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节 概 况

四川省壮族人口，据 1990 年人口

普查有 4639 人，主要分布在凉山彝族

自治州、成都市、重庆市以及攀枝花市

等地。其中，凉山州有 1094 人，重庆

市有 822 人，成都市有 711 人，攀枝花

市有 609 人，其余分布在省内内江、自

贡等地。居住在凉山州的壮族主要分

布在木里、会东等县，与汉、彝、藏等兄

弟民族交错居住。木里壮族有 349

人，主要散居于该县的桃巴、博科、固

增等乡的一些村落；会东壮族有 225

人，居住在会东的柏岩、新马、红岩等

乡。

壮族有“布壮”、“布土”、“布侬”、

“布依”、“布雅依”等不同的自称。50

年代以前汉文典籍有“布壮”、“仲家”、

“侬”、“土”等称呼。

壮族有本民族自己的语言，壮语

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居住

在四川的壮族均能操壮语和汉语两种

语言，有的还会说彝语或藏语。

壮族是古代西瓯、骆越等百越各

支系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逐渐形成

的。据史籍记载，大约在战国时期，壮

族先民已开始进入铜器时代，社会生

产力有了提高，出现了私有财产，产生

了阶级和阶级剥削，原始社会逐渐解

体。秦统一中国后，对壮族社会的发

展起了促进作用，奴隶制经济随之确

立。唐、宋时期，壮族的社会经济进一

步发展，大部分壮族地区进入了封建

社会。鸦片战争后，壮族地区同全国

一样，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壮族人民为了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残

暴统治，曾多次举行过起义。特别是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壮族人民积极参

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为

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作出了贡

献。

壮族迁来四川的历史较短，据地方



史志和民间传说，四川的壮族是在清嘉

庆二年(公元 1797 年)贵州壮族、布依族

南笼起义失败后，流离失所，经云南迁到

四川宁南、会东、木里等县定居的。另

外，清同治二年(1863 年)，太平天国翼王

石达开兵败大渡河紫打地，一些壮族官

兵流散民间，此为四川壮族的又一来源。

50 年代以前，居住在木里的壮族

由于受藏族封建农奴制的影响，处于

封建领主经济统治下。居住在宁南、

会东等县的壮族社会发展已进入地主

经济形态。壮族人民是藏族农奴主、

彝族土司和汉族地主的佃户，政治上

处于被奴役的境地，生产力水平与当

地汉族相近。在土司、头人、地主的剥

削压迫下，壮族人民生活十分贫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

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解放了西昌

地区，壮族人民获得了解放。50 年代

初期，政府发放了大量救济粮、救济款

和无偿农具，帮助壮族人民解决生产、

生活上的困难。在壮、汉族杂居地区

进行了土地改革，在壮、藏、彝族杂居

区进行了民主改革，废除了封建地主

土地所有制和封建特权，壮族的政治

生活和经济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

化。政治上与其他少数民族一样享受

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地位，经济上壮族

农民分得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在

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的基础上，壮族

人民经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发

展阶段，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以后又建

立了人民公社。

在壮族杂居的公社、大队、生产

队，都有壮族干部担任领导职务。生

产有了发展，人民生活有了改善。木

里县博科公社日古大队壮族社员罗仁

义，全家 7 口人，1979 年人平分粮 778

斤，进钱 659 元。壮族社员扬昌，全家

5 口人，人平分粮 915 斤，进钱 606 元。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壮族

居住地区农村推行了联产承包责任

制，极大地调动了壮族群众的生产积

极性，经济发展较快，人民生活水平进

一步提高。壮族群众不但解决了温

饱，而且正在向小康型的生活转化。

第二节 习俗与文化

壮族的住房，多为土木结构的平

房。由正房、东或西厢房的门庭组成，

墙体为夯土墙。一进门就是“败茹”

(堂屋)，中间设“巴道”(火塘)，是全家

吃饭、议事和待客的地方。火塘上方

为祖先神龛。东厢房为卧室，西厢房

为厨房，老人们在火塘边就寝，儿女媳

妇睡东厢房。正房门庭前面为畜圈。

屋顶搭木料，上铺柴块，再覆土，然后

在覆土屋面上用支架盖松板或杉板，



压石其上，房板支架脚下面可晒粮食、

饲草，又可晒海椒、干果之类。

壮族的服饰，未婚姑娘留长发、编

长辫，拖于脑后，包青布帕子，身穿右

边开襟的短衫(俗称巴金衣服)，袖口

有色布镶边，衫外套无袖青布领褂；腰

束长至脚头并有挑花飘带的“免棒”

