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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鸿都在传习室向群众讲解霜降节历史。

天等县向都镇中和社区居民潘鸿都，热爱
传统文化，致力于传承和保护世界非遗项目
——壮族霜降节,熟练掌握壮族霜降节知识和
核心技艺，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
才，在壮族霜降节传承保护和开发利用工作上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向都古称向武州，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
厚。潘鸿都生在向都、长在向都，从小对壮族
霜降节活动形式及内容耳濡目染。在儿时的记
忆里，霜降节就是一场热闹、喜庆、欢乐的盛
会。霜降节活动分为头降、中降、尾降三个阶
段，为期 9 天 9 夜，既有祭祀祈福、舞龙舞狮
表演、山歌对唱，又有商贸往来、探亲访友、
文体比赛等内容，活动吸引十里八乡的群众参
与，民族风情浓郁，热闹非凡。通常，霜降节
临近，远方的客人便会提前一些时日抵达向
都，白天还没有活动的时候，便到亲戚家帮忙
做一些短工，一到晚上则相约对歌，霜降节前
的氛围就很浓厚。此时街上锣鼓喧天，人们往
来穿梭，熙熙攘攘。那热闹非凡的巡游队伍、
充满韵味的民俗表演以及弥漫在空气中的特色
美食香气，构成了他对家乡文化最初的、也是
最深刻的印象。

10 岁那年，潘鸿都跟随师父黄高明 （上
一届壮族霜降节传承人）习武，并担任了舞龙
舞狮表演活动的重要角儿，于是就有了亲身参
与到霜降节具体活动的机会，自此与霜降节结
下了不解之缘。黄高明师父耳提面命，言传身
教，让潘鸿都对霜降节知识内涵有了更深入的
了解。他不仅懂得了霜降节从宋时的交友探

亲、对歌看戏，到明时融入纪念民族女英雄瓦
氏夫人，再到清代的祭祀祈福、庆祝丰收等历
史由来以及融合演变过程，还熟悉掌握现今霜
降节活动的各个环节、各个流程。

潘鸿都意识到，霜降节不仅仅是一个节
日，更是凝聚着民族精神、承载着历史记忆的
文化瑰宝。潘鸿都曾因生计在外工作 20 余
年，2014 年壮族霜降节入选了国家级非遗项
目名录，这让黄高明欣喜若狂，他打电话给潘
鸿都报喜，同时道出了自己的心愿和隐忧：无
论如何，一定要把壮族霜降节文化传承下去。

听了师父一席话，潘鸿都毅然决定放弃在外的
高薪工作和良好的发展环境，返回家乡，接过
师父传来的接力棒。

这些年来，潘鸿都谨记师父黄高明的托
咐，致力于传承和保护壮族霜降节。在每年的
霜降节活动中，他都是亲力亲为，积极发动、
组织壮族霜降节各项活动。他努力将优秀的文
化传统原汁原味地传承保留下来，同时坚持与
时俱进、创新发展。例如近几年，他为霜降节
增加了壮族打榔舞、板鞋、抛绣球等民族体育
赛事，激发了更多群众参与的热情；融入移风

易俗、乡风文明、孝老爱亲、邻里团结、守望
相助等主题内容，丰富霜降节文化内涵，让非
遗与现代社会生活融合共生。他每年组织2至
3次壮族霜降节传承保护工作座谈会，平时他
则组织徒弟收集壮族霜降节起源发展的有关文
字、实物史料，为霜降节传承提供了可信的证
据和依据；积极深入社区、学校宣讲壮族霜降
节的历史渊源、传承故事；带头创建向武州诗
书联社，组建起霜降节文化传承团队。

潘鸿都还与社区长辈、积极参与公益活动
的年轻人探讨协商，并执笔拟写捐资倡议书，
组织当地群众并带头捐款，重新修缮扩建了祈
福寺庙，在寺庙前建设了文化舞台和活动广
场。此外，潘鸿都还充分发挥自己作为市人大
代表的优势，积极推进向都“霜降节特色小
镇”项目规划与立项、向都“武术之乡”的创
建、传统戏剧曲目《长奶夫人歌剧》《红毛与
玉音》的创作和霜降节非遗文创产品的开发等
工作。2020 年他被评为崇左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壮族霜降节代表性传承人；2021 年被
评为广西第七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代表性传承人；2022 年被聘为广西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发展协会理事。

