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仫佬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一个山地民族。他们自称“伶”、

“谨”。壮族称之为“布谨”，汉族称之为“姆佬”。建国

后统称仫佬族。绝大多数居住在广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其

余散居在忻城、宜山、柳城、都安、环江、河池等县境内，

与壮、汉、瑶、苗、侗、毛南、水等族杂居。根据2000年第

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仫佬族人口数为207352。仫佬族使

用的仫佬语与毛难语、侗语、水语相近。大多数人兼通汉语

，部分人还会说壮语。通用汉字。 历史：来源

：www.examda.com仫佬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历史悠久的民

族之一。1958年在柳江县新兴农场通天岩发掘的旧石器时代

晚期的“柳江人”化石，考古学家、人类学家考定，距今约5

万年，具有南方蒙古利亚人种的特征，与今广西境内的百越

族群后裔诸民族的体质特征相近。仫佬族先民属于先秦时期

百越族群中骆越里的一支。魏晋、隋唐时期为“僚”中的一

支。宋元时期为“伶”中的一支。仫佬族的名称，始于何时

？最早见于明代李宗著《黔记》一书所记“佬苗”。苗族是

历史悠久、知名度很高的南方民族，古人往往统称南方少数

民族为“苗”，李宗也把仫佬先民当作苗族的一支而记载为

“佬苗”。明清以来，相继以“穆佬”、“木老”、“木佬

”、“姆佬”、“木老苗”、“伶”、“伶僚”等名称记载

于文献之中。1956年国务院批准定名为仫佬族。罗城县是由

罗城、天河二县于1952年8月1日合并而成。天河县始置于唐



太宗贞观四年（630年），县治在今四把乡旧县屯；明神宗万

历十九年（1591年）迁今天河镇。罗城县始置于宋太祖开宝

五年（972年），分融水、武阳二县地置罗城县，县治在今东

门镇。1983年8月30日，国务院批准设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宗

教信仰 仫佬族没有统一的宗教，由其先民的自然崇拜，发展

到信仰多神。过去仫佬族地区佛寺众多，即信佛教，又信道

教。在道教之中又分茅山教和梅山教两种。仫佬族信仰多神

，十分复杂，有家神和外神两种，这是仫佬族地区科学技术

没有完全普及的缘故，人们过去对自然界许多现象，对人自

身的生老病死现象迷惑不解，于是把美好、善良的愿望寄托

于鬼神的意志。如今仫佬族地区信教的群众已经很少了。 风

俗习惯来源：www.examda.com 仫佬族住的多是泥墙瓦顶平房

，屋内有专烧煤的地炉。以稻米、玉米、薯类为主食，忌食

猫、蛇肉。衣服尚青色。至清代，仫佬族妇女仍穿统裙，今

已穿大襟衣、长裤，梳辫结髻，饰以耳环、手镯、戒指。男

着对襟唐装。 过去，婚姻多为家长包办，少数在“走坡”中

恋爱成亲的，亦须经家长同意。盛行早婚，有婚后女方在一

段时间内“不落夫家”的习俗，生育后始居夫家。与壮族、

汉族通婚ā?。婚仪繁杂，耗费颇大。也有入赘的。丧葬仪式

隆重，墓葬信风水龙脉。仫佬族青年男女历来实行自由恋爱

，除节日、集会和赶集时的交往相识之外，主要的恋爱方式

就是在“走坡”中传歌互答交友。“走坡”的季节是阳春三

月和八月金秋，年轻人身穿盛装，男女各自结伴，到集市上

寻找对歌的伙伴。找到满意的对手后，就邀到风景美丽的山

坡草坪上开始对唱，以歌为媒，一问一答，相互满意，互赠

信物。最后托媒人通报家长，确定婚期成亲。媒人先由男方



