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侗族传统节日“六月六”的审美意蕴及文化传承

——以黎平侗族“六月六”为个案分析

徐业礼

黎平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贵州 黎平 557300

【摘 要】：侗族“六月六”是侗族人民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是凝聚人心、传承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途径。“六

月六”作为侗族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反映的是侗族特有的文化心理标识，同时寄托着人们赋予它文化意义与情感表

达，其审美意蕴凸显。因此，传承好侗族“六月六”这一传统节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六月六”；审美意蕴；文化传承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省份，主要聚居着苗族、侗族、布依

族、土家族、仡佬族、瑶族、彝族等少数民族。在这些少数

民族中，传统节日众多，其文化特色也多在传统的民族节日

里得以充分体现。比如生活在贵州省黎平县的侗族，其节日

繁多而隆重，主要有“春节”、“祭萨节”、“三月三”、

“六月六”、“吃新节”（7 月）、“相思节”（8月）、

“平安节”（吃甲戌）等，其中尤以春节、祭萨节和六月六

最为隆重。本文拟以黎平县侗族“六月六”传统节日为个案

进行分析，剖析侗族原生态民族文化的内在意蕴，以期为侗

族原生态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路径提高参考。

1 侗族“六月六”节日传说

“六月六”是侗族的传统节日，在黎平县传统习俗节日

中有“大节三六九、小节天天有”的说法。黎平“六月六”

在侗族民间被称之为“尝新节”或“天贶节”。因黎平的不

少侗族村寨在每年农历六月初六这一天要包粽粑，故又被称

为“粽粑节”。在黎平，民间关于“六月六”的传说众多，

归纳起来主要有五种：

一是“天贶说”。“天贶（kuàng）”有上天赠送之意。

相传，在宋真宗赵恒时期某年的六月初六日，宋真宗突然声

称上天要赐给他天书，其在高兴之余便下诏将这一天定名为

“天贶节”。同时，宋真宗还下令在泰山脚下的岱庙建造一

座宏大的天贶殿。因上天赐书这一天恰恰是农历的六月初

六，侗族先民为纪念圣上的恩德，便全民大庆，此传说也一

直延续至今。

二是“祭祖说”。在黎平的部分侗族村寨，历来有祭祀

侗族飞山大王杨再思的习俗。相传在很久以前，侗族先民由

于缺乏技术和管理经验，种植的粮食长势不好，收成不高，

人们仍然填不饱肚子。后有飞山神杨再思在“六月六”托梦，

教会了侗族先民“用粪水淋青苗”的方法。人们照此施行，

果然使粮食大获丰收。人们感恩于飞山神，便在每年的六月

初六备好祭品，到飞山庙祭祀飞山大王杨再思。祭祀完毕后

全寨聚餐，分享祭品。后来侗家人便在这一天将今年的新米

饭和鸡、鸭、鱼、肉供奉祖先，并取名为“尝新节”，一直

沿袭至今。

三是“缅怀说”。相传在南宋末年，杨姓侗族抗金名将

虽劳虽黎（侗名）因朝廷腐败，在既无援兵又无粮草的情况

下败阵。因害怕朝廷奸臣陷害，只好逃到今天的黎平洋寨，

并在这里开垦田地隐居下来。由于当地阴雨天气较多，再加

上多年无战事，将军的铠甲和弓箭生霉发黑。恰好在“六月

六”那天当地天气晴朗，将军便派人把铠甲和弓箭洗刷干净

进行晾晒。为犒劳部下，将军下令杀猪宰羊，并与民同乐，

欢歌燕舞，痛饮狂欢。后来，为了缅怀将军，侗家人一直保

持着“六月六”这一习俗，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入和

平年代的侗家人把晒铠甲换成了晒被子。

四是“爱情说”。侗族爱情故事众多，但以悲剧收场的

不少。相传清朝嘉庆年间的独坡寨，邹姓财主如花似玉的女

儿邹霞爱上了家中长工崔相郎，并在六月初六这天私定终

身，但却遭到了财主强烈反对。两个年轻人干脆私奔到岑榔

坡，以天地为证，以树为媒，结成夫妻。后来，财主勾结官

家，以盗官银的罪名将崔相郎害死。邹霞痛不欲生，于翌年

六月初六殉情。消息传开，方圆数百里三省坡周围的侗族青

年深受感动，便于每年六月初六这天相约到岑榔坡唱歌纪念

这对痴情男女，并逐渐演变成习俗。

五是“晒袍说”。在黎平、从江的许多侗族村寨，一直

流传着六月六晒龙袍的传说。每年农历的六月初六是龙王晒

龙袍的日子，这一天不能下雨，如果下雨就会打湿龙王的龙

袍。龙王一生气，就会干旱 120天。现在逐渐演变成了六月

六晒被子和衣服的习俗，只有这一天晒的被子和衣服不会发

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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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在黎平的地扪、器寨、岩洞、铜关等侗族村寨，

