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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坡会是广西融水境内以苗族为主的各族人民怀

念先祖、禳灾祈福、鼓舞斗志、交流感情、集体聚会娱

乐的盛大民间传统节日。坡会以芦笙踩堂、民间舞

蹈、斗马、赛马等传统竞技为核心内容，融传统体育、
宗教、服饰、歌舞、饮食、经济、仪式、表演、交流、竞技

等活动为一体，产生于广大苗族人民的生产与生活

之中，具有悠久的历史，承载着苗族人民数百年的历

史记忆与聪明才智。［１］山民们在赶坡中实现展现才

华、谈情说爱、交友叙旧、传递信息、交流技术、交易

商贸等不同的愿望，展现以苗族为主的各族人民的

生产生活特征、风俗习惯、民族信仰和审美情趣。随

着社会的发展，如今苗族坡会已成为凝聚民族的共

同情感，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凝聚力和向心力，加

强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载体和象征。

２００６年，广西融水苗族的系列坡会凭借其丰富多彩

的文化内涵和浓郁的苗族特色列入国家首批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２］

一、田野调查点概况

本文的田野调查点为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安陲

乡的江门村。融水苗族自治县是全国成立最早、广

西唯一的苗族自治县。自治县人民政府驻地融水镇

距柳州市１０８公里、距自治区首府南宁市３８０公里，
枝柳铁路和融江贯穿县境，水陆交通便利。全县总

面积４　６３８平方公里，辖４镇１６乡、２０５个村（社区）
民委员会，县境内居住着苗、瑶、侗、壮、汉等１３个民

族；２０１１年 末 全 县 总 人 口５０．６２万 人，其 中 苗 族

２１．２７万人，占总人口的４２．０２％。
融水有着两千年的历史，拥有丰富多彩的民族

传统节日。全县有各种大小民族节日、集会近百个，
素有“百节之乡”的美称。其中规模巨大、影响较大

的苗族节日有中国融水芦笙·斗马节、安太芦笙节、
香粉古龙坡会、安陲芒哥坡会等。

安陲乡位于融水苗族自治县东北部，地处元宝

山腹地，距县城５４公里，东经１０９°０９′４２″至１０９°２２′
４４″至２５°２８′１７″。东 与 融 安 县 大 巷 乡、融 水 苗 族 自

治县大浪乡交界，南与四荣乡、香粉乡毗邻，西与安

太乡元宝山相连，北与白云乡接壤。全乡共辖１３个

行政村，１０９个自然屯，１６２个村民小组，５　６４９户，总

人口２１　６４８人。村 民 赖 以 生 存 的 经 济 来 源 为：竹、
木、土特产品、养殖产品销售及劳务输出等。

江门村是安陲乡政府所在地，是一个依山傍水，
环境幽雅，具有浓郁民族原始古朴色彩的苗族、瑶族

聚居村，占地面积１１．７平方公里，人 口１　９５６人，其

中苗族占总人口的９５％；辖９个自然屯，分１４个村

民小组。该村 民 族 节 日 丰 富，主 要 有 苗 族 的“尝 新

节”，红瑶的“九·二七”（又称“过冬节”），最具影响

力的正月十七坡会（又称芒哥坡会），盛况空前，吸引

着无数区内外客人及海外宾客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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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陲芒哥坡会溯源及文化特质分析

芒哥坡会（又称芒篙节）的起源是这样的：传说

在很古远的年代，苗族祖先居住在深山老林里，时常

遭遇盗贼偷窃、侵扰山寨，大家想了很多办法都无济

于事，后来穿戴用古杉木树皮制成的面具和蓑衣，盗
贼以为天神下凡，狼狈逃脱，于是保住了劳动果实和

安全。苗族祖先相信借助面具，获得了山神伟大而

神奇的力量，每年正月十七都举行仪式迎请山神芒

篙。芒篙节至今仍然遵循传统，分为山中藏篙、芒篙

下山、芒篙表演、芒篙归山４个过程。
笔者在探究安陲芒哥坡会的文化特质时，主要

借鉴博克、哈里斯、恩伯夫妇等文化人类学家的理论

并结合自己的田野调查来研究。笔者认为，芒哥坡

会主要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文化特质：
坡会经过千百年的文化积淀，具有民间信仰、春

