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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愁印迹
村史村事

盘州市淤泥乡麻郎垤村，位于该乡西部，距淤
泥乡政府3公里，东临鱼纳村，南接新村村，西界双
龙村，北毗苏座村，距水盘高速公路鸡场坪出入口
12公里，G246国道和县二级公路鸡淤线贯穿全
村。村庄占地面积3.6平方公里，拥有2806亩肥
沃耕地和3521亩葱茏林地，原始植被覆盖，生态
环境优良，一派田园风光。地貌上，麻郎垤村展现
出典型的丘陵景观，地势自西向东缓缓倾斜，平均
海拔约1700米，气候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类型，
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5.2℃左右，降水丰沛，适
宜多种动植物生长。

境内乌图河与双龙河在此交汇，形成一道道
蜿蜒的 S 形河道穿村而过，不仅滋养了这片土
地，也成了划分村寨南北的天然界限。全村由2
个网格、6个自然村寨组成，截至2023年底，共有
221户916人，全部为彝族同胞，居住在卡卯自然
寨为中心的区域。

麻郎垤村的历史可追溯至明代末期，是彝族
先祖阿普笃慕之子慕齐齐（又名慕阿齐）后人的
聚居地，自云南红河州迁徙而来，历经 400 多年
风雨。1950年8月，盘县淤泥乡政府初建，麻郎
垤村隶属第六区，直至1952年10月划归普古区
公所。至1956年7月，经安顺专署批准成立淤泥
彝族乡后到1958年改为管理区，麻郎垤村隶属普
古人民公社。至 1966 年淤泥公社成立到 1979
年，麻郎垤村称淤泥人民公社次嘎大队5-8队。
1980年改为麻郎垤村（下辖6个自然村寨）。至
1984年恢复淤泥彝族乡后，麻郎垤村隶属淤泥彝
族乡。一直到 1992 年 2 月撤并建时与鲁娜、沙
河、米妥彝族乡和苏座彝族乡的龙山、下苏座、上
苏座村合并成立淤泥彝族乡，麻郎垤村归属淤泥
彝族乡。

麻郎垤村民风淳朴，民族文化底蕴深厚，彝
族风情浓郁。古彝文经书、祭山、打秋千等彝族
传统文化代代相传。唱山歌是村民生活中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家家户户酿造的水粄酒也因为
独特的酿造工艺和醇美的口感，成为各种庆祝活
动时招待嘉宾好友的饮品。此外，麻郎垤村还是
当地最早种植苎麻并以苎麻纤维制作麻布、纺织
衣物的村落。

麻郎垤村依托劳务输出，商业创业、农业
种植与养殖以及蓬勃发展的乡村旅游，实现经
济多元化发展。刺梨种植与畜牧业为主要产
业。全村共种植 241 亩刺梨，年均采摘刺梨鲜
果 23.6 吨；牲畜养殖户 198 户，年产值达 979700
元。截至 2023 年底，人均纯收入达 16000 余
元，村集体经济积累 60 万余元、集体固定资产
值1100万元。

麻郎垤村 2008 年被授予省级“农民文化家
园”；2011年荣获“贵州省30个最具魅力民族村
寨”；2013年被授予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

“示范村”；2014年荣获首批国家级“中国少数民
族特色村寨”“基层群众自治示范村”“四在农家·
美丽乡村”省级示范点、“贵州省小康示范村”、省
级“文化产业示范村”；2016年被授予“贵州省特
色彝族村寨”；2018 年被司法部、民政部表彰为

“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
穿越四百年的彝寨记忆

“麻郎垤”，彝语，译为“四面环绕、环境闭塞”
“打不开、进不来”的避世之所，如同天然堡垒，适
合屯兵、居住之地。另一种说法，则是与本地苎
麻纺织业的起源相关。麻（种麻织麻纺麻）郎（彝
语助词）垤（坝子），寓意着村民在寨心坝子上共
享织麻纺线技艺的智慧与和谐。

自明末以来，麻郎垤村已历经400余年的岁
月洗礼。其先民是彝族祖先阿普笃慕（为彝族始
祖希慕遮的第 31 代，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彝族领
袖，是彝族共同尊奉的人文祖先，即是彝族共祖）
第六子慕齐齐（也称慕阿齐）的后裔，从云南红河
州迁徙而来。

