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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努楼。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文化

▲郦久郦杰景区开展音乐美食节活动。

近年来，南丹积极探索文化产业与乡村振
兴融合发展之路，通过非遗活态传承、文旅深度
融合、加强文化建设等举措，让古老的文化基因
在新时代焕发出蓬勃生命力，绘就了一幅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的乡村振兴新画卷。

非遗传承，激活乡村文化生命力

南丹是多民族聚居地，拥有国家级非遗项
目 4个、自治区级非遗项目 22个。为守护这些
文化瑰宝，该县采取“传承人+工坊+学校”模
式，推动非遗传承。

在八圩瑶族乡，凤珍蓝靛染布非遗工坊里
一片忙碌，当地村民在瑶族服饰自治区级代表
性传承人黎凤珍的指导下，学习白裤瑶民族服
饰制作技艺。工坊不仅传承了非遗技艺，还带
动200余名村民参与，人均月收入3000元以上，
实现了非遗传承与群众增收的双赢目标。2022
年，南丹县凤珍蓝靛染布非遗工坊的《瑶族蓝
染：为小康生活添彩增色》入选全国非遗工坊典
型案例。

在里湖瑶族乡王尚小学，学生每天利用课
外活动时间系统学习打铜鼓、刺绣等10余项非
遗技艺；吾隘镇中心小学、八圩瑶族乡初级中学
等学校邀请非遗传承人进校园传授蚂虫另舞、狼
兵拳等。各学校充分利用传统节日开展非遗展
示展演活动，让非遗文化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
芽。

南丹积极推进“非遗文化+旅游”模式，举办
白裤瑶年街节、蚂虫另节、敬牛节、三月三狼兵巡

游展演、演武节等各类独具民族特色的节庆活
动，实现非遗传承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

文旅融合，点燃乡村发展新引擎

“千家瑶寨·万户瑶乡”创新打造“易地搬
迁+旅游开发+乡村振兴”南丹模式，实施“景区
带村”旅游精准扶贫项目，采取“公司+基地+农
户”等模式，挂牌成立 3家旅游扶贫车间，直接
带动 3000余名移民群众实现增收目标。全县
旅游带动脱贫群众就业约1.2万人。

广西正鑫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以
油茶为主导产业的企业，投资 4.9亿元，种植油
茶4.2万亩。企业围绕“种、养、加、食、游、动”全
产业链要素，依托生态康养、山水画廊、田园花
海、绿色工厂4张名片，3年来建成国家4A级旅
游景区 2个，不断推动“油”经济向“游”经济转
变，实现了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在芒场
镇郦久郦杰土司文化旅游景区，壮族土司文化
与音乐元素巧妙融合，打造“音乐村落”概念。
游客在这里不仅能欣赏到古老的土司建筑、雕
塑，还能聆听壮族民歌，感受“无处不音乐”的文
化氛围。景区以文化为核心，带动周边乡村旅
游发展，促进村民增收。

南丹成功创建绿稻花海、歌娅思谷、红土丹
山田园综合体，以蛮降农耕文化园、巴平花海、
巴平梯田、郦久郦杰·土司文化城、歌娅思谷、瑶
望天下、丹炉山、扬州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景区
为载体，开发农耕体验、休闲养生、民俗风情、遗
址古迹、红色教育等乡村旅游发展新模式、新业
态。

文化铸魂，涵养乡村文明新风尚

南丹加强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建有乡
镇（街道）综合文化站11家、农家书屋128家、网
络图书馆 34个，村（社区）级公共服务中心 139
个，实现了村级公共服务中心建设全覆盖。每
年各级宣传文化单位组成文艺小分队、文化工
作队，赴各乡镇、村（社区）、学校、工矿企业开展
文艺演出、电影放映、赠送图书、文艺培训等活
动，丰富乡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南丹积极推动实施乡村风貌提升三年行
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不断补齐乡村

风貌、乡村道路、农村厕所、垃圾处理、污水治
理、村屯照明等基础设施短板。2021年度获评

“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以文化引领乡风
文明建设，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村规民
约、家风家训，推动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
朴民风。2020年荣获“自治区文明城市”称号。