祈秋报的完整仪式观念，芦笙堂、坐妹、斗马等环节

均反映出当地乡民文化生态空间的原生性。虽然曾

存在多种历史因素困扰，但是，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

期恢复之后，基本上还是原生态的情形，坡会的仪式

以及其中的多种传统文化形式都没有太大的改变。
只要这里的生产、生活方式没有急剧改变，只要这种

以村寨为单位的族源、血缘、亲缘、地缘关系不会产

生大的改变，相信在没有过多行政干预的前提下，苗
族坡会文化生态空间的原生样式也会得以延续。

坡会承载着当地苗族最为深厚的民族文化，是

当地苗族文化最为集中的显现，因而显示出极大的

丰富性。在坡会上，既有祭祀天地神灵、祖先崇拜之

礼，又有禳灾祈福之俗；既有男女言情之欢，又有老

者叙旧之谊，甚至可以说，坡会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苗

族的“情人节”；由于大家都对这个节日有着心态不

同的企盼，都会把自己最为美好的一面展示给世人，
节日的民族盛装自然是不可或缺的；孩童们也从节

日气氛的熏陶中朦胧地感受着民族文化的滋养。游

戏、竞技的内容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各个坡会都举行

当地特有的斗马比赛，这是年轻人最为喜欢的。至

于生产生活物资、科技信息的交流也都是坡会的重

要内容，因此说，坡会对苗族人文社会产生了极其深

远的影响。
在融水苗 族 自 治 县，苗 族 是 主 要 的 民 族，还 有

壮、侗、瑶、仫佬、汉族等民族与苗族同胞和睦相处。
每到坡会之时，这一区域内的各族群众都来赶坡会，
他们齐聚在一起，交友作乐、叙旧言欢，我们可以在

坡会看到不同民族的芦笙队竞相比试，在坡会的不

同角落听到苗歌、侗歌、瑶歌、壮歌……坡会已经成

为多民族团结的平台。
文化艺术展演是民族节日的一大亮点，一方面，

本民族的文化艺术在节日中得到充分展示，另一方

面，本民族的文化艺术也因节日而得以保护、传承和

发展。以安陲芒哥坡会为例，历届坡会都有刺绣、织
布、蜡染、民族服饰品展销等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

活动；有赛芦笙、芦笙踩堂舞、敬酒舞、芒篙舞、踩脚

求爱舞等歌舞表演。伴随坡会产生的服饰展演和游

艺活动更像是一个五彩纷呈的苗族服饰展示会。在

坡会这一特定时空中，以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音乐、
舞蹈、趣味竞技、服饰等文化艺术活动为载体，苗族

的生产生活、风俗习惯、观念信仰、审美情趣等内涵

得以外 化，有 效 地 彰 显 了 苗 族 特 有 的 文 化 艺 术 形

式。［３］

三、安陲芒哥坡会民俗体育活动过程

“坡会”一般在村外田边、山坡或河滩举行。由

于当地苗族耕种劳作从正月十八开始，又有“正月初

一不吹芦笙 不 出 门，初 二 可 吹 芦 笙 不 可 出 村”的 习

俗，因此各村寨集中在正月初三到十七这段时间欢

庆节日，其间接连不断的坡会形成一条完整的坡会

链（其中安太的芦笙节、香粉的古龙坡会和安陲芒篙

节是最有名且规模最大的坡会），当地人根据坡会举

办的日期排序命名，从“三坡”到“十七坡”，这就是后

来学者发现的融水苗族独特的坡会群形成的基础。
从正月十八起各村寨的芦笙便要封存起来直到秋收

完毕，因此，居住分散在交通不便的山沟里、平日难

得来往的苗人就更加珍惜“坡会”这个短暂的欢聚时

光。“坡会”期间，方圆数十里的男女老少穿上艳丽

的民族服饰举家出动，四处赶坡。
安陲芒哥坡会期间，每个村寨都组建了自己的

芦笙队。在跳芦笙踩堂舞之前，先由本寨寨老或巫

师在自己村寨的芦笙柱前摆上一些糯米饭、酸鱼、酸
肉、水果等祭品来祭祀祖先，说一些禳灾祈福、邀请

祖先来共享欢乐的话语，接着鸣炮；礼毕，芦笙响起，
数十个甚至上百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姑娘跳起了欢