据《西南彝志》记载，阿普笃慕娶三妻生六
子，即慕雅切、慕雅考、慕雅热、慕雅卧、慕克克、
慕齐齐。传至7至11代后（具体时间难以考证），
形成了武、乍、糯、恒、布、默六大部落，原居住地
逐步向滇、川、黔、桂、渝五省市区分迁，开辟各自
领地，史称“六祖分支”。

最早进入贵州的彝族先民主要是慕克克（布
部）、慕齐齐（默部）的后裔。其中，慕齐齐约在战
国时（有的资料为西汉末至东汉初，存疑）就进入
黔西北、黔中、黔西南一带。

明朝末期，为争夺地盘和权力，部落之间连
年征战，慕齐齐后裔（具体是哪一代无从考证）中
的一支彝族先民，在躲避战乱过程中，被麻郎垤
险峻的山峦、充沛的水源和宜人的自然环境吸
引，决定在此扎根，世代繁衍。

在麻郎垤北关方向有两条陡峻的山梁，叫
做凤凰山，又称“凤凰饮水”山。说起这凤凰
山，还有一段美丽的传说。

据传，古时的麻郎垤犹如一方净土，为抵御
外敌，彝族先民筑墙自卫。一日，有只绚丽的凤
凰在寨子上空翱翔，寻找栖息之地。村中有位叫
阿叶生的青年闻得“家有梧桐，吹叶引凤”的佳
话，遂在自家梧桐树下吹奏木叶，以悠扬旋律召

唤凤凰。
凤凰为乐声所吸引，缓缓降落，询问地名与

水源情况。阿叶生热情介绍，凤凰品尝了清澈甘
甜的河水，被纯朴的彝族先民保卫家园的行为所
感动，决定留下守护这片祥和之地。凤凰化身山
脉，不仅为麻郎垤增添了一道风景，更成为村落
的守护神。

生活在这里的彝族先民有自己的历法——十
月太阳历。彝族十月太阳历以十二属相轮回纪
日，三个属相周为一个时段（月），三十个属相周为
一年；一个月三十六日，十个月为三百六十天，十
个月终了，另加五至六日“过年日”，习称“过十月
年”，平年“过年日”五天，全年为三百六十五天，每
隔三年即第四年多加一天，即闰年（闰日）为三百
六十六天。如此调正岁差之后，每年平均为
365.25天，此与回归年（太阳年）密近。

彝族十月太阳历一年分为五季，五季分别以
木（春）、火（夏）、土（秋）、金（冬）、水（长夏）为代
表，一季分两个月，双月为雌，单月为雄。它以太
阳运动定冬夏，北斗柄指向定寒暑；它一年各月
的日数整齐，季节准确。根据彝族十月太阳历推
算，彝族火把节在每年的农历六月二十四前后一
段时间举行。

迁徙至麻郎垤村的彝族先民充分利用当
地丰饶的自然资源，开启了苎麻种植与纺织的
传统。

苎麻，作为优质的天然纤维作物，凭借其高
经济价值和实用性，成为制作耐用衣物和家用纺
织品的理想原料。它生长周期短，耐旱能力强，
对土壤要求不高，适合在麻郎垤村这样的丘陵地
形种植。

苎麻植株的成熟期较短，一年可收获至少三
次。收获后的苎麻需经过一系列处理，包括剥去
植株外皮、晾晒干燥，最终提炼出纯净的纤维。
这些纤维质地坚硬，带有自然光泽，非常适合手
工纺织。在麻郎垤村，妇女们运用世代相传的手
工技艺，将苎麻纤维纺成纱线，再借助织机，一梭
一线编织成精细的麻布。

由苎麻纤维制成的麻布，质地紧实，透气性
能好，耐磨耐用，是制作服饰的上佳之选。麻郎
垤村的居民利用这些麻布，设计并缝制出各式各
样的彝族传统服装，包括色彩斑斓的裙子、优雅
的披肩和精致的头饰，不仅实用，也承载着彝族
的文化符号和审美趣味。

麻郎垤村主要有甘氏、杜氏、柳氏、沙氏、谢
氏、王氏、车氏等11个姓氏居住。相传甘氏祖籍
从云南昭通迁入，与盘州市普古乡其尼惹甘氏同
宗共祖。柳氏家族从厂米迁入，为厂米柳氏妥腊
家支，今有柳氏祖灵洞在寨后狗打脱山梁上。

