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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钰文 韦喜梦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努力推动各民

族的大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推

动西部大开发、广西考察等场合，习近平总书

记都明确提出要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切实维护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的重要性。

同时，他也提倡加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

融，认为这是增进民族团结、推进中华民族共

同体建设的必由之路。大化粽粑节，承载着深

厚的文化底蕴，是民族交融与和谐共生的生动

实践。随着时代变迁，这一传统节日在保留传

统精髓的同时，也在不断融入新的元素，成为

连接过去与未来、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相互理解

和尊重的桥梁。

一、粽粑节的历史渊源

大化瑶族自治县粽粑节是春节期间壮、

汉、瑶、毛南、侗、布依等多个民族共同参与

的盛大节日。粽粑，是“粽子”的意思，粽粑

节，壮话称“散逢”，“散”在壮语中意为“食

尽”，“逢”则指“粽粑”，意指将过年时包

的、收到的粽粑全部吃完。据当地老人讲述，

粽粑节始于清代中晚期，至今有 100 多年历

史，每年农历正月初二开始，每村（或屯）轮

日举行，一直延续到正月十六，个别村屯还延

续到正月二十二，甚至二月二十五六才结束。

粽粑节，以大化镇为核心，壮族为主，向周边

扩散，分布区域遍布大化周边三个社区和27个

行政村，云南、广东、贵州也有涉及。

关于粽粑节的来源，当地流传着这样的传

说：

相传，大化上旗村里有位德高望重的壮族

老人，为人非常热情好客，老人家生有六个女

儿，无男丁，而这六个女儿又分别嫁到了六个

不同的村庄里。每年正月初二，女儿们都会带

着自己的孩子以及粽粑、猪肉等礼物回娘家探

亲过年。每次女儿回娘家，老人都会邀请亲朋

好友到家里来团聚。因为亲戚朋友众多，无法

顾及周全，便有人提议：往后从初二到初八，

六个女儿需要轮日回娘家拜年，并且由每个女

儿各自主持操守，邀请亲朋好友到家里欢聚。

这种庆祝方式得到村民的认可，纷纷效仿。随

着时间推移，这一传统逐渐演变成了一个盛大

的节日——粽粑节。在每年的农历正月初二，

壮、瑶等各族群众都会以村屯为单位齐聚一

堂，拿出自酿的米酒到当日主办村屯各自亲友

家，互相拜年，道贺祝福，而出嫁女则带儿女

拿着鸡、肉、酒、粽粑回娘家共同庆祝这一传

统节日。

大化社区定马屯有一个传说：正月初二，

新婚的年轻姑娘第一年回娘家，称为“新

担”。当天，新担的女婿必须在自家准备一对

大约20斤大粽粑和一只大公鸡，让媳妇拿回娘

家祭祖。如若媳妇有多个兄弟，新担的女婿则

需要多准备几对小粽粑和几斤腊肉送给兄弟

们。起初，新担女婿准备的那一对大粽粑是祭

祖结束后与媳妇的家人一起吃的，可是粽粑实

在太大，于是叫上亲戚朋友一起吃。但是亲戚

朋友家也有回娘家的女儿，同一天无法相互拜

访，于是大家就约定从正月初五到十八各家各

户定好日子，不可重复，这样大家都能欢聚在

一起。后来，因为女儿每年回娘家都会准备粽

粑，久而久之传承下来，就变成大化当地传统

节日——粽粑节。

上述传说中，无论是女儿们轮流回娘家拜

年，还是新婚姑娘首次回娘家的“新担”习

俗，都凸显了家庭团聚的重要性。这些传说体

现了家人之间深厚的亲情往来，以及通过节日

来加强这种联系的传统。

二、粽粑节的传统习俗与文化活动

粽粑节，随着时间流逝和节日演变，习俗

与内容不断丰富和发展，传统与现代交织，焕

发出无限的文化魅力。

（一）坚守传统的节日习俗

包粽粑：广西的粽子有三角粽、枕头粽、

牛角粽、羊角粽、凉棕、肉粽等。而大化瑶族

自治县壮族村民常做似枕头形状的大肉粽，俗

称“粽粑”，且以做“灰水粽”居多，粽粑的

制作材料主要为芭蕉叶、五花肉、糯米和绿豆

等。粽粑节除了大粽粑之外，还有驼背粽、黑

米粽等，各民族各展才艺，制作出形状各异、

风味独特的粽粑。

祭祖：粽粑节期间，由家中男主人分别在

祖宗神位、六畜养殖地放置三炷香，在供台中

间摆放一只鸡和猪肉，两侧则分别供奉一个主

粽和其他祭品，接着依次进行祭拜、倒酒、祈

福、烧纸钱等祭祖仪式，祈求新的一年人丁安

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社会和

谐稳定。仪式最后，请父母亲坐在神台两侧主

位，接受子孙们跪拜，与此同时，父母亲将准

备好的“利是”给孙子辈的孩子们，表示长辈

对后辈们的美好祝愿。

吃粽粑：祭祀仪式结束后，由大女儿扶着

父母亲 （或家中年纪最大的长者），坐于堂屋

中央的椅子之上，父母亲要亲手解开两个主

粽。随后，依据在座的长幼顺序，由大女儿进

行分粽，主粽中间最为精华的部分会特意留给

家中最为年长的老人，以彰显对长辈深深敬

意。接着，剩余的粽块则会逐一分给家中每一

位成员，这份食物不仅是对家人的关爱，更是

对家族传统和尊卑有序的尊重。每一位家庭成

员在接受这份食物时都需表现出足够的恭敬，

并且完整地将粽块吃完，以体现对家族传统的

珍视和传承。

做法事：法事是一个复杂而庄重的仪式，

