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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黔桂边区少数民族稻俗与
日本稻俗的比较研究

＊

□刘芝凤，王　晓，谌香菊

［摘　要］　湘黔桂交界之地少数民族稻作民俗与日本稻作民俗文化共性高，两国稻作民族民间信仰

具有认祖功能、标志功能和平安心理的文化特征。同时还具有集体性、地域性、历史性、传承性和规范性。

日本稻作民俗无不打上湘黔桂交界之地稻作民俗的文化烙印。源于三省交界的南方水上丝绸之路，可能

是中国稻作文化最早传播到日本的主要通道之一，而湘黔桂交界之地可能是这条通道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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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和日本都是以稻为主食的国家，研究两国

稻作文化的渊源和特征，是因为稻米不仅是

维系中日 两 国 乃 至 世 界 一 半 以 上 人 们 生 命

的主食，更为重要的是如农学家游 松 龄 所 说：“它 塑

造 了 东 方 人 以 稻 米 为 主 食 的 文 化 和 精 神 面

貌。”［１］（Ｐ４５４）这种以稻作文化为血缘关系的民俗地理，

使两国人民文化寻根有了归属感。因湘黔桂交界之

地少数民族稻作民俗与日本稻作民俗有许多相似之

处，故笔者拟从中国湘黔桂交界 之 地 稻 作 地 区 历 史

上传承下来的稻作民俗，比较日 本 稻 作 文 化 中 的 稻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闽台文化遗产资源保护与产业化问题研究”（项目编号：１４ＡＧＬ０２５）；福 建 省 社 会 科 学 重 点 课 题

“闽台海洋民俗文化史”（项目编号：２０１３Ａ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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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民俗与民间信仰，探讨两国两地 因 稻 作 文 化 产 生