古老彝族文化的地理印记
在麻郎垤这片土地上，彝族语言文字、歌舞

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婚俗文化、节庆文化、
酒礼文化、建筑文化、毕摩文化等代代相传。其
中，较为突出的当数语言文字、毕摩文化和歌舞
文化。

说到彝族文化，不得不提到彝族文字——古
彝文。在学术界公认的世界六大古文字（中国甲
骨文、苏美尔文、埃及文、玛雅文、哈拉般文和古
彝文）中，古彝文是唯一还活着（使用）的文字，麻
郎垤的彝文就属古彝文。

古彝文（是相对于四川凉山地区“规范彝文”
而言的，在1980年后被凉山“规范彝文”取代），是
彝族文化的瑰宝，汉文史志称之为“爨（cuan，去
声）文”“爨字”“爨书”“倮倮文”“韪文”“夷经”；彝
文称之为“诺苏补玛”“乃苏讼纳”“聂苏索”“尼
斯”“阿哲苏”“纳苏缩”等。关于古彝文的产生
年代，现还无定论。根据不同的考古研究和出土
文物，古彝文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6000年前，
甚至有学者认为其历史可能接近万年。如《华阳
国志·南中志》和《后汉书·西南夷传》等书中均有
记载。

明清两代有书载，古彝文“字如蝌蚪、字母一
千八百四十”，是一种古老的音节文字，一个字形
代表一个意义。这些彝字从结构上看，有点、横、
竖、横析，大致有象形、会意、指事、假借四类。古
彝文独体字多，合体字少。滇、黔、桂一带则由左
向右竖行书写，日长月久，自成体系。

用古彝文记录的典籍涉及内容广泛，蕴含着
大量生产与生活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具有很
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和当代适用价值。在麻郎垤
村甘氏毕摩（彝族传统宗教中的祭司，专门负责
礼赞、祈祷和祭祀活动）第14代传人甘正贵（男，
1962年生）的藏书《古彝文》（家传手抄本）里可见
其风格。

这本有着400多年历史的书中，主要记载婚
丧嫁娶择日以及医学、天文等。据甘正贵介绍，
他还藏有《指路经》《招魂经》《解冤经》《通书》《献
牲经》《祝福经》等彝文经书及古籍文献30余部，
大部分都系手抄古彝文本。

毕摩，是一个特殊的身份，是彝族文化的主
要持有者，基本属“世袭罔替”，其最大的标志就
是拥有彝文经书。麻郎垤的彝文经书可以说是
毕摩的灵魂和工具。所以，毕摩爱惜经书犹如爱
惜自己的生命。

为了有效维护自身利益，毕摩一般拒绝将自
己的经书传抄、镌刻、复印等，只能自己抄写。此
举，虽限制了彝文的传播，却保证了彝文古老的
原始面貌。

麻郎垤的毕摩文化以经书和仪式为载体，涉
及彝族的哲学思想、社会历史、教育伦理、天文历
法、文学艺术、风俗礼制、医药卫生等丰富内容，
是一种保存完整的活态特殊原始宗教文化。

毕摩仪式则是为被祭送的亡灵和他们子孙
后代卸除孽债和孽祸，让亡灵轻松回归祖界，让
后代安居乐业、福禄安康。

博大精深的毕摩文化是彝族的核心文化，被
誉为“镶嵌在彝族文化中的瑰宝”。

此外，麻郎垤又是彝族古民歌（彝语称为“过
跺”，意为古时男女青年玩耍之话，全用三段式五
言句彝语演唱）歌师沙小四的故乡。对于沙小
四，村里人知道的并不多，只知道他是一位小有
名气的彝族古民歌歌师。

在麻郎垤，没有歌，不能行。生产生活、谈情
说爱、离合悲欢、对外交往、教育子孙……无处不
歌，无事不歌。

彝族谚语曰：“歌多多不过彝家，跳舞扭不过
彝家，天上的星星能数尽，彝家的歌舞数不完，要
问彝家歌舞有多少？请用海斗量一量。”“彝族生
来会唱歌，一唱就是几大箩，唱得太阳落西坡，唱
得金星从东来，百灵鸟听歌停了叫，牛羊听声忘