南丹建立清廉示范村3个，其中芒场镇巴平
村获评全区清廉示范村。在朵努社区、幸福社区
等成功推广“积分制”“清单制”等治理模式，朵努
社区“五治融合”治理模式获得国家发展改革委
的全国推广。 (罗丹荣 韦艳桃/文、图)

南丹：文化赋能绘就和美乡村新画卷

田东县作登瑶族乡是壮、瑶、汉、侗、苗
等多民族聚居地，拥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
梅林村布努瑶金锣古寨叫桑屯的传统民居“布
努楼”，作为该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木构建筑，
是田东县布努瑶的传统建筑之一。

布努楼以纯木质结构为特色，巧妙利用山
势水形建造。其“人”字坡屋顶搭配木墙青
瓦，选材简洁而工艺精湛。建筑选址遵循传统
理念，以“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
武”为理想格局。为保障建筑稳固性，地基处
理要求所有柱石平面严格处于同一水平，木工
工艺强调线条平直与卯榫精密。

建筑规模按柱数分为 28柱、20柱、9柱 3
种规格，单体面积约 100平方米。采用 3层 3
开间布局：底层饲养牲畜，中层为生活空间
（含双客厅、四卧室、中堂及厨房），顶层用于
储存粮食。独特的六面通风设计贯穿整栋楼。
走廊栏杆以10厘米圆木制成，高0.9-1米，既
保证安全又显开阔。墙体材料多为竹蔑、野藤

捆扎木骨，外敷毛楠竹片；石阶级数取 3、
5、7、9等阳数，体现吉庆寓意。屋顶坡度随
时代演变：早期茅草房为 1:1，现代青瓦房调
整为 1:2。整栋建筑严格遵循鲁班尺“贵人、
官禄、天财”等吉数规制，所有尺寸数据均凭
木匠记忆完成，展现了高超的无图纸建造技
艺。

布努楼的建造堪称瑶族生活中的盛事。从
备料到落成需经历备料、梁柱加工、排扇组
装、竖柱等阶段。竖柱仪式尤为隆重：择黄道
吉日，祭梁杀鸡，全村协作完成木架搭建，同
时燃放鞭炮庆贺，亲友赠礼。竣工后，富裕人
家会在屋檐雕刻龙凤图案，屋顶装饰飞檐翘
角，既提升建筑美感，又象征家族繁荣。

作为布努瑶文化的物质载体，布努楼不仅
承载着独特的居住智慧，更通过建造习俗、空
间布局等传递着民族信仰与生态理念，成为研
究南岭地区瑶族建筑文化的重要样本。

(韦生发/文、图)

布努楼：瑶族同胞的
居住智慧与建造艺术

“有腊肉，还有腊猪脚，真是太满足
了！”无论是在西林县马蚌镇的家庭宴会
上，还是朋友宴会上，人们一看到餐桌上
的腊肉、腊猪脚，都会发出这样的感叹。
西林县西部的马蚌人，历来就有腌制腊肉
的习惯。以前，马蚌交通比较闭塞，物质
也比较匮乏，尤其是肉类。他们过年才杀
上一头猪，或是几家拼合杀一头猪，那时
没有冰箱，宰杀出来的猪肉一时吃不完，
也舍不得几天就把肉吃完。于是，他们就
采用腌制烟熏的办法来保存，逢年过节或
是家里来贵客才拿出来食用。虽然现在家
家都配备了冰箱，但是他们的味蕾依然被
腊肉的香味深深吸引，每年腊月依旧喜欢
腌制腊肉。

