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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1956年12月被正式确认单一民族，称“毛难族”。1986

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改为“毛南族”。 据考证，“毛南

”一词系“母老”的音转和异写。远古时候，圪南族地区原

住着“母老”人，后因语音发生变化而出现判别。自宋代以

后，史籍上曾把“毛南”写“茆滩”、“茅难”、““冒南

”、“毛难”等，既是族名，又是地区名称。 毛南族从古“

百越”中的“僚”支分化、发展而来的。史籍载，汉末至隋

唐，毛南族同水族、侗族和仫佬族都分布在僚人居住的黔桂

边境。在经济生活、文化习俗诸方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尤其是语言，毛南语同水语最接近，同侗语、仫佬语四分之

一左右词汇相同，这反映他们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都是从

“百越”中的 “僚”支发展而来。 毛南族人口较少。解放前

长期在1.5万人上下，1953年为18，149人，目前为7.24万人。 

其中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有5万余人，其余分散在附近各县、市

。 毛南族历史悠久，社会结构多元化，基本上是在原始社会

制度瓦解后直接进入封建社会。由于历史和自然环境的原因

，原始社会的组织、生产方式、习俗和意识等残余，仍继续

影响毛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自唐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

）起，出现了封建统治机构，同时残留着组织“隆款”和联

盟性质的“乡老制”。 深重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把毛南

族人民推进贫困和灾难的深渊，因此毛南族人民不断起来进

行反抗斗争。宋庆历四年（1044年），区希范本县壮族、毛



南族群众，联合贵州省荔波蒙赶带领的农民队伍举行起义，

攻破环州（今环江县城），给宋王朝在本地区的统治势力以

沉重打击。明洪武28年（1395年），毛南族人民响应南丹州

土官莫金起义的号召，于镇宁州燃起斗争烽火。次年，起义

军虽惨遭官军杀害三千多人，仍坚持斗争。清咸丰末年，石

达开回师广西，又有不少毛南族农民投奔太平军。中法战争

后，广西反清“会党”势力扩展及毛南族地区，大批毛南人

加入“三点会”，同地主豪绅的“团练”进行斗争。抗日战

争时期，毛南族组成两支抗日队伍，多次与占领思恩县城和

邻近乡村的日寇交火、周旋，阻止他们闯入本地区烧杀掳掠

。1949年11月，蒋家王朝崩溃时，伪广西保安十团残部逃窜

“三南”地区，负隅顽抗，被毛南族革命武装力量一举歼灭

，迎来解放。 “三南”地处桂北山区，境内层峦叠嶂，地势

比较复杂。平均气温在摄氏20o左右，年降雨量约1500毫米。

但只有小溪没有河流，山塘水库也很少，因此排水蓄水都很

困难，易旱易涝，加之石山连绵，耕地少，土层薄而地瘠，

日照时间不足，一万多亩水田旱涝不能保收，产量低。约两

万亩畲地分散在上千个山场石窝窝里，九分石头一分土，因

此农业生产条件很差，粮食不足，人畜饮水困难，人民生活

困苦，正如《广西通志诸蛮》中所称：时时苦饥，每采药负

薪，易粟而食。 大约在清初以后，毛南族人民因地制宜，致

力发展菜牛和生猪饲养业等多种经营，开办铁、木、银其他

加工坊，出现了行商、坐商，和以下南六圩为中心的十来个

圩场网，扩大了产品流通渠道及同附近县、乡的贸易往来，

民族经济有所发展。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毛

南族群众自力更生，兴建了一批山塘水库、水渠、水柜，解



决了“三南”地区大部分村峒人畜饮水问题，推广科学种田

，粮食产量稳步上升。如人口较多的下南乡，在边疆三年遭

受旱、涝、风、病、虫灾的情况下，1987年粮食产量和生猪

出栏数，仍比前一年分别增长17.98％及37.1％。现在，公路

和机耕路贯通各乡村，交通条件有了较大的改善。部分乡村

可用电照明或加工农副业产品，生活水平有一定提高。 毛南

族有自己的语言，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但无本民

族文字，通用汉字。除小孩及部分妇女外，人们既说毛南话

，又通汉语和壮语。 在历史上，毛南族的文化水平比较高，

学风良好。一般有条件的人家，都争送小孩上学读书。形成

奋发好学的风气。有到岩洞办学馆、苦读的，有靠卖柴供儿

女学费的。有带红薯上学充饥的。据史载，清初便有谭德成

等一批文武秀才。解放前，仅1万多人口人毛南族，就有5名

大专毕业，约50名中专及中学生。解放后，大学生有百余人

，中专生约200人，中学生逾2000名。有教授、高级工程师、

工程师、讲师、医师及其他专家，共计40余人，按人口平均

数计，毛南族文化程度较周围其他民族稍高。 文学艺术丰富

多彩，富有民族特色。其中有数量繁多、内容丰富、思想性

和艺术性都比较高的民间文学，也有作家文学。前者有大量

的散文、韵文和戏剧之类作品，后者以诗、词等韵文作品为

主。与民歌相应的音乐有“欢草”、“欢单”、“欢耍”、

“童谣耍、“五字比”、“草比”、“排见”等十三种曲调

，悠扬动人，热情奔放。此外，还有古朴的舞蹈、精美的石

雕、刺绣和织锦艺术。 毛南族的风俗习惯别一番情趣，是其

传统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聚族姓而居，保留了

公社的习尚；古朴的婚俗、形式多样的自然崇拜，都有浓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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