快的芦笙踩堂舞。舞时，人们里外三层绕着雕刻别

致的芦笙柱，围 成 一 个 大 圆 圈，吹 大 芦 笙 的 站 在 中

间，吹中、小芦笙的环绕圆周。小伙子们手持芦笙边

吹边舞，时而欢腾雀跃，时而左右甩动，一跃一甩刚

健有力，一音一节整齐合拍；打扮一新的姑娘们手拿

花伞或花带，伴 随 着 芦 笙 曲 翩 翩 起 舞，她 们 时 而 向

前，时而退后，时而左右摆动，舞姿轻盈而多变，脚步

快速而整齐，百褶裙轻轻摇拽，银簪首饰闪闪发光，
令人眼花缭乱，疑是仙女下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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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马源于苗寨的一个传说。相传苗寨的一位部

落首领老来得女，女儿聪慧美丽，招来求婚者无数，
于是首领决定用斗马的方式来决斗，胜者可以迎娶

姑娘。此后斗马便延续下来，成为苗寨的独特习俗。
每逢苗族传统节日都有斗马，它已成为苗族群众性

的文体娱乐活动。安陲芒哥坡会上也举行斗马比赛

活动，斗马场选择在安陲金竹沟梯田下一块宽阔平

地上。随着一声巨响，冲天炮直入云霄，斗马开始。
场内早有一匹骏俏母马不停卖弄，引得捉对厮杀的

两匹公马顿时兴起，拼死撕斗，连咬带踢。里外三层

的围观者群情激奋，高喊助威。斗至惨烈之处，相互

撕咬得血肉横飞，直到其中一匹马精疲力竭落荒而

逃。观众围着观看太近时常被马踢到，被踢到者反

而认为这 是 好 彩 头。分 出 胜 负 的 马 时 常 向 观 众 冲

去，顷刻间人群躲避不及，人仰马翻，尘土飞扬，更有

甚者有的人站立在坡地边缘，被人群一冲滚下坡地，
其惊险刺激的场面比起欧洲街巷中群牛追逐人群有

过之而无不及。最终获胜的马主牵马绕场一圈，接

受观众的喝彩，不仅可以得到丰厚的奖品，更会成为

姑娘们暗暗倾慕的对象。
正月十七上午，芦笙队吹响芦笙后，芒篙们手持

竹棍冲下山，到芦笙坪开始正式的表演。苗族崇尚

奇数（阳数），１１名芒篙算得上是大规模了。通过面

具涂饰的差异，可以分辨芒篙的不同身份，男芒篙的

面具杂以黑、红色，有的还蓄有胡须，狰狞可畏；女芒

篙的面具杂以白、青色，表情温和。芒篙饰演的关系

是父、母和子，或者父母、子媳和孙。随着芦笙乐起，
芒篙们手持竹棍，身体左右摆动、慢步前进。结束芦

笙堂的表演，一名中年男子敲打面锣，芒篙随着节奏

先是举着手跳步前进两周，接着做队列、举人等变化

动作，场景让人觉得嘻笑作耍、原始怪诞。
芒篙手 中 的 竹 棍 是 神 力 的 象 征。不 断 挥 舞 竹

棍，借助竹棍向前撑可以空翻，向后抵可以仰天，蹲、
跳、翻、躺，以此驱魔压邪、禳灾去祸，保护村寨平安。
芒篙双手涂黑色的锅灰，拍拍妇幼的手，意味着吉祥

赐福，祝福老人健康长寿，祝福妇女越长越漂亮，祝

福小孩聪明伶俐、快快长大。芒篙模拟耕田、除草、
播种、收割等生产动作，既是对前一年丰产的还愿，
更是为新一年风调雨顺的祈愿，所以芒篙节在春天

举行。模拟搀扶、过桥等生活化的动作，则表现苗族

对人际间互助、信任、友善关系的赞美和颂扬。芒篙

用木头模拟制作男性生殖器，用木板模拟制作女性

生殖器，套在腰间。男芒篙跳起来，趴在女芒篙的背