的文化共性和文化差异引申出的文化特征。

一、湘黔桂交界之地与

日本稻之路的地理关系

湘黔桂交界之 地 指 湖 南 西 部、贵 州 黔 东 南 和 广

西北部三省（区）交界之地，辖湖南省怀化市１２个县

市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８个 县 市 和 张 家 界 市

４区县，以 及 黔 东 南、铜 仁 地 区 部 分 县 市 和 广 西 桂

林、柳州部分县市，古为五溪之地，又称武陵地区，秦

代封为黔中郡，位于古代楚越交界之地。

日本稻作文化是通过东海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传

播的，日本学术界称之为“稻之路”。而 日 本 稻 作 民

俗与湘黔 桂 交 界 之 地 的 少 数 民 族 稻 作 民 俗 如 此 相

似，有一定的地理渊源。湘 黔 桂 交 界 之 地 的 大 动 脉

沅水是古代稻之路的国际传播通道。湘黔桂交界之

地境内武陵山、雪峰山脉平行纵贯，西部位于云贵高

原尾端，东接衡岳七十二 峰。发 自 黔 东 南 的 清 水 江

流至湖南西部时称之为沅江，为流 至 洞 庭 湖 的 干 流

水系。潕水、酉水、巫 水、辰 水 在 怀 化 市 沅 陵 县 境 内

汇入沅水，由西南向东北 进 洞 庭，过 长 江 入 东 海，融

日本海峡。沅水，自古成为 出 入 黔 滇 桂 最 便 捷 的 水

路通道，也是稻作文化的国际传播之路。

沅水流域先后出土了诸多稻作文化遗址和与海

上丝绸之路相关联的文化遗址。如中国最早的农耕

祭祀文化遗址———距今七千八百多年的怀化市洪江

高庙遗址。湘西保靖县文化馆珍藏了一块比香烟盒

还小的“人虎搏斗”黄金佩饰，此物在西亚 考 古 中 经

常发现，在云南有类似的青铜佩饰，在五溪文化圈里

极其罕见。可以证明湘黔桂交界之 地 在 古 黔 中“海

上丝绸之路”中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怀 化 市 沅 陵 县

文物馆，有本地出土的嵌入许多古 西 域 琉 璃 珠 和 元

代的“至元通行宝钞”，以及元代长沙商人的广告纸。

黔东南镇远县城旧时古桥上，曾有一副对联，上面有

一句“缅人骑象过桥来”，传记古代缅甸人 骑 着 大 象

从桥上经过，带着贡品赶去中原向皇帝进贡的历史。

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丝绸宝 货，也 说 明 这 里 曾

是古代国际商贸路线。

二、湘黔桂交界之地与日本

类似的稻作民俗现象

湘黔桂交界之地，古为“楚尾越首”之地，司马迁

《史 记·货 殖 列 传》：“楚 越 之 地，地 广 人 稀，饭 稻 羹

鱼，或火耕而 水 耨，果 隋 蠃 蛤，不 待 贾 而 足，地 埶 饶

食，无饥馑之患，以故（此口）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

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①也说

明古楚越之间的湘黔桂交界之地是中国早期稻作地

区之一。２００５年中国文物考古新发现公布了距今７

８００年的湖南怀化市洪江（旧黔阳县）岔头乡高庙遗

址是中国最早的农耕祭祀文化 遗 址，说 明 此 地 与 中

国最早的稻作发源地有着深远 的 渊 源 和 血 缘 关 系，

为日本稻作文化寻根提供了理论基础。

（一）湘黔桂交界之地与日本相似的稻作生产民

俗

１．相同的生产工具及生产过程

１９９７年，萩原秀三郎在湖南怀化市新晃侗族自

治县和芷江侗族自治县考察稻 作 文 化，从 稻 田 耕 作

到农家生产工具，将 锄 头、箩 筐、扁 担、镰 刀、犁 耙 等

生产工具一件件排列出来，进行比较与辨别，认为这

里的每一件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与日本稻作地区的

生产工具与方式一模一样，让人感到十分亲切，恍如

回到东海彼岸的家乡。

两地传统稻作 技 能 从 插 秧 技 能、中 耕 技 能 到 收

割的方式均一致。湘黔 桂 交 界 之 地 的 侗 族、苗 族 收

割糯稻时不用镰刀，而是用一种特制 的、只 有３～４

厘米长的“手 镰”一 穗 一 穗 地 割 剪，收 获 后，连 秆 带

穗捆扎好挑回村寨用禾晾挂着 晒 干，再 收 回 谷 仓 储

存。食用时，取出一部分，舂谷成米食用。日本摘禾

的特殊工具与之相同，在日本弥 生 时 代 出 土 的 农 具

中，有与古黔中（湘黔桂交界之地）一模 一 样 的 石 制

“石刀”（实即手镰）。可见两国古代的脱粒方式完全

相同。

两地晾禾的特 殊 方 式 相 同。古 黔 中（湘 黔 桂 交

界之地）的“干栏式建筑”为什么会有复檐呢？（产量

大的地方，野外还要立高大的“禾晾”）就是为了晾禾

把的需要而设置的。许多人都不 明 白 的“干 栏 式 房

屋”要做复檐的原因即源于此。日本农家也是“干栏

式建筑”，也有复檐。在 日 本 农 村，这 复 檐 也 是 作 晾

禾把用的。可见两国古代的晾禾方式完全相同。后

来，这复檐也就成了建筑的一种装饰，变成了重檐飞

阁式房屋的特殊造型，成了显示 中 日 两 国 宫 殿 式 建

筑豪华壮观的主要艺术形式。

两地稻作脱粒技能类似。由于原始粳糯不易脱

粒，因此湘黔桂交界之地的少数 民 族 稻 作 脱 粒 技 能

方式非常特别。旧时是 用 一 块 光 滑 的 石 板，将 要 脱

粒的禾把放在石板上用木棒反 复 搓 揉，将 谷 粒 搓 下

来。在２１世纪初，一 些 边 远 的 山 村，要 把 粳 稻 的 谷

壳除掉，仍然靠 木、石 做 的 杵、臼。而 日 本 弥 生 时 代

出土的农具中，就有与 古 黔 中 一 样 的 杵、臼，可 见 得

日本古代的粳稻脱壳方式与湘黔桂交界之地所在的

①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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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黔中郡稻谷 脱 壳 的 方 式 一 致。［２］（Ｐ１０）中 国 新 石 器 时