拜托，女方家若同意，就把女儿的生辰八字交给媒人转递男

方。男方父母收到女方八字后，认为与儿子的八字相合，这

门亲事基本大功告成。接亲方式各地略有差别，最有趣的是

“送嫁十姊妹”。新娘过门前一个月，同村寨的同辈姑娘自

愿组成十人傧相，到未婚新娘家做姐妹，与新娘日夜相伴，

帮她做新鞋，缝嫁衣，备妆奁。成亲的那天，十姐妹与新娘

打扮得一模一样，穿相同的“情人鞋”、“送嫁衣”，撑同

样的“姐妹伞”，剪同样的发型，扎同样的辫子，甚至连举

止姿态都相近相似。若非亲友，真不知谁是新娘，谁是傧相

。到了新郎家，十一个姑娘一起登堂入室，热闹非常。接亲

的当天，许多地方都有设“歌卡”的习俗。男方一行人到女

方村寨接亲时，要唱答盘问方能通过“歌卡”进入新娘家。

同样，女方送亲队伍到男家村寨也得答出问歌才能进新郎的

家门。有时从早一直唱到晚，围观看热闹的人挤得水泄不通

。最后若答不上来，那就自 问自答，或由家长出面唱“和解

歌”，宣告“栏门歌”结束。在长时间的对歌中，主人要供

应好吃好喝给客人，以保证对歌时精力旺盛，情绪饱满。新

娘进屋后，许多地方要“闹歌堂”，即在洞房内外摆擂台赛

歌，男女唱答。高潮时，喝彩声、欢笑声响成一片，成了青

年人显露才华的极好场所。 添子报喜 生孩子被仫佬族百姓当

作大喜事。新嫁娘一怀孕就要向母亲报喜，未来的外婆立即

动手给将出世的孩子绣背带，以备将来背孩子用。孩子一出

生，亲家便派人到外婆家报喜。外婆便挑着早已准备好的礼

品前去贺喜。礼物有鸡（生男孩送母鸡，生女孩送公鸡），

绣花背带、花布、甜米酒、红糖、鸡蛋等。外婆在女婿家住

满三日，与接生婆、亲家母吃完喜餐后才返回自家。产妇坐



月子期间倍受照顾，独居卧室，单独吃富有营养的食品，还

要举行喝姜酒仪式。满月后，母亲撑着伞背着孩子到田间转

悠，谓“游田峒”。背孩子的背带里还塞有书本，预祝孩子

长大后勤劳好学，才智超群。尔后，背孩子到集市上去买葱

买蒜，期望孩子长大后聪明能干，能说会算。最后，母亲背

孩子到外婆家与外婆、舅舅、舅妈等“见面”。过去是只给

男孩子做满月，现在实行计划生育，许多人家也给女孩做满

月，众亲戚还送孩子很多食物、衣服和首饰。服装特色来源

：www.examda.com仫佬族崇尚青色，多着青色服饰，其服饰

素雅大方，一般只在衣袖、裤脚上用小条的刺绣点缀。清朝

时仫佬族妇女还普遍穿筒裙，而现在多穿大襟衣和长裤，男

子服饰则一律是对襟短衣。仫佬族穿着中最有特点的是妇女

穿的尖头鞋，鞋面绣有花纹，精工细作，非常漂亮；青年男

子喜欢戴一种形状像碗的帽子，当地人称之为“碗帽”。如

今仫佬族服饰已与汉族类同，只有特殊场合才穿民族服装。 

节日仫佬族的节日文化丰富多彩，有三月三的婆王节(又称花

婆节)、四月八的牛神节、五月初五的端午节、八月十五的中

秋节(也叫走坡节)，最具特色的是三年一大庆、一年一小庆

的“依饭节”。传说古时候，仫佬山乡经常遭受神狮的侵害

，后来一位白马姑娘为仫佬人射杀了神狮，并从狮口夺回谷

种送还仫佬人，还用芋头、红薯做成黄牛、水牛给仫佬人耕

地用，教仫佬人习武灭兽。从此，仫佬山乡风调雨顺、五谷

丰登。为纪念白马姑娘的功绩，每逢闰年立冬日，仫佬族人

便以家族为单位，轮流出资主持聚会，相沿成习，于是形成

依饭节。这一天，仫佬族人要在公共祠堂前搭起彩门，摆上

供品，表演持碗舞、持香舞等舞蹈。它表达了仫佬族人民祈



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期望。 禁忌挖煤时不许讲不吉利的

话；进门时不能踏门槛；忌食猫肉、蛇肉，有的地方还忌食

狗肉和猪心。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