内（称“蚂拐
棺”），合好绑紧，用彩色纸糊面。第
二天，青少年们抬着“蚂拐棺”巡游
本屯各户，念诵祝词，祝贺主家新年
万事如意，六畜兴旺，五谷丰登。

二、祭蚂拐。正月十五，在沿袭
固定的蚂拐坟边竖起五六米高的彩
色纸幡，摆上祭品，敲打铜鼓皮鼓，
祭祀蚂拐。

三、葬蚂拐。各地葬蚂拐日期
不同。东兰县巴畴乡的巴英屯是二
月初二，大都在正月廿五至二月初
七这段时间内。葬蚂拐的仪式各有
不同，规模也不同。在早饭后，壮族
青年们随着炮声扛着铜鼓上到村边
高坡上敲打，直到傍晚才回家，晚上
男女老少汇集纸幡下,举行葬蚂拐仪
式。葬蚂拐前，先将去年旧尸骨取
出，观其颜色，据说骨黄预示这年风
调雨顺，五谷丰收；骨白则干旱，五
谷歉收；骨黑则庄稼、人畜有病有
灾。然后，由一老者念诵祭词，埋葬
新蚂拐 。

四、化装表演。葬蚂拐前，外村
赶热闹的青年源源而来。此时，两
位老翁戴假面具，用破布烂蚊帐裹
身，扮成“蚂拐公”和“蚂拐婆”，在一

群各戴七丑八怪假面具、手持棍棒
的“蚂拐仔”的护卫下走进人群中，
众人自动让出一条三四米宽的过道
来。约定俗成，这条过道一直到散
场也无人敢去侵犯。“蚂拐公”和“蚂
拐婆”过过道和巡垌一周之后便悄
然离去，“蚂拐仔”则留下维护秩
序。之后，过道上出现“算命先生”

“渔翁”“卖药郎”等几个角色，按角
色持道具作兴表演，内容均为预祝
新年万事如意，消灾除难，风调雨
顺，六畜兴旺、五谷丰登。接着两男
两女（女的也由男的装扮）在过道上
齐唱赶鬼歌。

五、对歌。主持人宣布歌场纪
律，与一人齐唱开场歌后，蚂拐歌会
开始，几十对歌手按男女分排，双双
对对唱山歌。内容有天文、地理、历
史传说、风俗人情、生产劳动等。一
直唱到天亮，并约定下次歌会再会
后才结束。

整个蚂拐节延续时间较长，程
序繁琐，仪式感强，凸显壮族人民的

集体观念和家园的意识，寄托对美
好生活的期待。

2017年2月，天峨县六排镇纳洞
村唢呐、铜鼓声划破了长空，蚂拐
舞、纺纱织布舞、插秧舞等原生态展
演为壮族蚂拐节增添了浓浓的乡土
气息。2018年3月，天峨县举办壮族
蚂拐节，有祭祀仪式、古法榨油茶表
演、农村传统架房梁表演、竹杠舞互
动表演等。2023年2月，东兰县巴畴
乡举行的壮族蚂拐节有蚂拐舞、铜
鼓会、山歌会、美食展览、民俗表演、
农耕文化体验及篝火狂欢晚会，吸
引中外游客达 10 万人，通过民间文
化展示乡村新风貌，促进当地文旅
融合。壮族蚂拐节这一古老的习俗
正如红水河的河水一般，源远流长，
明澈剔透，也是壮乡人民对美好的
向往，寄予最朴实的愿望。现今新
时代的幸福生活厚植着壮乡人民爱
党爱国爱家的情怀，在节日的阵阵
欢歌鼓舞中，感谢党的恩情，歌颂伟
大的祖国。

“漏泄春光有柳条”“春色先以柳荫归”
“春风杨柳万千条”……美好春光自然少不
了柳。历史上也有不少名人，爱柳、咏柳、种
柳。在柳州，就有一段关于柳宗元与柳的佳
话。

唐代元和十年，也就是公元815年3月，
柳宗元被贬到时属百越之地的柳州，担任柳
州刺史。在任4年间，曾引导百姓大规模种
植柳树。柳宗元特别爱柳树，曾写《种柳戏
题》一诗抒发感慨：“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
边。谈笑为故事，推移成昔年。垂阴当覆
地，耸干会参天。好作思人树，惭无惠化
传。”柳宗元病逝后，当地老百姓为他建了柳
侯祠，祠前的那片柳林，称之为“柳公柳”。