(围腰，又称满巾围腰)；下穿颜色鲜艳

的“戈熏”(褶裙)，腰系麻布“扎舍”(带

子)；戴有银须八吊(八根)的有色“戈

杠”(耳环)、“戈灌”(手镯)和“普翁”

(戒指)；脚穿自制皮鞋或绣花布鞋(俗

称尖尖鞋或朝鞋)。已婚妇女，将长辫

梳成长髻卷于约 4 米长的青布帕子内

盘于头上，穿巴金衣服和青布褶裙，着

布鞋。

男子头留一根“苏考”(独辫，又称

清辫)，再用约 4 米长的青布帕子包于

其上。上穿巴金衣服，下穿用粗麻布

制成的大裤裆、宽裤脚之“期发”(裤

子)，此裤穿在身上活动方便；腿系麻

布“戈朗”(裹脚)，脚穿自编的麻布“戈

哈”(草鞋，又称麻窝草鞋)，腰系“扎

舍”(腰带)。腰佩铁制宽刃吊刀和麂

皮烟荷包。烟荷包装草烟和火镰、火

草、火石等取火用具。

主食有玉米、土豆、小麦、四季豆、

荞子等。副食有鸡、牛、羊、猪肉和蔬

菜，尤喜吃酸菜、腊肉煮四季豆。一日

三餐，常食蒸、焖玉米饭、玉米粑、煮或

烧土豆，佐以汤菜，喜食辣椒，男女分

桌吃饭。喜喝清茶，但不到 20岁的子

女不能喝茶；喜欢喝酒和抽叶子烟。

壮族实行一夫一妻制。青年男女

社交虽比较自由，但婚姻多由父母作

主，自由结合的亦须经父母同意。有

舅表优先婚的习俗。

订亲时，男女双方家庭各请一个

媒人去探对方父母的口气，探听子女

之人品等，若婚姻成功，就给各自的媒

人牵一条牛或一只羊酬谢。若女方父

母同意将姑娘嫁出，男方家就择定日

子带上礼物。礼物分水礼或干礼，水

礼为八件土布，干礼为一对牛。送干

礼或水礼由女方父母确定。男家根据

女方家属的多少各准备一土罐白酒，

到女方家商定迎娶日期。

迎娶时间确定后，男方要由媒人

带领亲友 8 人，带上衣物礼品，牵上一

匹马前往女家接亲。女家带亲友 16

人送亲，将新娘送至新郎家。送亲途

中男、女双方都要吹唢呐，到男方家门

口还要对歌才能进门。新娘到男家

后，要由媒人带领按反时针方向绕火

塘走一圈，新郎、新娘给父母磕头，然

后吹唢呐，新娘入新房。等亲友及本

村人就坐后，由新娘给大家敬烟、敬

酒，俗称“娘拽”。新娘就坐时，由一位

伴娘和两位老妇人(男、女双方各请 1

人)陪坐一根长板凳。客人送礼毕，男

家摆酒席款待。第二天清早，新娘要

给客人中的长辈端洗脸水，长辈们给

新娘送点钱、针、线等物，以示谢意。3

天后，新娘便回娘家居住。每逢端午



节、中秋节、春节等节日，由男家派人

将女子接回，女方家里派女子的姐姐

妹妹陪同，将其送至男家。女子在男

家居住十几天后又返回娘家，3 年后

才不再接送，女子开始定居男家。

壮族对出生 3 天后的婴儿进行取

名。取名时，先杀鸡敬菩萨，然后由婴

儿的爷爷或父亲按辈数取名，一代改

一个字辈，满 20 个或 24 字又从头循

环。孩子长到 12岁举行成人礼(男孩

穿裤、女孩穿裙)，宴请亲人，参加成人

礼的长辈们还要送些钱礼。

壮族的丧葬，实行“莫嘎朗”，即土

葬。人死后平身、理发、洗尸、穿衣服，

然后置于棺内，请先生念经一天一夜，

为死者灵魂开路。并算卜确定坟山地

点，传说如果选不好坟山，家中后代就

会长“喉儿包”(大脖子)、变哑巴。3

天后送葬，一路上由唢呐手随送葬队

伍吹唢呐，一直吹到坟山，将木棺埋入

事先挖好的土坑中，填上土，上面垒一

小坟堆。烧钱纸，插幡。每年的清明

节同汉族一样去扫墓、烧钱纸、挂坟

标。

壮族的节日同世居汉族相同，有

过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的习

惯。

春节一般过 3 天，正月初一到初

三，但初四和初五仍算春节期间。除

