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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族文化进课堂

延伸阅读

本报记者杨杰 整理 本版图片摄影 包晓闽

10月26日，黔南州三都水族自

治县又迎来了第五批端节。

水族端节，是水族群众的传统节

日。这一节日，从头至尾长达49天，

其隆重程度与春节相似。

2006年5月20日，三都水族自

治县申报的水族端节，经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一个节日时长49天

水族端节：世界最长的年节

随着社会的发展，端节文化也
随之发生着变迁，即端节在其自身
结构的内部关系及与外界环境的关
系相对协调、功能相对稳定的条件
下发生有序、缓慢而持续的发展和
变化，端节初衷的家族同聚、亲戚
间走往增进水族内部成员的团结现
在演变成为没有亲属关系的朋友、
同事成了端节客源的一个重要部
分。

2023年10月31日，《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
名单》公布，水族端节项目保护单
位三都水族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中心评估合格。

近年来，三都自治县大力发展
民族文化旅游，每一次端节的到来
都是对过去岁月的一种回顾，也是
向新时代迈出的又一步伐。如今，
端节不仅是水族传统文化的活化
石，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
的亮丽篇章，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
探寻体验。

2024年端节，三都自治县充

分利用其“西部赛马城”的品牌优
势，发展赛马文化、赛马经济。10
月 1 日，三都水族群众开始过端
节。三都自治县就开始举办端坡主
题活动、骑乘体验、马术表演、非
遗文化体验、吃端宴、路边音乐
会、汉服展演、民族文艺表演等丰
富多彩的活动，喜迎八方宾客相聚
三都自治县体验世界最长年节，品
多彩民族文化，享“贵州村马”盛
宴。据统计，国庆假期前五天，该
县旅游接待人数超40余万人次。

10月1日这天，游客通过体验
骑马、坐马车、马术表演等水族马
文化元素系列活动与八方宾客共度

“马背上的双节”领略三都马文化
的魅力。在三都自治县中国西部赛
马城，游客们正在排队体验骑马，
游客在马背上骑马漫步，或策马扬
鞭，尽情享受骑马带来的乐趣。一
旁的观光马车拉着游客在赛马城周
围穿行，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大家在马车上拍照留念，尽情领略
赛马城的无限风光。

三都自治县还在赛马活动举办
期间，穿插举行了水族民族文化展
示活动，马尾绣、水族剪纸、特色
服饰一一亮相，展示了善良、勤
劳、勇敢的水族人民的生活、“这
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观看赛马，感到
非常幸运，国庆假期来三都真是不
虚此行。”浙江杭州游客刘桂云激
动地说。

三都水族被称为“马背上的民
族”，养马、骑马、赛马是水族人
民世代相传的习俗。 端节，是水
族人民祭祀祖先、祈求丰收最为重
要的传统节日之一。而赛马，则是
在这一节日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项
独具特色的体育竞技项目，它不仅体
现了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更是体现
了一种精神的凝聚，一种文化传统的
延续。三都自治县依托养马历史悠
久、马文化底蕴深厚的基础，将体
育、旅游、文化融为一体，为当地

“马上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动
力，有力带动了当地特色旅游发展。

三都自治县聚居着中国过半数的水族人
口，水族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该县有着

“中国赛马之乡”称号，民族文化底蕴深厚。
端节，是水族人民祭祀祖先、祈求丰收最为
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而赛马，则是在这一
节日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项独具特色的体育
竞技项目，它不仅体现了民族文化的独特魅
力，更是体现了一种精神的凝聚，一种文化
传统的延续。

10月9日，国家体育总局网站对十四届全
国人大二次会议中全国人大代表，三都水族
自治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凯提出的“关于支
持三都县发展赛马及相关产业的建议”作出
答复，明确表示：“我们支持三都县在条件允
许、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有序开展马术进校
园活动。中国马术协会骑手等级考核日臻完
善，此考核可服务于三都县在校学生，作为马
术进校园的措施之一，为青少年多种形式参与
体育课外锻炼提供训练标准和依据。”

同时，“鼓励三都县在校园推广普及的基
础上，发挥体校、社会俱乐部等各方资源力量
和专业优势，加强马术项目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培养，参加青少年马术赛事活动，选拔输送优
秀苗子，为马术项目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国家体育总局还表示：“三都县拥有较为
完善的赛马场和配套设施，我们支持、鼓励三
都县按照程序积极申办全国青少年马术、速度
赛马等赛事活动”。

国家支持三都开展
“马术进校园”

端节马术表演。

之六

水族的端节是什么时候？这需要根据水族
“水书”上的“历法”来推算。因此，认识
“水书”就尤为重要，传承了“水书”，就能传
承水族的文化。

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从小培
养学生学习传承民族文化知识，三都水族自治
县鼓励各学校把水书、马尾绣等极具民族特色
的课程引进课堂。