腌制猪腊肉不但要讲究方法，还要注
重注细节。所要腌制的猪肉先切成条块
状，必须完全冷却后，再用花椒盐均匀涂
抹，猪脚更要仔细，要抹了再抹，然后取
来大盆或是大坛子，把猪脚置底，再放其
他肉，捂上三五天，然后取出挂晒，待滴
干水分后，才能生火熏烤。烟熏腊肉一定
要把握好火候，火候得适中，控制在半燃
半熄状态，用腾起的火烟慢慢熏烤，火太
小，腊肉就难干，火太大，腊肉就外干里
稀，口感不佳。一般熏烤的时间在 20天左
右，猪脚熏烤的时间可以延后一个星期。
熏烤好的腊肉，肥的晶莹透亮，瘦的鲜
红。这样熏烤出来的腊肉不但保存的时间
长，而且味道醇厚鲜美，可炒，可煮，可
蒸，可炖，怎样做都非常爽口，是赠送亲
戚朋友的佳品。

很多外出打工的马蚌人，每年腊月都
会提前回家，制作腊肉。他们每年出门打
工都要带去好些腊肉，一些赠送好友，大
部分留自己食用。他们风趣地说，一周吃
不上两顿腊肉就感到心不安。这是他们寄
托乡思的一种方式。

在马蚌人的家庭菜谱里，还是大家宴
席上，都有一道别具特色且不可或缺的地
标菜肴——夯菜。此菜为素菜，爽口开
胃，很受欢迎。马蚌人经常说：“吃饭有
夯菜，不要肉也饱。”马蚌人喜欢大鱼大
肉，也喜欢清淡的菜肴。夯菜的品种多
样，有夯小油菜，有夯野芭蕉芯，有夯

瓜，有夯豆角等等。在马蚌人的眼里和日
常生活中，样样青菜皆可夯。夯菜最出名
的就是夯小油菜苔，马蚌人叫它“别消
论”，此为“河水煮河鱼”的翻版。马蚌
人在小油菜出苔时，经常择来菜苔，洗净
掰成长节，与水酸菜一起冷水入锅煮，煮
的时间越久越好。此夯菜为黄色，酸甜爽
脆，特别下饭。外来客人初次看到这道夯
菜，都是不屑一顾，可吃完都赞不绝口，
从此便念念不忘。以前，在西林只有马蚌
和古障的人吃，现在几乎所有西林人都喜
欢上它，还有毗邻的贵州、云南人以及外
省钓鱼爱好者也喜欢上了这夯菜。可是这
道菜的灵魂就离不开地地道道的马蚌水酸
菜。

在秋冬季节里，马蚌人经常择块好地
播种小油菜。等到小油菜开始出苔，他们
就把它们割下来，放在簸箕堆放晾上两三
天，待菜叶有些发黄，就清洗干净，滤干
水分，然后砍成细段，与适量的熟玉米面
拌匀，置于坛子里密封，一个星期左右就
可食用。这就是马蚌人世世代代祖传的腌
制水酸菜。净炒水酸菜好吃，水酸菜凉拌
折耳根爽口，水酸菜煮鱼汤鲜味美，水酸
菜炒禽下水开胃，水酸菜夯其它青菜令人
垂涎三尺……水酸菜不宜久存，马蚌人就
把它晒干，以备以后做夯菜或他用。

马蚌人勤劳，为了不耽误农活，出工
喜欢带上晌午饭。可是他们的晌午下饭菜
很是简单，不是土制的豆腐乳，就是豆
豉。马蚌人自制的豆腐乳很简单，不加太
多配料，他们只是把豆腐切成小块置于松
针或是稻草之中，待至发酵长毛，便用干
净的筷子夹，先蘸一下低度的酒水，再滚
上一层花椒盐，然后入瓶或小坛子密封保
存，一般一个月之后可以食用。吃的时候
配上几颗青辣椒，更是下饭。豆豉制作虽
然有些麻烦，但是马蚌人都不厌其烦。先
把黄豆煮透煮干，在用薄膜捂至发酵长
毛，然后与盐、辣椒面、陈皮等香料拌
匀，置于瓶子或坛子保存即可。豆豉是马
蚌人做米粉和许多凉拌菜不可或缺的作料
之一，单独食用也很下饭。人们尝过之
后，纷纷感叹，马蚌美食香万家。

（农春和）

马蚌美食香万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