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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浙江“两会”专题信息产品由浙江省公共图书馆信息服务联

盟各成员单位联合编辑。信息内容采自公开的报纸、图书、期刊、

数据库资源以及各大主流网站，每份专题我们都准确标明来源和

出处，摘选信息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合法性由发布单位负责。 

   本期专题由泰顺县图书馆编辑，如您需要更为详细的内容及

跟踪报道，请与该馆联络。 

 



2018 年“两会”专题信息                           畲族文化的探索与发展           

  
2 

 

畲族文化的探索与发展 

（图片来自互联网） 

    畲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是散居在我国东南部的少数民族之一。

它起源于广东潮州凤凰山，后迁居福建、江西、浙江，现多数与汉族

杂居。畲族主要分布在福建、浙江、江西、广东、安徽等 5 省 80 余

县市，其中 90%以上分布在福建、浙江两省的广大山区，其余近 10%

的人口分布在江西、广东和安徽省境内。畲族历史悠久，畲族人民在

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独具民族特色的民间文

化，但随着经济社会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畲族传统文化已经受到严

重冲击，许多畲族民间传统文化形式正面临着濒临消失的危机。本辑

将围绕“泰顺县畲族文化保护与发展”为主题，梳理各媒体所报道的

资料，从畲族文化概述、泰顺畲族文化发展现状到国内畲族文化发展

的经验借鉴来为我县畲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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畲族文化的概况 

畲族的源流 

畲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畲族人民勤劳智

慧、勇敢坚忍，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绚丽的畲族文化，形成 

了独具特色的民俗风情。 

潮州畲族人口虽然不多，但在历史发展长河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 

地位。 

隋、唐时期，畲族先民就已定居在这粤、赣、闽三省交界地。公

元 13 世纪中期，也就是南宋末年，史书上开始出现了畲族的古称“畲

民”和“輋民”。刘克庄在《漳州谕畲》一文中曰：“凡溪峒种类不

一：曰蛮、曰徭、曰黎、曰蜑，......在漳州曰畲，......畲民不悦（役），

畲田不税，其来久矣。”文天祥在《知潮州丞东岩先生洪公 

行状》中亦记载：“潮与漳、汀接壤，盐寇輋民群聚......” 

关于槃瓠的图腾崇拜，有许多美丽的民间传说。畲族世代相传的

民族史诗《高皇歌》唱：“蓝雷钟姓出广东、广东原来是祖宗”，“住

在潮州山林深”，“祖公葬地是广东”，“凤凰山上去埋葬”。这里 

的“凤凰山”指的就是整个凤凰山区。 

三十多年来，经过对凤凰山区，广东省内畲族聚居地和多次到闽、

浙畲族村的广泛调查并求教于畲族文化专家、学者，使我们对凤凰山

畲族文化州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也有了新的认识。我们发现，粤外各

地畲族传统文化与潮凤凰山畲族原有的历史传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

如今仍在绵延、传承着。我们归纳起来有八个方面的共同点：①同尊

凤凰山为祖居地、圣地，并相信凤凰山上曾建有祖祠和祖墓；②同唱

一首长篇叙事史诗《高皇歌》；③同崇拜反映“盘瓠”神话传说的“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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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④同拥一本“盘蓝雷钟”宗谱；⑤同样举行信仰以道教为主的

宗教传统民俗活动；⑥共同使用距今 1000 多年的含有“底层成分”