吃草，你若爱听彝家歌，请到彝家山寨来……”
彝族民歌从大的类别上可分为情歌（彝语：

曲谷）、山歌、出嫁歌（阿买恳）、娶亲歌（陆外）、丧
歌（恳和）、酒令歌（录主）等。演唱场景自由灵
活，可以在山间、树林、草地等地唱，有独唱、两人
对唱、群体对唱、集体齐唱和简单的二声部合
唱。歌词结构以七言四句为多见，也有四句一
问、四句一答的形式，其唱腔则根据唱词内容，或
流畅委婉，或抑扬顿挫，或温柔婉转，被当地人称
为“拉山腔”，极具艺术感染力。

情歌、出嫁歌、娶亲歌、丧歌的音乐受古民歌
“五言甸三段式”影响，每首曲调反复三次后即唱
完。情歌即可单唱，也可众人齐唱，更多的是众
男女青年齐唱，曲调粗犷、优美、抒情。

出嫁歌是嫁女场合唱的歌，演唱形式有集体
唱、独唱和赛唱，曲调细腻、深沉，大多属悲歌，往
往使人泣涕涟涟。因出嫁歌主要由女性演唱，故
被称为“妇女音乐”。

娶亲歌在娶亲场合演唱，一般由一男性歌师
领唱，其余男性附和，曲调欢畅，大多属欢歌。

丧歌在斋祭场合唱，一般由笔摩一人单
唱，曲调简单，多属说唱型，有的仅是一个乐句
的反复。

酒令歌，用于吉庆等隆重场合，一般是晚
辈给长辈或主人给宾客敬酒时唱，曲词简单而
热闹。

“山歌出在淤泥河，人可背来马可驮，前头
去了三匹马，后面还有九囤箩……”从经典彝族
歌曲《山歌出在淤泥河》中，可窥见这一带山歌
之丰富。

麻郎垤的山歌，曲调曲目繁多，一般而言，
词、曲不一一对应，一首曲可配任何一首词，反之
亦然。唱时配之以汉语、彝语或汉彝语混杂的附
词浅衬词。彝族山歌2011年5月被列入第三批
国家级非遗名录。

这里的彝族人民十分喜爱器乐歌舞，彝族的
乐器种类多，主要有月琴、唢呐、口弦、木叶等。

月琴，是彝族的传统乐器，其悠扬的音色常
在喜庆、闲暇或是静谧的夜晚响起。唢呐，在彝
族的祭祀活动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它常与其它
乐器相互呼应，形成阴阳两调和谐共鸣。口弦，
一种小巧精致的乐器，其演奏技巧独特——演奏
者需以唇舌控制声音的共鸣，通过手指轻拨金属
簧片，产生清脆悦耳的旋律。木叶，作为一种源
于自然的乐器，展现了彝族音乐的随性与自由，
其旋律深受山歌影响，充满浓郁的抒情色彩和明
快的节奏感。

彝族舞蹈形式多样，富有浓郁的生活情趣和
民族风格。当地小有名气的“搓蛆舞”，又称“跳
脚”“ 铃铛舞”，它是彝族在祭祀和节庆场合跳
的，以彩带、白带和铜铃铛为道具，以集体舞蹈为
表现形式的一种传统舞蹈。

“踏歌”又称“达踢”“跳歌”等，是彝族历史传
承悠久的最具群众性的一种舞蹈形式，即以篝火
为圆心，人们围成圆圈，领跳人在前吹奏芦笙等
乐器，其他人则随后携手搭肩而舞，其舞蹈动作
矫健，步调整齐成拍，跳时大家边跳边合拍而歌。

麻郎垤村较为完整地保存了彝族的语言文
字、生活习性、丧葬制度、婚姻习俗、行为习惯、服
饰文化、祭祀礼俗等，这些文化习俗共同绘就了

彝族文化的多彩画卷，使其成为贵州文化宝库中
的一份珍贵遗产。

彝族祭山与水粄酒的独特魅力
祭山，彝语称“米十儿古”，即祭山神。彝族

祭山是伴随着彝族的形成而出现的。彝族先祖
认为，山带给他们生存所必须的一切，他们开始
信奉大山，将其视为神圣之地不可侵犯，从而形
成对山神的崇拜和保护意识，祭山的出现便源
于此。

彝族祭山的真正起源已无从考证，它随着彝
族的产生和发展逐渐丰富起来，发展至今，已形
成完整的一套仪式，虽因地域不同而有差异，但
其保护生态的根本内涵却始终不变。

在麻郎垤，祭山分为大祭山和小祭山。大
祭山仪式由毕摩主持，在每年三月的羊日和猴
日举行。第一天扫寨，毕摩带领寨老及村里每
家一名男性绕全村扫一遍，把不干净的东西扫
出去。次日祭山，毕摩带领大家到山神树下献
酒献牲献饭，供祭盘州北部三大山神及村寨周
围的小山神，整个过程女性不可参加。