代的稻作遗址中，经常出土有精美 的 石 磨 盘 和 搓 禾

棒，正是粳稻的搓禾盘和搓禾棒，日本在古代也是靠

手来脱粒的，日本堀家本《四季稻作图卷》一书上，还

画有日本农妇围坐一起用手为禾 把 脱 粒 图，与 湘 黔

桂交界地区稻作习俗基本一致。

２．相同的稻种培植技术

湘黔桂交界之地原始稻种培植与日本相同。水

稻分籼稻和粳稻两种，这两种又各分“粳”与“粳糯”、

“籼”与“籼糯”两种。据湖南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

介绍，古湘黔桂交界之地一带最早 发 明 与 种 植 的 是

一种原始的“粳糯”。

有史以来，湘黔 桂 交 界 之 地 的 糯 稻 就 是 人 们 生

活中不可缺少的食品和祭物。以侗族为例，据考证，

侗族地区早在公元前２０６年以前就有数万户聚居的

历史，远古时期统治 者 多 以“蛮”“苗”“越”称 湘 黔 桂

交界之 地 包 括 侗 族 先 人 在 内 的 少 数 民 族。侗 族 是

１９５３年以后 由 人 民 政 府 法 定 的 族 名。侗 族 古 时 自

称是“粳民”或“糯民”，即种糯稻的人。至 今 此 区 域

还有一些侗族村寨，累年只种糯稻，不种常规稻和杂

交稻。如黔东南黎平县双 江 乡 黄 岗 寨，自 古 到 今 只

种糯稻，长年累月吃糯米。这 种 原 始 的 生 产 生 活 方

式，顽强地传承着古楚越交界之地 原 始 的 生 产 方 式

和生活方式。

日本在三千年前后从中国引进的稻种也是原始

的“粳糯”。松岗格认为，日本的稻种之源是糯稻，传

承与粳、糯非常多的关联的习俗。台湾日据时期，日

本统治者 曾 用 高 压 政 策 强 迫 台 湾 的 原 住 民 耕 种 糯

稻。说明日 本 的 稻 种 最 早 源 于 粳 糯 的 理 由 是 可 信

的。① 林河认 为 日 本 的 古 倭 族 人 就 是 古 黔 中 郡（三

省交界武陵地区）的稻民随着水上丝绸之 路 迁 徙 到

日本定居后的族称，倭字 与 糯 字 音 近。如 日 本 称 自

己是稻作民族，称自己的国家为“倭奴”，称自己的民

族为“大和 民 族”，称 祭 祀 糯（Ｎｏｕ）神 的 乐 舞 为“能

（Ｎｏｕ）乐”等，都应该是继承古黔中“粳糯文化”的结

果。［２］（Ｐ１０）

３．共同的祭牛与尝新习俗

在湘黔桂交 界 之 地，不 论 是 侗 族、苗 族、土 家 族

还是瑶族和当地汉族，都有农历四 月 初 八 牛 过 节 的

生产习俗，又称“牛生日”或“牛王节”。即 农 历 四 月

八这天，不论多少事需要 使 用 耕 牛，牛 都 不 能 使 用，

各家各户都会给牛放假，让牛尽情休息一天，给牛喂

最好的青草，吃甜酒（红糖煮甜酒）、蛋、黑（红）糯 米

饭或其他的好食物，放牛 到 水 塘 里 泡 澡 等。四 月 八

牛过节，古时又称祭牛。稻 作 民 族 在 开 秧 耕 田 农 忙

之前，让牛好好休息一天。

杨国才在《中国大理白 族 与 日 本 的 农 耕 稻 作 祭

祀比较》一 文 中 介 绍 了 日 本 也 同 样 有“给 牛 披 红 挂

彩、置彩鞍 的 习 俗。于 插 秧 前 有 给 耕 牛 喂 精 粮、鸡

蛋、糯米、红糖的 传 统。牛 神 祭 在 日 本 的 四 国、九 州