“子、丑、寅、卯……”走进三都自治县
中和镇中和小学，我们就被一阵非常特别的琅
琅读书声吸引了，走进教室一看，讲台上老师
正在教授水书。学生正认真地跟着老师在朗
读。正在讲台上给学生授课的这位老师是三都
县中和镇中和小学教师石天祥，54岁的石天祥
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水族人，从小跟随父母和寨
老学习水族文化、学习水书，师范毕业后，一
直服务家乡教育，从事小学教育教学32年。
2013年，中和小学确定开设水书课堂后，学校
就推举他担任水书班老师，为孩子们教授水书
知识。“我是水族人，跟父母在家一起讲水
话，在家长和寨老的影响下，学习了一些水
书，懂得了一些水族文化，所以学校就选我当
了中和小学的水书班的老师。”石天祥说。

石天祥在教学中非常重视读、写、用，并
且按传承人的标准要求孩子们努力学习和掌握
水书知识。孩子们也非常认真地跟随老师学
习、书写，并掌握了一定的水书知识。

据了解，中和小学为了让孩子们能够更好
地学习水书，学校根据学生实际，立足民族文
化特色，组织老师编写了适合学生学习的教
材。“为了继承和弘扬水族文化，我们学校非
常重视水书教学，从2013年就开始举办水书
班，从娃娃抓起，每周都按两节课进行。”石
天祥说。

古老水书记载着水族历史。

端节，水语称为“借端”。
“端”，意为“岁首”或“新年”；
“借”，意为“吃”。水族有自己的
历法，端节一般在水历十二月至次
年二月（约在每年10月1日—11月
10日），水族地区分区域、分批次
过节，被世界纪录认证机构认证为

“世界最长的年节”和“世界最长
的民族传统节日”。

前四批端节过了，贵州村马看
了，水族铜鼓敲了，长桌宴吃了，
水族非遗文化体验了……

你以为节日已经过完了？10月
26日，三都水族自治县又迎来了
第五批端节。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水族群
众在端节的节日“大菜”是什么？

水族端节，最具特色的菜应该

是“鱼包韭菜”了。在过节期间，
每家每户的餐桌上，都离不开这道
水族群众的佳肴。

“鱼包韭菜”怎么做？
一般负责主厨的水族妇女，会

手拿三寸长的小刀，“刀尖要特别
锋利，划纸则破”，左手食指和中
指紧紧夹住鱼的腮部，刀从鱼头的
正中央直插下去破开，然后左手一
翻紧紧夹住鱼头，尖刀从鱼头处顺
延鱼的背脊直接破到鱼尾，取去鱼
腹中的杂碎等物，再将鱼翻开整齐
地摊放在案板上。

待鱼全部破开以后，再沿鱼背
翻开，用姜蒜、花椒、盐粉等调制好
的新鲜红辣糟铺到鱼的腹中，接着将
韭菜、广菜盖在辣糟上面，然后将鱼
背合拢，包住韭菜，用糯米草茎细致

捆扎几道，再用红辣糟涂抹在鱼的身
上。这道菜，顾名思义，称为“鱼
包韭菜”，又称“端节鱼”。

鱼包韭菜，作为水族端节期间
的主打菜，烹饪的时间较长，将菜
上笼，到烹煮结束，约需一个对
时，即十二个小时左右。而用火也
很有讲究，火要大小适宜，不可过
急或过微。急则火势过猛，致烹煮
不匀；火势过微，则火候不够，味
道不正。一般比较讲究的人家都采
用“焖”制的方法。这种制作法，
能将鱼的鱼骨鱼刺都“焖酥”，入
口顺滑，不担心鱼刺卡喉。

吃过端节的团圆饭后，寨子里
的青年男女少年儿童三个一群、五
个一伙开始相邀一起，将早已悬挂
的铜鼓、木鼓敲起来，庆祝节日。

水族端节传统的庆典活动主要
有家族祭祖、端坡赛马、文艺表
演、体育竞技、铜鼓和木鼓演奏
等。

水族端节赛马，是节日里具有
吸引力的节目，端坡又叫跑马坡，
在起点的地方一般比较平直，道面
也宽，过了约50米，道面就狭窄
了，而且还升高成斜坡，坡高可
达四五十度，道路窄的地方只能
容两匹马并行。赛马道路的距离

是以端坡的地形而定，有长有
短，一般200～300米。其竞赛方
式是：开道仪式后，众骑手便纵
马扬鞭奋蹄驰骋，所有的骑手都
循环往返地多次跑马，同时，是
自由结伴陆续起跑。水族骑手一
般是身穿轻装，马匹只备缰绳，
不配马鞍和脚套，骑手骑在溜光
的马背上，两脚夹着马肚子进行比
赛，优胜者将获得红绸冠马首，以
示荣耀。

水历的初一祭祖后，男、女老
少便穿上新衣，欢天喜地涌上端
坡。所有水族的青壮年、少年只要
有一匹马就可参赛。比赛时骑手不
分年龄大小、马匹不分优劣，3～5
人一组就可比赛。一般妇女不直接
参加比赛，但都喜爱观看，为自己
的亲人加油。比赛时，端坡上人山
人海，笑语喧哗，人欢马嘶，辛苦
了一年的人们在端坡赛马中得到尽
情地宣泄。

端节“大菜”：鱼包韭菜

赛马 节日活动精彩纷呈

传承保护带动特色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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