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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基金特约刊登上海文艺评论

农历

二月初二

苗族祭鼓节，是苗族同胞的一种祭祀活动，流传于县内

宣威镇卡乌村、凯里舟溪情郎一带，至今已有 150 多年的历史。

苗族人民把铜鼓当成一种神器，祭鼓节每年两次，各持续3天，

参加人数上万人。该节是对耕作节气的把握，不仅是农耕文

明的体现，还丰富了千年铜鼓文化的内涵。

四十八寨歌节是黔湘边区人民

群众业余文化生活的缩影，是侗族、

苗族人民群众集会玩山、唱歌、交友、恋爱的民族节日。

这里的人民会讲苗语、侗语、酸汤语、汉语四种语言，是

世界上语言最丰富的村寨。四十八寨歌节，包括 13 个歌场，

每个歌场每年赶一次，从农历三月开始到九月结束。

农历

二月初二

农历

二月、九月

谷雨节在侗语中叫“渐苟嫩堕拉”，意为“吃乌米、

播稻种”，是对农作时令的提示和黄牛耕田劳作的尊重以

及对爱情的独特表达，是侗族群众在千百年的生息繁衍中

对传统农耕文化与婚恋习俗的寓意体现，流传于黎平肇兴、

龙额、地坪等南侗地区。谷雨这天，肇兴家家户户都要做

乌米饭。按照当地传统习俗，谷雨这天，肇兴侗寨将上演

的节目有演唱侗族大歌、吃乌米饭、丢卣卣、打花脸等活动，

整个肇兴侗寨成了“狂欢夜”，变成了“花脸”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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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是寨头苗族人的传统节日。这天，

寨头的苗族群众就纷纷来到也雾山脚下的纳佬桥，

举行盛大的禳桥接龙活动。禳桥过程非常繁复，摆

放祭品、烧香化纸、作揖磕头……整个仪式大概需

要两三个小时方才结束。节日要一直延续 3 至 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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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初一

茅 人 节， 是 两

汪乡空申、空烈等

地超短裙苗族古老

的 情 人 节。 相 传，

短裙苗族古时有同

寨男女不通婚的习

俗，姑娘都要远嫁

他乡，许多青梅竹

马的同寨青年男女

不得不劳燕分飞。

远嫁的姑娘用茅草

扎成高低大小不等

的“茅人”把插于

最高的山顶上，以表思念。如今，同寨的苗族男女可以通

婚了，但这一古老的恋爱习俗却沿袭下来。节日期间，寨

子里成年男女皆可结伴上坡游玩、对歌、扎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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