的语言———古畲语；⑦畲族妇女同着凤凰装服饰，头冠凤凰髻；⑧ 

共同沿袭风俗上的节日和诸多禁忌的节日和诸多禁忌。 

（来源：《畲族文化简史》） 

畲族史诗 

畲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许多优秀的民族文化，

其中最耳熟能详的就是畲族史诗巨作《高皇歌》，《高皇歌》又称《盘

古歌》 《龙皇歌》 《盘瓠王歌》，是一首长达三四百句的七言史诗。

它以神话的形式，叙述了畲族始祖龙麒立下奇功及其不畏艰难繁衍出

盘、蓝、雷、钟四姓子孙的传说。从全诗的整体结构看，大致分为五

个段落： 

一、简述从盘古开天到三皇五帝这段上古文明史，这段内容与汉

族典籍记载基本吻合。 

二、讲述先祖龙麒的丰功伟绩，龙麒由高辛帝皇后耳朵里的金虫

所变，他自愿领旨，斩杀番王胜利归来，被高辛帝封忠勇王，并将三

公主许配于他。 

三、畲人盘、蓝、雷、钟四姓的来历。高辛帝赐龙麒长子姓盘，

名自能；次子姓蓝，名光辉；三子姓雷，名巨佑；女儿招婿钟志深，

即姓钟。 

四、龙麒归隐山林创业的经历，龙麒迁居广东潮州凤凰山繁衍生

息，后在凤凰山打猎殉身，后世受其福荫，人丁兴旺。 

五、讲述畲人备受苦难不断迁徙的历程，告诫子孙要团结族群，

勿忘敬奉先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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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高皇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畲族文化的特色，还可以从

中探寻到其文化传承的历史渊源。《高皇歌》唱道：“凤凰山上去开

基作山打铣都由其”，“凤凰山上安祖坟，荫出盘蓝雷子孙”，都可

见其发祥地应在广东潮州的凤凰山。歌里还提到了一些主要的迁徙路

线，“走落福建去作田，亦何田地亦何山”，“古田罗源侬连江，都

是山哈好住场”，“乃因官差难做食，思量再搬掌浙江”。这些与史

料上畲人迁徙的记载基本一致，他们从广东潮州及周边开始，经闽西

南至闽东北，沿途经晋江、福州、闽侯、连江、罗源，而后进入闽东

的宁德、福安、霞浦、福鼎，部分继续向浙南方向迁徙，到达温州和

丽水各地，尔后扩散到其他地方，形成了“大分散，小集聚”的分布

格局。 

（来源：《走进山哈民族 畲族文化研究》） 

 

 

（图片来自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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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风情 

畲族的山歌，基本上是七言一句。称四句字为一条，多半是以一

条四句构成一个乐段，畲民唱山歌喜用“假声”发音。山歌是清唱而

歌，形式除独唱、对唱（也叫盘歌或盘诗）、齐唱外，尚有二声部重

唱，称-双条落" （即双音） ，乌迳镇鹁鸪洞曾有对唱山歌的能手名

叫蓝观音妹、蓝过路妹，她们村的习俗，以女对唱为主，她们能见物

有歌，逢事唱歌，从油盐柴米衣食住行，一草一木， 一禽一兽，耕

田割禾， 口出山歌，畲族妇女地位较高，男尊女卑思想不太严重。

解放后南雄畲民唱山歌，歌调基本与汉族相同 。 

畲族民间舞蹈多已失传。有«踏步舞»，原是畲族正月祭祀祖先典

礼中，由主持仪式的导师（畲族称祭师）跳的舞蹈，又称«猎捕舞» 。 

畲族民间工艺美术有着鲜明的民族特点，其中尤以服装的刺绣于

编织器等手工的制作方面最为显著。畲族妇女喜欢在衣裳和和围裙上

刺绣各种花鸟，及几何形象美丽的图案花纹。有的畲族妇女至今还保

存着服装花色集中在领上，由红、黄、绿、黑、水绿这样顺序排列成

柳条纹的图案。在上领的黑地上绣一些粗线条自然花纹，是水红黄颜

色。围身裙是大朵云头纹的图案花为其特征。裙边配用柳条原色图案

花纹，具有民族风格，十分醒目。 

畲族的编织物，主要有斗笠和合手巾带（即花腰带）两种。斗笠

制作精细，有花纹。这是汀州地方保存下来的手艺。南雄畲族的编织

物亦有幼篾斗笠，但较粗糙的，基本与汉族相同。畲族合手巾带主要

装绣是绣字。过去有“百年好合”、"五世其昌”等吉利话。腰带有

两种： 一种是长约四尺，宽六寸，用柳条组成的二方连续图案花纹

的腰带； 另一种是染花镂印图案。它和汉族的蓝花布一样。蓝地白

花，带子长约四尺，宽六寸。这是漳汀地区畲族妇女的装饰。 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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畲族妇女装饰与汉族妇女一模一样了 。 