上，通过男女交媾的形象表演传授繁衍子孙的技能。
苗族在瘴气寒岭中艰难地生存，对生命无比崇敬；向
芒篙祈求多子多福，是生殖崇拜的原始烙印。

四、安陲芒哥坡会的体育价值

笔者在探究安陲芒哥坡会的体育价值时，主要

借鉴以涂尔干等人为代表的法国社会学派和以马林

诺夫斯基为代表的英国功能学派的理论并结合自己

的田野调查来展开。通过研究，笔者认为，安陲芒哥

坡会主要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价值：
（一）满足民众禳灾祈福心理需求的实用价值

苗族坡会具有祭奠与祈福价值。坡会首先要表

达的是祭奠祖先。每当坡会开始时，都要举行开堂

仪式，向芦笙柱祭祀。芦笙柱是苗族的圣物，用高达

１０米以上的完整杉木制作，柱顶立有一只锦鸡（苗

族崇拜的一种鸟），鸡头向东，寓意吉祥。柱身盘着

一条金龙，体现了苗族与汉族的文化融合。芦笙柱

上还有苗族崇拜的牛角和十字架。祭祀仪式上，寨

老和芦笙头分别敬上三杯酒和三炷香，然后说一些

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及感谢神灵和祖宗保佑的

吉祥话语。其次是“祈福”。在坡会（十七坡会）上表

演的“芒篙”是苗族人民传统文化中一种健康长寿、
正直友善、勤奋勇敢、吉祥幸福的象征。装扮“芒篙”
的后生脸戴芒篙面具，身披芒草，手脚涂黑，从山上

狂奔 而 下，在 人 群 中 跳 起 粗 犷、豪 放 的 芒 篙 舞。舞

毕，“芒篙”在锣鼓声中走街串巷，向人们恭祝新年健

康长寿。幼童希望得到“芒篙”的触摸，以祈求平安

成长；长者 希 望 得 到“芒 篙”的 触 摸，以 祈 求 健 康 长

寿；年轻的后生则踊跃与“芒篙”拥抱，以祈求在新的

一年里获得爱情和事业双丰收。
（二）健身与娱乐价值

融水各地的坡会中，大都有吹芦笙和跳芦笙舞、
斗牛、斗马等健身娱乐活动，这些活动的举办能起到

良好的健身娱乐功效。
坡会上，苗民们所跳芦笙舞的基本动作由斗鸡、

老虎下山、跳跃、旋转、矮蹲、蹲转等组合而成，动作

多为模仿上山越岭、过溪穿谷等劳动生产生活场景，
舞姿矫若游 龙、刚 健 柔 韧，体 现 一 种 深 沉 古 朴 的 韵

味。通过跳芦笙舞，全身各关节、肌肉、韧带都得到

了良好锻炼，可提高舞者的速度、力量、耐力、柔韧性

和协调性，可有效地促进心肺功能的提高，起到良好

的健身功效。［１］

在安陲芒哥坡会上，有很多民俗娱乐活动让人

印象深刻，但 令 笔 者 终 生 难 忘 的 是 斗 马 这 一 民 俗。
相斗双马时而腾空跃起，站立对峙，相互撕咬，啃声

嗒嗒；时而卧地翻滚，进攻腹部，欲置对方于死地；时
而故作败北，当对方追近时，冷不防后脚扬起，“反戈

一蹄”，弄 得 整 个 场 地 烟 尘 滚 滚。看 热 闹 的 各 族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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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往往随着两马争斗的态势呐喊助威，此起彼落。
最让人感到兴奋刺激的是角斗分胜负以后，被打败

