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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仡佬族》

内容概要

《中国仡佬族》介绍的是少数民族仡佬族，书中主题鲜明，图文并茂，创意新颖。如有关家庭礼仪、
取名习俗、婚姻习俗、节庆习俗等社会文化的介绍，让读者在趣读中增长知识，引发想象，充分体现
了一个古老山地民族的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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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二十四节气和有趣的农谚　　二十四节气是我国古代各族劳动人民独创的文化遗产，是我国
几千年农耕文化中的精华。人们根据月初、月中和日月运行位置和天气及植物生长等自然现象之间的
关系，把一年平均分为二十四等份，给每等份取了专有名称，就是二十四节气。仡佬族人民在长期的
生产生活实践当中积累了丰富的耕作季节性规律，对时令节气十分讲究，全年的生产都有计划地进行
。　　正月立春、雨水与数九。立春预示着进入春季，万物开始复苏；雨水则指春风遍吹，冰雪融化
，空气湿润，雨水增多。这时候，仡佬族一些地区有这样的农谚：“春打五九头，十圈老牛九圈愁；
春打五九中，十圈老牛九圈空。”主要指来年收成时有阴雨连绵的气候出现，这样稻草、玉米草就不
能晒干很好地保存，所以牛在第二年冬天过冬时会因为没有充足的草料而瘦弱死亡。雨水节前后，人
们便要整修农具，贮备柴火，翻犁田土，为春耕大忙季节做准备。　　二月惊蛰、春分前后，农人们
开始整土、运肥、种早包谷、修补沟渠。惊蛰指春雷阵阵，蛰伏在泥土里的各种冬眠动物开始苏醒过
来，也预示着春耕即将开始；春分则是指春季90天的中分点，这一天南北半球昼夜相等，我国大部分
地区越冬作物在这时进入春季生长阶段。仡佬族人在农历二月底之前，会准备好充足的肥料运到地里
，农谚称：“正月二月不挑粪，三四月间拄拐棍。”意思是正月、二月如果不把肥料运到地里，到三
月、四月农忙就会被动而耽误农时。人们认为惊蛰这一天要冷才好，如果天气暖和，则会有“倒春寒
”出现；还说如果二月初二晴，山中的树皮换几层，也能预测有“倒春寒”天气的出现。　　三月清
明至谷雨节前后，气候逐渐变暖，是春耕繁忙的季节。这时候，仡佬族农人开始大面积播种包谷和各
种豆类，育水稻秧和辣椒、土烟，有农谚称：“叮叮咚咚，谷雨下种。”育稻秧分两种：清明前后撒
早秧，称“清明秧”；谷雨普遍撒秧称“谷雨秧”。仡佬族育秧的传统方法是：先用水泡稻谷种，三
天后发芽，七天后撒在秧田里，隔四五天“晒水”，把秧田水放干使秧苗成长。用水拌清粪浇泼两次
，作追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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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民族全书》内容充分展示中国五十六个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全面探寻中国五十六个
民族波澜起伏的历史轨迹；深刻解读中国五十六个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真切反映中国五十六个
民族生机勃勃的发展前景；积极推动中国五十六个民族走向未来的团结进步；着力加强中国五十六个
民族面向世界的交流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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