等地比较普遍，村民多设祠祭之。‘牛之正月’‘马之

年越’‘春驹’等祭祀仪式，在日本也盛行”。［３］说明日

本祭牛的习俗，不仅与云南稻作民族白族相似，与湘

黔桂交界之地稻作民俗也一致。

在湘黔桂交界 之 地，每 年 的 农 历 六 月 六 或 六 月

六至六月十三（高山地区）之间，壮族、侗族、苗族、土

家族等有 过 半 年 尝 新 习 俗，又 称 尝 新 节 或 吃 新 节。

这一天，村民们摘取几 穗 新 谷 带 回 家 办 个 祭 典。剥

几穗新谷米与陈米混合煮熟，再 在 做 好 的 整 条 鱼 上

置放几穗新谷，寓意年年有丰收 余（鱼）。先 祭 祖 先

神之后，再把做成的新 米 饭 祭 天 神、土 地 神、五 谷 神

等，最后全家尝新，又称吃新米。

尝新节在日本也十分流行并得以传承。在日本

伊势神宫，９月上旬举行的拔穗祭典，纳入内宫神域

里皇室稻仓后，煮成御饭。按古代礼仪，在神尝祭当

日，供奉的御饭是要供 奉 皇 祖 天 照 大 神。日 本 学 者

欠端实对日本尝新节的缘由进 行 分 析，认 为 水 稻 之

所以丰收，是因为稻田边的神树保佑，所以尝新要先

祭神树“斋女在斋田旁边种下神木以迎产灵之神，拔

下稻穗以供奉”。所谓神尝祭，被认为是皇祖天照大

神以稻魂为体，来更新 自 己 神 威 仪 式。现 在 日 本 伊

势神宫所例行的神尝祭，被认为 是 天 皇 向 皇 室 的 祖

神天照大帝供奉新谷仪礼。［２］（Ｐ６）据登山修考察，日本

奄美大岛 濑 户 内 町 稻 作 习 俗 中，每 年 都 有“挂 穗 习

俗”。即农历六月戊日，村 民 去 田 里 割 回 一 把 稻 穗，

剥去其中几粒稻谷的壳，把它们 与 陈 米 混 在 一 起 煮

熟吃。这天被称为“开始吃新米之日”或“开 始 收 割

新稻之日”。［４］（Ｐ３１７）

两国生产习俗 中，还 有 开 秧 门、歌 舞 催 春（日 本

传统上栽种之时有歌舞促进；湘 黔 桂 交 界 之 地 历 史

上就有锣鼓薅秧之习，土家族的 这 一 习 俗 还 列 入 了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诸多相同、相似的习俗。

（二）湘黔桂交界之地与日本稻作民族相似的民

间信仰习俗

１．相似的巫傩文化信仰

湘黔桂交界之地稻作民族巫傩文化早于日本的

农耕祭祀巫傩文化。湖南怀化市洪江（原黔阳县）岔

头乡岩里村高庙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陶片，留存

有六级神塔（或可理解为航线灯塔？太阳照洪水，洪

水泛方舟）和大量太阳鸟、傩神（獠牙兽面）等陶器画

① ［日］松岗格：《日据 时 期 台 湾 稻 作 研 究》，２００９年７月 第１６
届世界人类学民族 学 联 合 大 会“百 越 稻 作 文 化 的 国 际 变 迁”专 题 发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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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在２００５年中国文物考古新发现中将此列为第二