小祭山是由大祭山演变而来，一般是过年过
节时，在家中堂屋或院坝中供奉山神和祖先，且
只有家族中的男人参加。通过祭山活动，祈求山
神保佑寨子风调雨顺，村民安康，家族繁盛，一切
顺利兴旺。

麻郎垤彝族祭山活动赋予了山林以神圣
性，他们禁止人们在祭山之外的时间去祭山林，
更不能砍伐山上的树木，连自然掉落的树叶都
不能捡……这一系列行为是彝族人民以另一种
方式保护当地生态环境，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共生。

彝族祭山活动，不仅彰显其丰富的文化价
值，同时也为历史学、民俗学、生态学等多学科的
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2016年8月，祭山仪式
被列为盘县县级非遗保护项目；2018年3月，彝
族祭山节被列为六盘水市第五批市级非遗代表
性名录；2019年6月，彝族祭山被列入贵州省第
五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彝族祭山离不开酒。彝家有谚云：“所木拉
以以，诺木支几以”（汉区茶为敬，彝区酒为尊）。
在麻郎垤村，彝族水粄酒不仅是家家户户必备的
常用饮料型土酒，更深深根植于彝族人的文化与
传统之中。无论是在传统的彝族年、盛大的火把
节、庄重的祭山仪式等节庆，还是婚丧嫁娶，甚至
是日常生活中，水粄酒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成
为彝族人情感交流与文化传承的媒介。

据说，最早的水粄酒是由彝族祖先偶然酿成
的，随后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传统的酿酒技艺。水
粄酒的制作过程包括选米、拣米、洗米、浸泡、蒸
酒饭、拌酒饼、巢酒、灸酒等步骤，对温度和时间
精确控制，以确保酒的质量和口感。

麻郎垤的水粄酒，主要用糯米精心酿制而
成，彝语称“吉图”，其酿造历史悠久，制作工艺奇
异，工序简单，是彝家独特的绵甜纯酒，回味无
穷，并有提神纳气、祛寒助温、提神补脑、强身健
体之功效。

水粄酒的制作技艺在彝族内部世代相传，通
常是家庭中的长辈向年轻一代传授。在彝族社
会中，水粄酒不仅仅是一种饮品，它还承载着彝
族的社交礼仪、宗教信仰以及对自然的敬畏。

只要有远客到来，麻郎垤的彝族人多以水粄
酒代茶，先喝三碗再说。特别是喜庆日子、远方
贵客到来，那礼节就更隆重了，先敬拦门酒，悠扬
的调子声中由不得你不喝。

有朋自远方来，酒杯端起，笑脸漾溢，甜美的
歌声飘过耳际：“远方的贵宾，四方的朋友，我们
不长聚，难有相见时，这里有传统，美酒敬朋友 ，
一杯再一杯，酒香歌声飞，请喝一杯酒呀，请喝
一杯酒哟，想想老朋友，见见新朋友，一握朋友
手，就是一条路……”你若推辞，再端酒杯，仍一
样笑脸盈盈，歌声再起：“阿表妹端酒啊，阿表哥
拿酒来，阿表妹喜欢不喜欢也要喝，阿表哥喜欢
不喜欢也要喝，喜欢哩也要喝，不喜欢哩也要喝，
管你喜欢不喜欢也要喝！”席间酒歌一首接一首
唱，直至宾主尽欢。

长期以来，在生产、销售、消费过程中形成了
独特的水粄酒文化，是彝族人民生产生活的生动
体现。2015年，彝族水粄酒被列为第四批县级非
遗名录。

麻郎垤村现有彝族水粄酒传承人两个，其
中，杜克美（女，生于1971年2月）为市级非物质
文化传承人，柳啊会（女，生于1950年10月）被当
地人称为民间技艺祖师。杜克美家的水粄酒从
2012年以来，每年都要销售5千斤以上。

如今，水粄酒不仅在彝族聚居区广泛流传，
还逐渐走向外界，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欣赏这一独
特的彝族饮食文化遗产。

盘州市淤泥乡麻郎垤村村史村事盘州市淤泥乡麻郎垤村村史村事（（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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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郎垤彝族文化之迎宾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