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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川村调查》

内容概要

《波川村调查》内容简介：村庄，是农民的聚居地，也是农民生产和生活的社会形式。村庄形成于农
业文明时代，在中国最为典型和普遍，迄今依然是中国基本的社会单位。所有中国人，或是生于长于
村庄，或是父祖辈来自村庄。村庄是中华民族的根基，是我们走向现代化的立脚点和必须改变其内容
和形式的地方。认知中国的现实和历史，一个重要环节，就是了解村庄。
中国的民族经济，包括以下层次：一是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经济，二是中华民族五十六个支民族的经
济，三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不论从哪个层次的研究，都必须涉及村庄这个基本单位。以往的民族
经济研究和行政管理研究，对于村庄的关注，主要是在总体性的统计及对策方面，鲜有对某一村庄的
专注系统调查。这种情况使我们所从事的理论探讨总显得有些飘浮，言不及意，大而不当。反思许久
，不能不下决心从小处做起，将村庄调查作为根基，扎实做去。恰“九八五”项目实施，经费有所保
障，故组织本创新基地近百名教师带二百博士、硕士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结十五调查组，计划用
六七年的暑、寒假，从五十六个支民族中各选一二典型村庄，深入调查，总百余村，每村一书，为中
国民族经济三个层次研究，为政府行政决策，提供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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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吃火锅不仅北方常见，西南也有同类型的吃法。波川村的毛南族称吃火锅为“打边炉”，所用器
具也没有通常见到的火锅那样复杂，只是用铁制的“三脚灶”，上面放炒锅，下面烧干柴，边煮边吃
；有的则用风炉，炉内烧木炭，炉上放炒锅，一道菜一道菜地放进锅里，边煮边吃。把菜牛肉切成薄
片，涮牛肉吃，这种菜牛肉一层瘦肉夹着一层肥肉，像五花肉一样，肉质脆嫩清甜，不膻不腻，用来
打边炉，涮着吃，味道格外鲜美，比普通火锅的肥牛要强上百倍。　　在波川村调研时，每到夕阳西
下，结束了一天的劳动，在村文化活动室前的空地上，就有村民售卖自家制作的“米蜂仔”，又叫“
米虫”的大米或玉米制成的带汤型小吃，村中的谭月姣老人就经常拿着自家制作好的米虫到这里售卖
，一口锅放米虫，一口锅放汤料，再来上几种调味料，一元钱一碗，物美价廉，汤鲜味美，食客络绎
不绝。米虫可以用大米或玉米来制作，只要浸泡半天至一天就行了。再磨成米浆，放到锅里文火煨烧
，不时用锅铲搅拌，防止米浆沉底煳锅。经过两三个小时，米浆由稀变稠，成为米糊。这时把经过过
滤的石灰水一小碗倒入锅中和米糊搅拌，让米糊由白变成淡碱色，有明显的碱香味时，就把锅头抬下
来，这时趁热把米糊舀人米筛中。米筛下面盛一盆清水，米糊通过筛孑L，掉人清水盆里，由热遇冷
，便会凝结成两头尖的小颗粒，形如黄蜂蛹一般，由此得名“米蜂仔”。食用时拌以青椒、番茄、酱
等佐料，清凉嫩滑，喝上几碗，消暑解饿。.毛南族也喜好饮酒，待客更是要拿出好酒。这一点在波川
村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调研的许多农户家中都自酿白酒，他们酿制的白酒，酒精度数一般在20度
至35度之间，酿酒的原料有糯米、黏米、玉米、小米、高梁、红薯、南瓜等，各类酒都以所添加的原
料来命名。如用糯米酿制的就叫糯米酒，用红薯酿制的就叫红薯酒。酿制的各类酒都用本地产的酒曲
来发酵，有的据说还是祖传秘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种叫做“毛南红”的糯米黏酒，这种采用纯糯
米酿制的米酒，在酿造过程中添加多种有益人体健康的中草药，酒色金黄透亮，酒气幽香浓郁，入口
黏甜醇厚，这种酒度数不高，营养价值丰富，当地的毛南族妇女分娩后，有的就喝“毛南红”来滋补
身体，但是千万不可贪杯，酒虽是顺口，但可谓是后劲十足，稍不留意也会让人“陶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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