大发现，并确认为中国最早的农耕 民 间 信 仰 祭 祀 文

化遗址。高庙遗址发掘的 陶 器 上，保 存 着 大 量 的 巫

傩画面，印证了历代“楚巫之盛”学 术 观 点。尤 其 是

长着獠牙的兽面，与前几年在日本 年 祭 时 展 示 的 獠

牙兽神非常相似。很明显与湘黔桂交界之地巫傩文

化有相似之处。

湘黔桂交界之 地 人 信 鬼 神，尤 其 是 稻 作 过 程 中

逢节有祭，逢祭有俗，逢俗有傩。即戴着面具起舞的

还愿习俗。怀化市沅陵县 七 甲 坪 乡，几 乎 是 村 村 都

有傩坛。一个坛代表一个 有 专 业 师 从 的 傩 技 班 子，

从事傩文化的师傅们多是祖传或师传。

在日本，鬼神 信 仰 自 古 就 有，戴 着 面 具 受 祭，被

日本稻作民族称之为假面神的傩 面 神 人 化，一 般 在

旧时稻作礼仪中十分普遍。据日本学者波照间永吉

考察，在日本的冲绳八重山的稻作礼仪中，自古以来

就会举办一年一度的稻作礼仪传 统 节 日，象 征 性 地

表示农耕社会的情况。稻作生产虽然不再是国民经

济的唯一，但节日活动的 构 成 与 过 去 一 样。以 西 表

岛古见村为例，从１月到１１月，均 有 以 水 稻 为 内 容

的祭祀活动节庆日（略），西表岛古见村每 年 阴 历 六

月收割完水稻后选择水日举行感 谢、祈 祷 丰 收 的 祭

祀。第一天白天分男女各 项 祭 祀 之 后，深 夜 举 行 来

访神（红脸、黑脸、白脸神）的诞生礼仪。村里把带来

丰收的来访神也称作祖先神。古见村的来访神是戴

着红色假面具、戴着白色假面具和 戴 着 黑 色 假 面 具

的红脸神、白脸神及黑脸 神。这 三 尊 神 都 是 全 身 披

着蔓草的草装神，不是人 形。三 尊 神 的 由 来 有 个 故

事，说是上代古见岛三离岳有一勇猛之神，身披草木

之叶，头顶稻穗。来访神出现即为丰年，来访神不出

现即为凶年，岛民称之为 来 访 神 加 以 崇 拜。后 来 谨

言慎行神不再来访，岛内 连 年 灾 荒。岛 民 为 祈 求 丰

年，扮作来访神，备好供物，古见村各派一艘小舟，争

先恐后地出海相迎，祭之，得丰年，瑞气弥漫，自此毫

无懈怠地祭祀至今。［５］（Ｐ２９４～２９６）这个民间故事说明了一

个历史线索，就是冲绳岛上的来访 神 来 源 于 海 外 之

人。这些海外来者，随着大 海 之 舟 给 他 们 带 来 了 稻

种（带秆的稻穗，即糯稻）和栽培 技 术。所 以 为 了 纪

念这些外来的好人，他们 戴 着 面 具 扮 演 着，祭 祀 着，

传承着。而这些外来者是 不 是 中 国 人、是 不 是 古 湘

黔桂交界之地人还值得研究。戴着面具扮神的本意

与湘黔桂交界之地傩面出处一致。

２．相似的日月神崇拜

湘黔桂交界之地稻作民族除了巫傩信仰为主要

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之外，民间信仰中的日月神、土

地谷神崇拜也十 分 重 要。如 黔 东 南 黄 平 县 的 亻革 家

人将太阳崇拜作为本民族的主体文化传承，亻革家姑

娘戴的是太阳四射的红缨帽；结 婚 的 妇 女 戴 在 头 上

的是没有红缨穗的红条圈；老年 妇 女 头 上 的 发 髻 包

的是用发丝绕成的太阳（圆球）和月亮（半圆 Ｕ形），

以示对太阳和月亮的崇拜。

在湘黔桂交界 之 地，对 太 阳 崇 拜 的 民 间 信 仰 还

表现在很多习俗上，如开秧门时，户主守在自家的水

田东头（太 阳 崇 拜）插 五 根 生 命 力 顽 强 茂 盛 的 芭 茅

草，以示新年禾苗茁壮成长，即为开秧门；老人逝世，

置在堂屋的灵堂，头一定朝东（太 阳 崇 拜），脚 朝 西；

湘黔桂交界之地瑶族的头饰就是一个大 太 阳（黄 红

