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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97_8F_E9_A3_8E_E6_c34_43631.htm “达努”是瑶语的音译

，意为“不要忘记"。又称“二九节”，有少数地区称“瑶年

”，是瑶族人民最隆重的传统节日。节期不固定，一般一年

一次，有的三、五年一次；也有十二年一次的。节日时间多

数瑶区在农历五月二十九日，节期3至5天。过节时，瑶家将

自己的住房前后打扫得于干净净，男女老少身着盛装，带着

节日食品到指定的场所参加文体活动。节日活动的主要项目

是：跳铜鼓舞、对歌和表演武术等。 节日起源传说，主要有

：一说纪念密洛陀，庆祝丰收。传说远古的年代，万山丛中

有两座遥相对峙的宝山，相距约一里，一座叫布洛西金山，

一座叫密洛陀银山。经过995 年，两山靠近只有约之米。一年

五月二十九日，忽听一声霹雳，两座山震开了裂缝，布洛西

金山蹦出一个威武的男子，密洛陀银山蹦出一个美丽的姑娘

。这一天是他们的生日。后来他们结亲成家。勤劳勇敢的布

洛西是位造山治水的英雄，为了把天下的山水安排好，他离

家远征。留下密洛陀和三个幼小的孩子。密牢记丈夫的嘱咐

，精心养育孩子。转眼十多年过去了，孩子们都长大成人。 

一天她将三个孩子叫到跟前，对他们说："你们长大了，出去

自己谋生吧。“孩子们都答应母亲。第二天早上，老大先起

床，拿着称杆去做生意，创家立业，繁衍子孙，成了今天的

汉族；老二扛着犁耙去犁田，安家落户成了现在的壮族；老

三最后起床，家产全没了，便哭着对母亲说："妈妈！家产全

带走了，我拿什么去当家呀！”密洛陀说：“家里还有一斗



小米，你就带到山里去种吧。”老三上山开荒种地，可是山

里的野猪、山雀都来危害庄稼，辛苦了一年，连种子也收不

回，只好将自己的困难告诉母亲。密洛陀安慰他说：“家里

有一只铜鼓，你拿去吧！它会帮你驱走飞禽走兽，给你带来

欢乐。”老三照着办了。 每当野兽危害庄稼时，他就敲起铜

鼓，猛兽听到冬冬的响声，再也不敢来危害庄稼了，从此年

年丰收，日子越过越好。老三便在此定居下来，成了现在的

瑶族。密洛陀越来越老了，有一夭找到老三说：“五月二十

九日是妈的生日。那天，你要带儿孙媳妇来给我祝寿，你们

就会丰衣足食，过上幸福的生活。”老三回家后，熬了米酒

，杀鸡宰鸭，蒸了糯米饭，率领儿孙穿上新衣，于此日给老

母祝寿。因为汉族的老母瑶语叫“达努”，还有“不要忘记

”的意思。后世为了纪念祖先的大恩大德，将此日定为 “达

努节”。节日这天，瑶山村寨，家家户户，杀猪宰羊，盛设

酒宴，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男女老少，穿上民族盛装，来

到歌山吹着唢呐，敲起铜鼓，唱起祝酒歌和撒旺歌，跳起传

统的舞蹈，纪念祖先。二说瑶族始祖妮罗沙每逢五月二十九

日前后，从天上下凡检查子孙的猪栏是否良好。每逢此日来

临，有的瑶家人要整修猪圈。打扫卫生，迎接妮罗沙的到来

，并用羊肉和白麻作祭品，祈求始祖保佑六畜兴旺。 另外，

广西都安、大化、巴马瑶族自治县和东兰、平果、马山等县

布努瑶山区的壮族也过“达努节”。时间为农历五月二十六

至二十九日。从二十六日开始，家家祭祖。做一缸小米酒密

封在香炉旁，祈词中说明是给密洛陀的，祭品中必有三两黄

麻。夜深人静，主妇悄悄包粽子，不让人看见，煮熟后才叫

家人来吃。二十七日，老人斗鸟。二十八日杀猪宰羊，远亲



近友互相往来，敲打铜鼓，高唱酒歌。二十九日全寨男女聚

集一起，挑肉担酒背着铜鼓上山顶摆歌场酒宴。男女对歌赛

鼓，中老年喝酒诵“笑酒词”，孩子们燃爆竹学打鼓。也有

赛马、射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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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