的马慌不择路，冲向人群，观众顿时作鸟兽散，此时

观众发出雷鸣般的哄笑声。
（三）文化传承与教育价值

与其它民族传统节日一样，苗族坡会活动本身

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文化事象［４］。从表面上 看，它 包

括歌舞、民间竞技、服饰、饮食等方面。平日难得一

见的苗族传统服饰，在坡会活动中也一展风采，特别

是苗族姑娘所佩戴的银冠、银角和银凤雀，增添了节

日的喜庆气氛，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坡会使苗族

传统文化闻名遐迩，充满魅力。正是因为坡会能将

苗族传统文化的巨大魅力充分展现出来，所以它自

然而然地成了苗族人民弘扬和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

一个重要平台。［５］

节日是民族文化教育的生动大课堂。对于像苗

族这样没有自己的文字记载而且学校教育还比较落

后的族群来说，这一功能就显得十分重要。在坡会

上，苗族各种 文 化 事 项 在 这 里 呈 现，苗 民 们 耳 濡 目

染，潜移默化，深受熏陶。这样的教育根植于人们的

意识中，流露于言谈举止间，成为一种精神与气质体

现在社会成员身上。因而坡会在传承族群文化的同

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本族群的思维习惯和行为

方式，有利于培育苗家人特殊的族群精神。［６］

（四）加强人际交往与沟通的价值

一年一度的安陲芒哥坡会上，大都要举行打同

年活动。“打同年”是融水苗族村寨的一种民俗，即

友好村寨之间的拜年联欢活动。双方约定，一方向

对方发出邀 请，另 一 方 则 每 家 派 出 代 表 组 成“打 同

年”队伍，由 族 老 带 队，吹 着 芦 笙 到 主 方 村 寨 拜 年。

２０１２年的正月十七，我们有幸得到安陲乡吉曼村戴

民强老人的邀请参加“打同年”并目睹了他们村“打

同年”的全过程。戴民强老人说，今年是安陲乡吉曼

村和乌吉村打同年，由吉曼村发出邀请。期间，乌吉

村三百多村民来到了吉曼村，吉曼村村民用松枝搭

好松门，早早地等候在村口。客人来了，先是敬茶敬

酒，之后双方对歌，一并走进寨中。进入村寨后，宾

主一同来 到 芦 笙 坪。双 方 各 自 围 圈 吹 芦 笙 载 歌 载

舞，赛赛哪边的芦笙吹得更好，姑娘的舞姿更美。接

着，两个圈变成一个圈，大家把芦笙聚在一起吹奏，
小伙子和姑 娘 们 和 着 悦 耳 的 音 乐 手 拉 手 跳 起 踩 堂

舞。乌吉村何桂姣老人对我们说：“以前小的时候我

们‘打同年’就是吹芦笙、跳踩堂舞、对歌，现在‘打同

年’活动越来越丰富，还增加了篮球赛、联欢晚会、拔
河比赛等很多节目。”通过参与打同年活动，人们借

助节庆的机会加强彼此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极大地

加深了大苗山党群干群之间、村寨各族同胞之间的

情谊，增进了民族团结。
（五）繁荣地方产业经济价值

坡会对于促进当地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具有重要

的价值。安陲芒哥坡会历来是乡民们生产和生活物

资交流的重要平台。期间，许多村民会在村口搭建

临时性小商铺，兜售一些成衣、鞋、袜、玩 具、银 饰、
水果、饮料、鞭炮以及一些地方特色小吃等。笔者为

此曾特意询问过一做餐饮生意的梁姓妇女过节的几

天能赚多少钱，她欣然回答：“大概赚了８００元左右

吧。”同时，在坡会举办期间，农民也由单纯的劳作

者，演变成民族风情文化的表演者和服务行业的主

体，多重角色的融合带来了农民收入的增加。如今，
每当举办坡会时，都有数万外地人赶来与会，极大地

促进了安陲服务行业的发展。

五、安陲芒哥坡会传承困境以及保护与发展

（一）芒哥坡会传承面临的困境

对于安陲芒哥坡会，社会各界在融水县委、县政

府的大力支 持 下 虽 然 做 了 许 多 发 掘、抢 救、继 承 工

作，但仍面临着如下困境：
一是人才断层。青年人很少具体参加芒哥坡会

活动。历史上芒哥坡会的参与者以青年为主，但随

着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和商品经济的发展，青年人一

般不大愿意参加坡会活动，加上有相当一部分青年

