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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3/2021_2022__E5_B0_91_E6

_95_B0_E6_B0_91_E6_c34_43089.htm 仫佬族，现有159328人，

主要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山区，90％聚居于罗城仫佬

族自治县。 仫佬山乡是景色迷人的山水画廊，山如剑排，水

似绸缎，素有“小桂林”之称。这里有丰富的旅游资源、矿

藏和山货。 仫佬族以农业为主，主要种植水稻。采煤和采集

在生产中也占有较重要地位。 仫佬族多自称“木冷”，即“

伶人”，晋代便有“僚人”的记载见于文献。唐宋以后“僚

人”、“伶人”在史籍中则更多出现。直至清代才有“姆佬

”之名。新中国成立后，根据仫佬人民的意愿，统称仫佬族

。 仫佬族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多数人通汉语和壮

语，无本民族文字，通用汉文。 仫佬群众过去以信奉道教为

主。也信佛教。节日活动较多，一年中除十、十一月外几乎

每月都有节日。三年一大庆，一年一小庆的依饭节，是最隆

重的节日。 掘地为炉 在山青水秀的仫佬山乡，翠竹深处掩映

着一幢幢整齐的仫佬民居。 仫佬民居，多为砖墙、瓦顶、矮

楼建筑。无论是在平地或是斜坡上，房基都要修成高出地

面30至60公分的地台。墙基以火砖砌成。人住底层，楼上是

仓房。民居中最突出的特点是以地炉取暖做饭，至今已有400

多年的历史。 地炉建于堂屋内大门两侧或厨房中。先在地上

挖个坑，在坑中用砖砌好炉子，炉旁安放一个大水坛，坛口

与地炉口都略高于地面，以避污水流入。炉前砌一个煤坑，

上面盖块活动的板子。炉子除掏灰的炉门外，以及坛子的周

围，全都用泥土填平，表面还得打上三合土。地炉一天到晚



都不熄灭，水坛中总有热水。除随时可架锅做饭外，冬天象

土暖气设备一样，使堂屋舒适温暖。特别是在潮湿多雨的季

节，屋里的粮食和衣物等都不致发霉。逢年过节，家人亲友

就围着地炉吃“火锅”，非常方便。因为仫佬族地区产无烟

煤，所以使用地炉十分普遍。 给牛过生日 农耕民族大都有保

护爱惜耕牛的传统习惯。但是像仫佬族这样敬重牛的习俗，

却是别开生面。他们把每年农历四月初八当做牛生日，届时

家家户户清扫牛栏，把牛洗刷得干干净净，给牛送上好饲料

，让牛歇息。这天要杀鸡宰鸭备酒祭“牛栏神”。要用枫树

叶汁泡蒸黑糯米饭祭祖先。祭毕，先让牛吃黑糯米饭团，尔

后人才能吃，以此表示对牛的敬重。 关于牛生日的来历，仫

佬族有这样一个民间传说：古代仫佬先民以锄挖地耕种，非

常艰辛。有个叫罗英的姑娘在白银山上用动听的歌声解救了

一头蹄子夹在石缝中的野牛，把它带回家中，割嫩草给它吃

，唱山歌给它听，并教它耕田犁地。野牛好像也通人性，为

了感恩，给仫佬人减轻劳动负重，同时，耕牛也得到了人们

的敬重。后来罗英被尊为祖神，她救牛的四月初八做为牛生

日。 难辨新娘的婚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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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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