色的彩带绕圈绕成的大圆盘）；侗 族、苗 族 服 饰 中 都

是圆（太 阳 崇 拜）为 中 心，将 太 阳 直 接 绣 在 服 饰 上。

在祭祖的仪式中，众人歌舞娱神 娱 人 的 舞 蹈 队 形 也

以圆（太 阳 崇 拜）为 主 体。此 区 域 各 民 族 还 有 鸟 崇

拜。在所有祭祀中，祀奉 的 祭 品 中 必 不 可 少 的 是 太

阳饼，或太阳粑（圆形糯米粑）。这 与 日 本 祭 祀 时 必

不可少的太阳粑从形式到内容 和 意 义 几 乎 一 致，如

出一辙。土家族老人们心中的太阳是“太阳神”。开

秧门时全家人要面对太阳，等太阳升起的那刻，要跪

叩三拜，而且还要唱太阳歌。

日本大 和 民 族 也 是 农 耕 民 族，信 仰 太 阳 神 鸟。

奄美、冲绳、南部诸岛信仰白神鸟的人多。萩原秀三

郎在《稻と鳥と太陽の道：日本文化の原点を追う》

一书中，对湘黔桂交界之地太阳 崇 拜 和 太 阳 鸟 崇 拜

与日本的太阳崇拜和太阳鸟崇拜作了详细的对比与

研究，他认为，湘黔桂交界之地稻作民族地区的太阳

崇拜和太阳鸟崇拜与日本民间信仰的太阳崇拜和太

阳鸟崇拜有诸多的相似。比如所有祭祀中都有太阳

粑的祀奉；日本人本身就把自己 看 作 是 太 阳 升 起 的

地方的人。湘黔桂交界之地侗族、土家族和瑶族、苗

族祭祖都要敲太阳神鼓，把太阳 神 鼓 当 作 祖 先 灵 魂

寄托的地方，这一点在 日 本 得 到 完 整 的 体 现。日 本

民族在农耕祭祀中也要敲太阳神鼓。湘黔桂交界之

地各原住民在传神时要穿百鸟衣，跳（模仿）鸟舞，日

本民族在农耕祭祀中 也 要 穿 鸟 衣、跳 鸟 舞。侗 族 的

“雒神殿”雕塑有大量的栖鸟，日本的神 殿 前 立 的 版

坊则称为“鸟居”。侗族神话中太阳是九个而不是十

个，在日本本岛的“中国地方”，神幡上同样绣着九个

太阳。侗族、苗族和土家族在丧俗中必有鸟崇拜，就

连戴孝，头上也会插着鸟羽毛，认 为 自 己 是“鸟 的 传

人”。而日本民族则有 八 咫 鸟、不 死 鸟 的 传 说，也 同

样认为自己是鸟的传人。湘黔桂交界之地古庙及寨

门的屋檐上都是利用鸟形当成 房 屋 檐 壁 的 支 撑 柱，

与日本的“鸟 居”一 致。［６］（Ｐ２５～７５）萩 原 秀 三 郎 和 林 河 先

生都在自己的论文或论著里列举了这些相同相似的

文化现象。

林河 先 生 认 为，在 日 本 的 奄 美、冲 绳 及 南 部 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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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人们称白鸟神为“阿傩日”姊妹神，这“阿傩日”是

意译，若 是 译 音，则 叫“阿 傩 利”。“阿”是 发 语 词，

“傩”是“神鸟”，“利”是“太 阳”，“阿 傩 利”的 意 译 就

是“太阳神鸟”。“阿 傩 利”又 有 称“濮 傩 利”的，“濮”

的含义为“葫芦神”。因为，在农耕 社 会 之 前 的 渔 猎

社会，古 黔 中 人（湘 黔 桂 交 界 之 地）崇 拜 的 是 葫 芦

（濮）而不是鸟，所以自称为“濮”，意即“葫芦神的 传

人”。到了农耕社会，人们 种 植 粳 糯 成 功，便 改 称 自

己为“粳民”或“糯 民”，即“种 粳（或 糯）稻 的 人”，将

“人”改称为“傩”，即“鸟的传 人”。旧 有 的 称 谓———

“濮”，则改作“祖公”和“祖住地”的代名词了。在 先

秦时，称“古 黔 中”为“濮 地”，称“黔 中 人”为“濮 人”