夕这天搞卫生，缝制衣裤，购买年货，

制作糕点，将 3 天所需要的柴禾、松明

劈完，切完 3 天所需的肉等，然后将农

具、刀具、绳类堆在房内不动。传说 3

天内动用绳子新年出门会遇蛇，动用

刀具新年刀会伤人。晚上，在火塘上

方的神龛上点油灯和香，摆少许饭、

酒、肉敬祖先(油灯和香一直点到初

三)。然后在狗面前放一盘肉和一盘

饭，看狗先吃肉还是先吃饭，若先吃饭

当年就会粮食歉收，若先吃肉则有肉

食困难之传说。最后全家人欢聚一堂

吃丰盛的年饭。初一、初二不出门，初

三亲人们互相拜年，初四开始请客。

木里县桃巴乡西宁壮族还有初三女人

们休息，男人们做家务的习俗。节日

期间不吵嘴、不打架、不骂脏话。

木里壮语中秋节还有全家团聚吃

月饼的习惯；端午节不包粽子，习惯用

捣碎的黄石头或雄黄泡酒敬菩萨和擦

洗小孩的膝关节、鼻、头部等处，据说

可以去灾免病。懂医的民间土医，端

午节这天上山采集草药，据说这天采

集的药疗效最好。

壮族尊老爱幼，十分好客。家中

分食先敬老人，与长辈同行时长辈在

前。客到家中，无论认识与否，起身握

手，连声叫“布希先根巴，翁西”(客人

来啦，稀客之意)后，让客人在火塘边

就坐，弯腰双手给客人敬烟、敬茶、敬

水果、麻糖，以酒、肉、饭款待。客人离

别时，送一程道“迪迪摆”(慢慢走之

意)，“俄来依倒麻”(以后再来之意)而

返。

壮族信仰原始宗教，他们认为“山



管人丁，水管财”，不敬“布亚”(神或菩

萨之意)，人畜会有灾难，庄稼会收成

不好。因此，各家都选一个山头或水

井作为保护神，每逢农历初一、十五就

要到那里烧松毛，加上少许饭、酒、肉

进行“唐布亚”(敬菩萨之意)，口中念

道“山神、水神，我们宰猪杀羊给你们，

请你们保佑我们的人无病无痛，六畜

兴旺，庄稼收成好”。最后烧钱纸返回

家中。

除自然崇拜外，壮族还有祖先崇

拜。壮族认为人死以后，灵魂会在另

一个世界继续生活，也会返回家园保

佑后人，对自己的祖先有怀念之情。

因此，在自己家中的“安档审”(神龛)

上要点香、点油灯，供酒、饭，祈求祖先

保佑子孙平安、顺利。认为不祭祖先，

他们的灵魂就会给后人带来危害。有

“占鸡卜”预测吉凶祸福、财喜的原始

宗教习俗。

壮族禁忌。产妇分娩时客至家中

认为会给母子带来邪气，视为不吉利；

客人在别人家中哭闹视为不吉利；家

中忌讳敲打锅、盆、碗，认为会断掉财

路；忌摸别人的头，认为是欺负人；忌

女子叉脚与老人和叔辈对坐；第一年

挂果的果实女子不能吃，认为吃了此

果今后怀孕会痛奶；忌食狗、骡、马、

驴、水牛、蛇肉，认为吃了这些肉来世

不得投生等。

壮族有丰富的文化艺术。其铜鼓

历史悠久，壮族十分珍视铜鼓，往往把

铜鼓作为祖先的珍贵文化遗产保存，

六七十年代在四川省会东等地壮族中

还珍藏有铜鼓。铜鼓的用途说法不一

样，有军乐、民乐、祭乐等说法。四川

壮族珍藏的铜鼓，现在多作为珍贵文

物保存。

壮锦和刺绣是有名的壮族手工艺

品。精致的壮锦是用棉纱和各种颜色

的丝绒织绣成，有被面、围腰、头巾、背

带等，壮锦图案美观，绚丽多彩。四川

省壮族的刺绣主要是围裙、头巾、背

带、花边等。

山歌是壮族民间广泛流传的口头

文学，有欢、比、歌等多种体裁。歌的

内容有古歌、颂歌、情歌、嫁歌、猜歌、

丧歌等。四川壮族中流行最广的是情

歌。山歌集会，既是文化娱乐活动、又

是青年男女进行社交活动，结识伴侣

的重要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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