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壮族霜降节走出天
等，走向全国，走向了更加广阔的舞台。
2016 年，壮族霜降节作为二十四节气扩展项
目之一，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天等县一张闪亮
的文化名片。

(黄城松 黄胜安/文、图)

承壮族霜降风采 续百年民俗盛章
——记壮族霜降节代表性传承人潘鸿都

“嫁郎”是瑶族流传至今的古老婚俗，指的
是男方到女方家落户，婚后共同承担家庭责任，
夫妻地位平等，这被视为尊敬老人和顾及民族兴
衰的千年美德。在荔浦市蒲芦瑶族乡的青年瑶族
同胞中，依然传承沿袭。

一场瑶族婚礼要盛大举行，先要从筹备迎接
新郎开始。

婚礼当天一大早，村口唢呐声声、锣鼓喧
天，花伞遮挡下的新郎，在浩浩荡荡迎亲队伍
簇拥下，沿着崭新地毯前往“婆家”。新郎要跨
进“婆家”喜庆的婚礼拱门，进到小院，此刻
洗脸盆正冒着热气，鲜艳的洗脸巾、新皮鞋红
袜子，依次摆放，新娘的亲戚会躬下身子，手
脚麻利地浸湿并扭干洗脸巾，为新郎洗脸，随
后为新郎净脚，换上女方准备好的新鞋，让新
郎及来客去寒气，并为其接风洗尘。

瑶族“嫁郎”拜堂仪式喜庆而隆重。堂中灯
烛通明，热烈喜庆的婚联，新郎新娘穿着盛装，
亲朋满堂。德高望重的族长在主持拜堂成亲仪式
时，以神堂方位定好了拜堂席座次，有神堂方为
亲方坐位，神堂下侧边为族长。唢呐停，锣鼓
静，族长首先引新郎新娘拜家神和天地，接着新

郎新娘喝交杯酒，再给父母喝领拜酒，族长祝酒
词中浸润着对新郎新娘的教育期望。

拜祖先10次后，锣鼓起，唢呐响，新人便入
洞房，亲朋好友步入宴席，瑶山水酒满上，时令
香蔬摆满台桌，场面热闹。

据屯里老人介绍，随着时代变迁，社会发
展，以及现代婚姻文化影响，瑶族婚庆“嫁
郎”婚礼在程序上简化了许多，掌握瑶族婚俗
流程的人也越来越少，但新郎上门入赘的“嫁
郎”婚俗并未消失。不久前成婚的新娘张凯在
深圳做中草药生意，新郎冯元宝则是相隔不远
的下龙村龙塘屯人，在深圳市搬家公司做货拉
拉，两人自由相恋。经过筹备，张凯按瑶族婚
俗“迎娶”冯元宝。

瑶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古老民族，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古老、神秘的瑶族
婚俗文化。瑶族婚庆设宴一般三天，主要有挂红、
踏门、接亲、洗脚、换鞋、洗脸、拜堂等仪式，
婚礼当晚宴席上，新郎新娘要挨个敬酒，场面热
闹而隆重。当下许多瑶族青年仍按照瑶族婚俗完
成婚姻大事，让更多人体验和感受到了传统文化
的魅力。 (周俊远 黄炎宝/文、图)

2月15日，融水苗族自治县梦呜苗寨举办“村T”民族服饰秀，喜爱民族服饰的各族群
众展示了70多套苗、瑶、侗等民族服饰，彰显出当地民族服饰文化的独特魅力，吸引众多
市民和游客驻足观赏。图为演员们展示苗族服饰。 (龙 涛 摄影报道)

荔浦：传承瑶族婚俗“嫁郎”

融水：苗寨“村T”秀风采

2月17日， 蒙山县夏宜民族学校开学上课，瑶绣社团兴趣班学生在老师指导下
学习瑶族刺绣技艺。绣娘手把手教瑶族小姑娘们拿针、执针、拉线等基础技艺。通过
学习瑶绣技艺，学生们得以不断传承发扬瑶族优秀传统文化。图为绣娘在指导学生学
习瑶绣技艺。 (江永录 黄小玲 摄影报道)

蒙山：学习瑶绣传承民族文化

▲新娘亲戚为新郎洗脚、换鞋、洗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