（古书上有“濮在楚西南”之语），就是这 样 来 的。因

此，“濮傩利”的含义可以作“太阳鸟祖公”解，也可作

“来自古黔中（濮）的太阳神鸟”解。［２］（Ｐ２３～２４）由此可知，

日本的奄美、冲绳及南部诸岛与中国古黔中（湘黔桂

交界之地）的关系之深。这个观点的田野个案调查，

随处可考。

（三）湘黔桂交界之地与日本稻作民族相似的生

活习俗

１．相似的“火塘”文化

在湘黔桂交界 之 地 稻 作 民 族 的 生 活 习 俗 中，火

塘文化最有特点。比如，湘 黔 桂 交 界 之 地 古 时 的 厨

房没有灶，只 有“火 塘”，古 时 人 们 是 围 着“火 塘”而

眠。随着水上丝绸之路的 通 达，外 来 文 化 影 响 了 湘

黔桂交界之地，人们开始睡床，但火塘仍然保持着原

有的文 化 内 涵。即 火 塘 仍 然 是 全 家 人 或 全 族 人 议

事、聚会的活动中心。广西龙胜、贵州黎平和湖南通

道三省坡的侗寨，大多数人家一个 火 塘 几 乎 占 了 一

间房的三分之二，其他地区，火塘的面积仍然占据一

间房（厨房）的三分之二或三分之一。“火 塘”生 火，

柴火上放着“三脚吊 架”，“吊 架”上 悬 着“鼎 锅”，“火

塘”周边有碗柜、长凳、短凳，“火塘”上面还 吊 着“烘

棚”，烘着各种五谷杂粮。人们就围着“火塘”煮饭炒

菜、烤火抽烟、议事论理、说古道今，青年男女们在火

塘边行歌坐夜……

日本的农家火 塘，与 湘 黔 桂 交 界 之 地 火 塘 一 模

一样。诹访春雄三进湘黔桂交界之地进行稻作文化

考察，认为从湘黔桂交界之地一带的火塘文化、吃团

饭、糯米酒的烧制、做太阳 粑 祭 祀、吃 煸 米 等 习 俗 都

与日本稻作民族传统的饮食一模一样。所以诹访春

雄教授一直坚持日本稻作文化的 根 在 中 国，在 湘 黔

桂交界之地。

２．相同的饭团、煸米饮食习俗

所谓吃团饭，就 是 用 手 将 饭 压 紧 成 团，做 成“团

饭”进食。这一风俗，至今仍然遗存在黔东南侗族南

部方言区，学术称指食。这 一 特 色 习 惯 在 日 本 却 至

今未变。东京街头小吃 摊 上，到 处 都 可 买 到 一 种 用

海藻薄皮包 裹 的 饭 头 卷，大 有 湘 黔 桂 交 界 之 地 “团

饭”的遗风。２００５年在黔东南黎平县黄岗村侗族考

察时，诹访春雄教授说侗族的饮 食 习 惯 与 日 本 的 饮

食习惯是一样的。

湘黔桂交界之地人爱 吃“煸 米”，即 把 粳 糯 的 生

米放到烧热了的石头上烧压成香喷喷的“煸米”做零

食或当作干粮吃。现在 的 人 们 则 把 糯 米 蒸 熟，再 撒

开晒干，打油茶时用炒茶之前的 油 炒 得 白 花 花 一 粒

粒膨胀，待茶做好后，撒在油茶面上，既香又脆，仍然

是现今湘黔桂交界之地人喜好之食。日本农村也保

留了这一“吃煸米”特殊的饮食风俗。

旅日学者凌云 凤 认 为，稻 米 不 仅 是 日 本 人 必 不

可少的主食，也是各种 仪 式 食 品 的 主 角。在 以 正 月

迎神为代表的各种节庆活动中，必 定 恭 恭 敬 敬 地 奉

上大米或饭团、糯米饼（用煮熟的糯米饭在木臼中捣

成）。象征太阳的铜镜在日本的 古 代 被 视 为 神 圣 之

物，因此在新年用糯米做成圆形的“镜饼”作为供品，

表示迎神祈福。另外，无 论 按 老 传 统 在 人 生 各 重 要

阶段，如出生、成人、结婚、生子时举行的“经过仪式”