它主要是为家中七十岁以上的高寿老人祈福而

设立，并非每年粽粑节都会进行，通常每隔十

年举办一次。整个法事由五个关键议程构成，

分别是“开筵”“符吏”“请圣”“补粮”和

“完筵”。在进行法事之前，道公会事先告知主

家准备米饭、猪头肉等必要的供品，并按特定

方式摆放妥当。一切准备就绪后，道公手持道

具，诵读经文，按照五个议程逐一进行。这一

过程中，道公不仅为老人驱邪，更为其祈求福

祉，让长者能够安康长寿。

（二）举办多彩的文化活动

唱山歌：山歌是粽粑节的重要活动之一，

节日期间，壮族、瑶族、毛南族等各族歌手们

聚集在一起，以山歌的形式表达对家乡的热爱

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些山歌旋律优美，歌

词富有诗意，是民族文化的瑰宝。通过山歌，

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促进民族间的交流交往

和交融。

跳竹竿舞：竹竿舞是一种富有节奏感和韵

律美的民族舞蹈，是粽粑节庆祝过程中必不可

少的活动项目。舞者们在竹竿的敲击声中翩翩

起舞，舞姿轻盈、飘逸，青年男女聚在一起跳

起竹竿舞，欢快的气氛流淌在节日上空。

跳扁担舞：扁担舞是壮族的传统舞蹈，

古称“舂堂舞”，也是粽粑节的重要表演项目

之一。通过用扁担击打凳子发出有节奏的敲

击声，舞者们则随着节拍跳跃起舞，祝贺新

年，歌颂太平盛世，展现民族活力和劳动创

造力。

打铜鼓：打铜鼓是壮族民众在特定场合

下，通过敲击、演奏铜鼓，以表达情感、祈求

丰收、庆祝节日等目的的一种民俗行为，也是

粽粑节的重要民俗活动之一。它承载着丰富的

历史信息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体现壮族人民对

自然的敬畏与崇拜，铜鼓的声音被视为能与天

地沟通的神圣之音。

品美食：粽粑节期间，也是一个品尝当地

美食的好机会。除了美味的粽粑之外，还可品

尝到黄金粥 （玉米粥）、红水河鱼、油茶等当

地特色美食。

另外，随着时代的发展，打篮球、文艺演

出、民俗表演等一些现代文娱活动也融入了节

日之中，活动内容不断丰富和发展。

三、粽粑节民族交融的社会功能

大化瑶族自治县粽粑节作为当地特有的民

族传统节日，不仅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更

在促进民族交流交往交融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

（一）增强民族认同感与归属感

粽粑节作为大化瑶族自治县各民族共同庆

祝的节日，通过包粽粑、吃粽粑、唱山歌、跳

竹竿舞一系列传统活动，展现壮、汉、瑶、毛

南、侗、布依等各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这些

活动不仅让参与者深刻感受到自己民族文化的

深厚底蕴，也让他们在与其他民族的互动中，

认识到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共通性。这种文

化上的交流与融合，有助于增强各民族之间的

认同感与归属感，促进民族间的和谐共处。

（二）促进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

粽粑节作为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通

过节日庆典的形式，代代相传。在传承过程

中，各民族也根据时代需求和实际情况，不断

创新和发展传统文化。例如，在粽粑制作上，

不同民族可能会采用不同的食材和工艺，形成

各具特色的风味；在文化活动上，各民族也会

将自己的民族元素融入其中，创造出新的艺术

形式。这种传承与创新的过程，不仅丰富了民

族文化内涵，也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

合。

（三）加强民族间的交流与合作

粽粑节期间，大化瑶族自治县各民族的群

众都会以村屯为单位齐聚一堂，共同庆祝这一

传统节日。这种大规模的集体活动为各民族之

间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平台，通过节日

活动结识新朋友、拓展朋友圈，他们相互学

习、相互借鉴，共同探讨如何更好地传承和发

展民族文化。

（四）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发展

粽粑节作为大化瑶族自治县民族团结进步

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推动大化瑶族自治

县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借

助春节期间这一重要的传统节日，大化瑶族自

治县可以进一步加强各族群众之间的交往交流

交融，增进各民族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同时，

也可以利用这一契机，积极开展民族团结进步

宣传教育活动，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民族

观和国家观，共同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四、粽粑节的传承与发展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和互联网冲击，人