人常年在外打工，导致参与活动的青年人就更少了。
二是技艺失传。芒哥坡会文化内涵丰富，涉及艺术

门类众多，但由于一些掌握许多传统技艺的老艺人

相继仙逝或因年事已高逐步退出舞台，有些绝技难

以得到传承。如芦笙制作艺人马玉盘现已７５岁高

龄，只有念初一的孙子马贵强及几位初中同学一起

来向他学习该手艺，而且只是好奇，当作好玩。芒篙

制作艺人梁少龙掌握着许多技艺，只有女儿偶尔当

其助手。而民间制作芒篙艺人因手艺不精和市场需

要而粗制滥造。三是社会变迁。随着社会发展和现

代化进程加快，外来文化（主流文化）不断冲击着当

地传统文化（非主流文化）和人们传统的审美观，导

致人们对芒哥坡会的兴趣愈来愈淡漠。
（二）安陲芒哥坡会的保护、传承与发展

１．全面开展普查工作，建立芒哥坡会文化数据

库

文化机构和相关人士应进一步全面深入细致地

开展普查工作，彻底摸清芒哥坡会发生、发展的历史

沿革及其传承和分布状况，最大限度地掌握芒哥坡

会的相关资料，如芒哥坡会所包含的文化、艺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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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手工技艺等全部状况，并将普查所获得的资料归

类、整理、存档，建立芒哥坡会文化数据库。

２．加强人才保护与培养

笔者通过实地调查得知，目前安陲芒哥坡会的

一些传统项目面临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危机。如

传统踩堂曲很多年轻人已不会吹了，现在只有６０—

７０岁的 老 人 会 吹。因 此，保 护 和 培 养 人 才 刻 不 容

缓。为此，可以采取建立人才档案，争取财政拨款和

社会捐助，设立人才保护基金，通过评选十佳民间艺

人，对６０岁以上有影响、有贡献的民间艺人授予荣

誉称号并给予适当奖励与补贴，开展“乡土文化进校

园”活动，向青少年灌输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知识和保

护意识等措施来调动人们传承与发展安陲芒哥坡会

的积极性。

３．充分运用多种传承方式

可采取民间传承、协会传承和学校传承等方式，
来培养芦笙、芒篙制作、吹芦笙、编排芦笙舞、芒篙舞

的艺术人才。通过考察、访问芦笙制作、芒篙制作及

有关歌谣、吹芦笙、斗牛、斗马的老艺人，将其技艺以

文字和声像方式保存下来，以方便后来人学习。同

时还可以在 大 学 及 中 小 学 开 设 芒 哥 坡 会 文 化 传 习

班，聘请民间艺人到学校任教，进一步推动芒哥坡会

的发展，从根本上解决安陲芒哥坡会的传承难题。

４．制订芒哥坡会文化保护、发展的政策条例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

次会议通过并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法》，相关部门可以此为依据根据安陲芒哥坡

会的特性和需要来制定有利于其发展的条例，如制

定《安陲芒哥坡会知识产权条例》、《安陲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条例》、《安陲芒哥坡会保护与传承计划纲

要》等，以有效地对坡会的保护与传承工作规划的实

施进行监督，同时还能有效整合社会力量，为安陲芒

哥坡会的传承与发展提供思想指导和政策保障。［７］

５．旅游带动，扩大安陲芒哥坡会知名度

乡党委、乡政府要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发

展地方特色旅游事业相结合，合理利用芒哥坡会开

发具有地方特色和市场潜力的文化产品，开展文化

服务。同时，要推动芒哥坡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支
持在安陲重点旅游景区适当位置设立芒哥坡会文化

展览展示展销厅；支持以“传统手工技艺＋民俗＋旅

游＋公司”的模式，设计制作具有安陲特色、代表安

陲形象的文化旅游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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