柳宗元一生追求“利安元元”思想主张，
利民、安民、便民，直到在柳州刺史任上才得以
实现。他到柳州上任没几天，便遇到了特大旱
灾。按照当地的习惯，柳宗元于7月26日率众
前往雷塘举行祭神求雨活动，并作祭文《雷塘
祷雨文》，在为什么要祈雨时写道：“神惟智知，
我以诚往。钦兹有灵，爰以庙飨。苟失其应，
人将安仰？岁既旱暵，害兹生长。敢用昭告，

期于肹蚃。”他还以其人格向上天起誓，以地方
长官的身份向上苍作出承诺：“廉洁自持，忠信
是仗，苟有获戾，神其可罔。”

其实，柳宗元心里清楚，光是祈祷是不
够的，在灾情面前必须采取行动。在他的带
领下，从来不打井的柳州接连打了好几眼
井，随着一桶桶甘甜的地下水进入“寻常百
姓家”，世世代代靠天吃饭、靠喝雨水和河水
长大的柳州人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生活质
量。为民求雨是取信于民，开凿水井是切实
改善民生，这些事实不仅体现了柳宗元高超
的智慧，更展现了他作为一名父母官谦恭为
民、爱民如子的高尚情怀。

好不容易解决了大旱灾和饮水问题，老
百姓的吃饭问题又横亘在柳宗元眼前。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当时
柳州城外有着大片的荒地，但瘴气弥漫、北
芒垒垒、荆棘遍地、蛇鼠横行，加上种植养殖
技术落后，老百姓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日
子。为了帮助解决老百姓的困难，柳宗元按
照当地的风俗，为柳州人民制定了教谕和禁
令，老百姓都顺从并信赖他。同时，他撸起

袖子、绑起裤腿，亲自提着镰刀、带锄下地，
身体力行带领老百姓开荒垦地、植树种粮种
菜，“老少相教语，莫违侯令”“凡令之期，民
勤趋之，无有后先，必以其时”是柳宗元深得
民心，带领群众披荆斩棘、破土开荒、干事创
业的真实写照。

不仅开荒挖井、发展生产，柳宗元还积
极在柳州践行“利安元元”的利民、安民理
念。“柳侯为州，不鄙夷其民，动以礼法。三
年，民各自矜奋。”在短短 4 年任职期间，柳
宗元还大力推行解放奴婢并禁止贩卖人口、
重修文庙传播儒学、兴办学堂鼓励教育、推
广医学破除迷信等新政，其辛勤付出深得百
姓爱戴，也被各州县竞相效仿。

在柳宗元的教化下，“文身百越”的柳州
焕然一新、欣欣向荣，呈现出“民业有经，公
无负租，流逋四归，乐生兴事，宅有新屋，步
有新船，池园洁修，猪牛鸭鸡，肥大蕃息”和

“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树以名木，柳民既
皆悦喜”的美好风貌。

如今，在柳州市西江路口的山岭上，一
尊高大壮观的柳宗元塑像坐落于此。清明

时节，微雨蒙蒙，驻足柳江之畔，远远望着，
只见他目视前方，广袖飘拂，让人思绪万
千。“公之懿德，百世崇扬。千二百年，柳人
不忘。”千年之前，柳州地处蛮荒，文化落后；
千年之后，柳州城市发达、山清水秀。我仿
佛回到1200多年前，来一场时空对话，也仿
佛隐约看到“山城过雨百花尽，榕叶满庭莺
乱啼”之时，柳刺史在城楼上忧国忧民、若有
所思的背影，看到“手种黄柑二百株，春来新
叶遍城隅”里柳宗元躬身践行，带领老百姓
种柑植柳、开荒拓野的忙碌身影。

柳州是柳宗元人生岁月最后四年停留
的地方，他把一切都留给了柳州，也留给了
九曲回肠的柳江……每一位柳州人心中都
有千言万语，道不尽对柳宗元的感激和敬
仰。

今朝的柳州，千年文脉和百年工业交相
辉映，百里柳江风景如画，江边垂柳蔚然成
行，夜景华灯流光溢彩，各具特色的新能源
汽车川流不息，螺蛳粉、水油堆、云片糕等特
色美食吸引着八方来客……

（韦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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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蚂拐。▲化装表演。

▲原生态表演。 ▲唱山歌。

壮 族 蚂 拐 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