们参与粽粑节等传统节日的积极性和热情逐渐

降低，尤其是年青一代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了

解逐渐减少，导致粽粑节等传统节日的文化传

承面临断层，一些传统的制作工艺和习俗逐渐

被遗忘，使得节日的文化内涵逐渐淡化。面对

诸多挑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持续推

动粽粑节在现代社会中传承与发展。

（一）维持区域生态的和谐统一

大化瑶族自治县拥有丰富的水资源和温暖

湿润的气候条件，这里长期种植稻米、糯米。

《“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明确

强调要“加强区域性整体保护”，要维持和推

动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的和谐统一。传承和保

护粽粑节，要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

尊重其传统习俗和仪式，确保区域性文化生态

和自然生态的整体和谐，实现保护与开发的并

行不悖，确保合理利用的有序性和可持续性，

将粽粑节文化与现代生活相融合，推动其活态

传承，使之焕发新的活力和生命力。

（二） 形成政府、社会、个人共同参与的

传承发展格局

粽粑节的传承和保护是一项综合性、整体

性、系统性的工程，需从多个方面着手，形成

政府、社会、个人共同参与的传承保护格局，

共同推动这一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

第一，建议县政府针对粽粑节的特殊性和

保护需求，制定专项的保护方案，并加大执法

力度，对违反非遗保护条例、破坏粽粑节的行

为以及侵犯代表性传承人、传承基地的行为，

应依法进行严厉制裁，确保粽粑节在文化传承

方面有法可依，相关的知识产权能够得到有效

保护。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对粽粑节的传承

和发展给予政策扶持。通过设立粽粑节保护专

项资金，为传承人提供生活补贴和项目资助，

支持其保护和抢救工作。政府提供文化传承固

定场所，如民族教室、民族广场等，便于粽粑

节传承人开展传承活动等。

第二，非遗中心、文化馆统筹做好粽粑节

的传承保护工作，利用高清摄像机、无人机等

先进技术设备，记录粽粑节相关习俗和节日活

动，建立包括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

形式的档案材料。此外，可开设粽粑节数字博

物馆或注册微信公众号、抖音、哔哩哔哩等平

台账号，推出系列数字宣传，扩大影响面，增

强公众对粽粑节的认知和理解。

第三，鼓励社会积极参与，如大化古道花

园休闲山庄等社会机构和企业，结合自身优势

组织主题实践活动、开发粽粑节衍生产品等；

中小学可编制创意性的粽粑节绘本、图册，将

之融入校本教材，举办粽粑节为主题的校园文

化活动等等。通过举办包粽粑、抢粽粑、吃粽

粑等多彩多样文化活动，吸引群众，扩大其社

会影响力。

（三）整合优质资源，塑造文化品牌

可将粽粑节文化元素融入当地特色产品如

壮瑶大席、瑶家羊酱、红水河鱼扣、养生火麻

糕，开发制作出具有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的粽

粑文创产品，如口味各异的粽粑糕点、融入民

族元素的粽粑礼盒、迎合儿童心理的玩具粽粑

等各种类型的粽粑文创产品。通过制作销售这

些产品，不仅能够增加当地的收入，还能够将

粽粑节文化传播得更远。大化瑶族自治县非遗

资源丰富，有传统音乐类 《布努瑶敬酒歌》

《布努瑶迎客歌》《布努瑶笑酒歌》等，有民俗

类 《祭祀红水河仪式》、《岩滩山歌碰蛋节》

等，可以结合各类非遗代表性项目，打造一系

列特色主题活动，比如粽粑射弩、粽粑投壶、

粽粑酒歌、粽粑碰蛋等，融入七百弄、红水河

百里画廊等旅游景区，吸引年轻人的关注和参

与，提升兴趣点和活跃度。

（四）依托新融媒体，促进传承传播

粽粑节的传播应紧跟时代潮流，积极利用

新媒体手段，文化机构、保护单位应积极开通

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短视频账号等，以短视

频、动画等多样化的形式，生动呈现粽粑节文

化。同时，鼓励一些社会公众在新媒体平台传

播粽粑节知识、习俗、文化活动，让更多的人

成为粽粑节的传播者。

（五）融入国民教育，促进继承发展

可以通过融合传统元素与现代审美，精心

打造与粽粑节相关的创新课程，组织丰富多彩

的主题活动，如设置“身临其境”沉浸式课

程，将“粽粑节”的传说、故事以漫画、动画

或微电影等形式展现出来，学生能够借助VR
技术或多维度空间更加直观地感受粽粑节文化

的魅力。

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粽粑节在民族交融的

视域下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作为当地重要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不仅是民族文化展示的

重要窗口和民族团结的桥梁，更是推动民族发

展的重要平台。这一节日，以其独特的文化内

涵和丰富的庆祝形式，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多

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以及各民族对美好生活的

共同向往和不懈追求。通过为其注入新的活

力，我们可以更好地传承与发展这一少数民族

优秀文化节日，让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焕发出

更加绚丽的光彩。

（作者：陈钰文 广西外国语学院文学院副

研究馆员，硕士研究生；韦喜梦，大化瑶族自

治县第三中学语文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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