上，还是在祝贺升学、毕 业、就 职 等 现 代 的 喜 庆 活 动

时，必定食用红豆糯米饭。例如，新生儿出生百日时

则举行称作“初食”的仪式，至少也得让 婴 儿 吃 进 一

粒红豆饭。甚至在举行 葬 礼 后 也 要 食 用 红 豆 饭，据

说是为了驱除秽气。红 色 被 认 为 有 辟 邪 的 力 量，红

米自古被视作圣物，有些地方一 直 将 红 米 饭 作 为 敬

神专用供品。据说因红 米 稀 少 珍 贵，逐 步 以 颜 色 相

近的红豆 饭 取 而 代 之。① 而 在 湘 黔 桂 交 界 之 地，糯

米至今是人们生活祭祀中重要的特品。新晃侗族自

治县的红米意义与日本红米的意义也是一致。

在湘黔桂交界 之 地 婚 丧 嫁 娶 的 习 俗 中，相 同 相

似的习俗也非常之多。如在距今七千八百多年的怀

化市洪江高庙祭祀坑出土的尸 体，是 抱 腿 倔 弯 式 的

倔葬，而在日本绳文时代晚期（距今三千年左右），倔

葬是那一时期的人文特征，诸如此类，不能不说日本

稻作地区生活习俗与湘黔桂交界之地的稻作民族生

活习俗有太多渊源关系。

三、湘黔桂交界之地稻作文化与

日本稻作文化渊源比较研究
关于中国稻作 文 化 传 播 到 日 本 岛 的 路 线，几 十

年来已经有不少学者在研究和 分 析，如 日 本 作 为 一

个南北狭长形的岛国，与大陆的 接 触 主 要 通 过 三 个

① 凌云凤：《从祭祀看稻作文化在日本的传承》，２００９年７月第

１６届世界人类学民族学 联 合 大 会“百 越 民 族 稻 作 文 化 的 国 际 传 承”

专题论坛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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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即西北方靠近朝鲜半岛，西方与中国江南沿海

相近，南方与台湾等岛屿 相 近。对 于 稻 作 传 入 日 本

的途径按目前日中两国学术界的 研 究 可 分 为 三 路：

一是北传说（由中国辽东半岛经朝鲜半岛 传 入）；二

是南传说（由东南亚或中国华南沿海经台 湾 传 入）；

三是西传说（由中国江南沿海直接传入）。

国际上得到大多数人公认的是日本稻作技术是

从中国大陆传播过去的。中日学者中多人认为是在

春秋战国到秦朝前后时期，长时间的战争硝烟，使得

江浙一带的越人逃亡海外，流落日本岛，同时带去的

水稻栽培技术和稻种在日本岛国落户。这个观点本

身没有错，也是历史的事实。此外，从闽南华安九龙

江通海的三千多年前的岩画、秦代徐福渡海、明代郑

和下西洋、唐宋的中国东南海上丝绸之路等等，无不

是日本 的 稻 之 路。稻 作 技 术 可 以 允 许 多 产 地 多 元

化，但民俗文化的相似性和共性，却说明两者之间一

定有着渊源传播关系。因为民俗是约定俗成且具有

“本性难移”之特征。如台湾和南 洋 的 闽 籍 人，不 论

移民几百年上千年，闽南 的 文 化 特 性 都 不 变。苗 族

移居美国也是数百年，仍 然 保 存 本 民 族 的 民 俗。说

明中国湘黔桂交界之地的稻作民俗可能在商周前后

从南方水上“丝绸之路”传播到日本岛国。

理由如下：一是 在 秦 始 皇 开 通 五 尺 道 的 官 道 之

前，民间交通是以水道为主，而湘黔桂交界之地是沅

水的发源地，从 湘 黔 桂 交 界 之 地—洞 庭 湖—汉 口 长

江—江浙入东海，从远古开始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西

南通东海的最大交通载体正是沅水。二是从日本学

者交流的信息看，日本最早的稻作 出 现 在 日 本 绳 文

文化时期的晚期，在弥生 时 代 成 规 模 地 展 开。这 一

时期正值中国商周－春秋战国－秦 始 皇 时 期，吴 亡

越，再越灭吴，直到秦始皇 统 一 六 国，古 越 人 带 着 稻

种渡海是很正常的现象。三是中国大陆的稻作文化

从南方水 上 丝 绸 之 路 直 接 传 播 到 日 本 的 可 能 性 极

大，因为如果是从陆路走，从 现 今 的 必 经 之 路 看，华

北一路没有沿线的早期水稻栽培，更 没 有 原 始 的 稻

作民俗，华南的稻作技术和稻作民 俗 很 难 经 过 华 北

地区进朝鲜半岛，再走日本。而从水上走，从长江进

东海可直接到日本九州。或中转时在朝鲜半岛有经

停，再进日本岛也是有可 能 的。日 本 的 冲 绳 岛 历 史

上曾经是中国的稻作地区，也是中 国 东 海 进 日 本 岛

的必经之路，从沅水带走的稻之路，经过冲绳再传播

到日本本岛的可能性非 常 大。总 之，不 论 东 海 稻 之

路如何行走，南方水上丝绸之路源 头 可 能 是 湘 黔 桂

交界之地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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