每年“六月六”是较为隆重的节日。每到这一天，人们都会

聚在一起，载歌载舞，纵情欢歌。有的村寨还专门选择这一

天为青年男女举行订婚仪式。“六月六”杀猪宰羊迎接姑娘

回娘家也是不可或缺的。这一天，寨子里所有嫁出去的姑娘

都会挑着鸡鸭、抬着米酒回娘家过节。娘家则会盛情款待，

尽其所有招待客人，与客人畅怀痛饮，不醉不归。

2 侗族“六月六”传统节日的审美意蕴

一是节日传唱的音乐之美。侗族“六月六”活动有一定

的程序性。活动开始，村民首先要到鼓楼举行祭萨仪式。这

时唱的歌曲是《嘎萨》，歌词汉意为：“步入歌堂三炮响，

三响铁炮七声钢，三响铁炮震，萨喜热闹叫咱进歌堂。步入

歌堂萨在前，萨走在前咱们跟，咱们跟随歌声起，萨喜热闹

叫咱把手牵。”歌词呈现的是一种对侗族祖先“萨岁”的尊

重，同时也体现出侗家人的一种谦让美德。活动期间，外来

客人较多，特别是嫁出去的姑娘和姑爷要回来，这时候侗家

人一首《迎客歌》便凸显出好客本色：“水悠悠仓下过，今

天客来拿啥待？唱歌待，唱戏待，有客到来心欢快。”其中

就体现了侗家人的谦虚与热情。“六月六”是一个集体欢唱、

载歌载舞的日子，青年男女之间的情歌对唱是必不可少的：

“哥哥编对草鞋怎不让妹妹我穿？她人得你相伴今晚故意

来看头牛吼叫”，歌词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侗族青年男女之间

深厚的情感。通过歌曲将内心的情感世界畅快淋漓的表达出

来，充分体现了侗家人长期蕴藏于心中的音乐之美。

二是节日体现的和谐之美。在侗家人眼里，“六月六”

的热闹程度仅次于春节。活动期间，祭萨一开场，四面八方

的人群便会相继涌向鼓楼，把鼓楼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祭萨

完毕，其它集体活动便相继展开。技艺展演是活动的重头戏，

如男女情歌对唱、多管芦笙表演、侗戏演唱比赛、侗笛演奏

表演等极具民族特色的节目接踵而至。期间，斗牛、斗鸡、

斗鸟场更是人头攒动。由于活动邀请了四面八方的亲友过来

庆祝，主人家会从田中摘取少许将熟的稻穗搓成米粒，煮成

新米饭，同时杀猪宰牛，杀鸡杀鸭，开田捕鱼，家家蒸糯米

饭，包粽子，宴请亲朋好友“尝新”。到了吃饭的时间节点，

主家会在鼓楼或鼓楼坪摆上长桌宴，桌面上摆满鸡鸭鱼肉和

米酒，主客之间开怀畅饮，猜拳纳令，好一派热闹非凡的和

谐范围。在这美好、和谐的的氛围里，原先寨邻之间产生的

一些矛盾纠纷，也在一片欢呼声中迎刃而解。由此可见，作

为民俗活动的侗族“六月六”传统节日，和谐美是其主要特

征。通过集体活动的参与，人们之间的情感得到了进一步升

华，友谊得到进一步加深，集体荣誉感也进一步增强。但令

人遗憾的是，由于打工潮的影响，目前侗族村寨里参加“六

月六”集体活动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同时，由于认知的原因，

许多年轻人对侗族音乐的爱好程度减弱，少数年轻人因受现

代多媒体特别是手机小视频、抖音的影响，对传统的侗歌既

不会唱也不爱唱，从而导致了后继乏人的窘况。

三是节日彰显的生态之美。侗族“六月六”是一种群体

聚集性活动，期间不管是展演的节目，如唱歌、吹乐器、技

艺展演、斗鸡斗牛等，抑或是活动结束后吃的物品，都是原

生态的，一些还是省级乃至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侗

族大歌。整个活动展示给人们的是一幅山水田园画卷，尽显

当地的生态之美、人文之美和和谐之美，充分彰显出人与自

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诗意融洽。

3 侗族“六月六”传统节日的文化传承

侗族“六月六”传统节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作为一

种传统节日，我们不仅要将其发扬光大，还要以此为平台，

更好地提升侗民族的文化影响力,促进当地经济的快速高效

发展。

一是政府倡导开展活动。各级政府部门要充分利用目前

国家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有计划、有目的的帮助侗族村寨

开展好各项民俗活动。可以借助一年一度的旅发大会，把侗

族“六月六”等民俗活动办好，充分彰显出侗族民俗节日的

巨大魅力。

二是村民自发组织活动。侗族“六月六”活动原本就是

一项存续多年的村寨集体活动，主要是由寨老进行召集。这

种形式值得广泛推广和传承。村民们利用自发组织的活动，

营造出喜迎八方宾客的热烈氛围,来表现侗族村寨古朴典雅、

原汁原味、水天一色的原生态精神风貌，并以此吸引众多的

游客到侗族村寨旅游，从而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增加村民

的收入。

三是利用媒体宣传活动。可以利用多媒体形态对侗族的

“六月六”等传统节日活动进行广泛宣传，特别是利用好当

下最为流行的小视频、抖音等形式，把“六月六”活动的具

体内容广而告之，提升侗族传统节日的大众知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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