历史上畲民经常过着迁徙不定的生活。他们就是“随山种摘，去

瘠就腴，编荻架茅为居· ， “植粟种豆以为食”，“结庐山谷，诛

茅为瓦，编竹为篱，伐荻为户牖”。畲民往往在深山穷谷中聚族而居， 

自成村落。这是过去畲民生活的写照，现在分布在南雄的畲民，多数

大分散，小有聚居，有的在山区，有的在平原，与汉族杂居聚的村庄

者为多 

畲族的基本特点是“男女椎髻跣足” 。李调元在«卍斋璅录》中

记载： 衣尚青、蓝色，着自织麻布。男子短衫，不巾不帽，妇女则

高髻重缨，头戴竹冠蒙布， 饰呈璎珞状。"畲族过去男装式样有两种： 

一种是带大襟的无领青色麻布短衫 ；另一种是结婚礼服，红顶黑缎

官帽， 青色长衫，襟和胸前有一方绣龙花纹，黑色布鞋。由于长期

与汉族交错杂居，所以现在畲汉两族男子装束基本没有差别了。妇女

的服饰，多穿自织的青蓝色麻布，衣领袖口和右襟多镶花边 。 有些

地区畲族妇女不分季节， 都是穿短裤，裹绑腿和打赤脚。男女不劳

动时，腰间多是悬一条围身裙。 

妇女发式： 一般都把头发从后梳成螺式或筒式发髻盘在头上，

间环束红色绒线。结婚时头戴凤冠，插有银簪。南雄的畲族妇女则与

汉族妇女一模一样 。 

畲族居住的村寨， 一般都把祠堂和房屋的结构。同姓名属于一

个祠堂，设族长一人，负责处理族内纠纷，主持公共事务以及祭祖的

活动 。 南雄最老的祠堂要算界址的天心坝村蓝氏宗祠 。是念五郎

克昌长子传泰（千一郎）的第五世孙蓝程员，于明正统十三年（ 1448

年） ，由信丰球狮（今正平乡）最先移居南雄天心坝后子孙繁衍而

建的祠堂、以祀祖宗。祠堂后祖厅左右楹柱，雕塑着龙狗头鱼身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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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雕各一件，栩栩如生。许村畲族蓝姓祖厅堂中也特有一对龙狗鱼身

木雕标记图腾 。 这是汉族祠堂所没有的。乌迳鹁鸪洞蓝姓祖厅神主

牌上面也塑着龙狗形象的图腾。公元 1943 年南雄部分蓝姓后裔在雄

州城埠前街建有一座蓝氏宗祠、已祀祖宗（现仍保存，修葺翻新）。 

畲族婚俗与汉族大致相同。在古代，畲族婚姻比较自由，明邝露

《赤雅》云：“十月祭多贝大王，男女联袂而舞，谓之，'踏瑶，'相

悦则男女跳腾踊负女而去”。同姓不婚，同姓不同香炉（宗祠）可以

结婚，但比较少。一般不与汉族通婚，土人与邻者亦不与通婚。“不

冠不履，三姓自为婚”。南雄的畲族， 历来都与汉族通婚，过去婚

期操之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礼多与汉族同俗了，据全安镇西岸村

畲族后裔反映，他们的祖辈传下来的习俗，结婚时新郎祖厅要扎一对

自鹤与两朵荷花， 摆设在祖厅上， 以纪念蓝采和祖宗的意思。 

畲族流行的节日与汉族大致相同。如春节、元宵、清明、端午、

中元、中秋、重阳等节日。但亦有别，如春节祭拜祖先要在祖厅挂祖

图。 相传他们的祖先盘瓠困平番有功， 后人为了纪念他的功绩，绘

彩色祖公图悬挂于祖厅。各家各户备 “三牲”、染乌色米饭、点香

烛祭拜。我市的天心坝、邓坊村、许村等他们正月挂祖图， 祖图是

搬迁到该地始迁祖的祖公图。六月初六日还有晒族谱的习俗。十月十

三日是祭祀多贝大王最隆重的节日，亦是纪念祖先的节日 。据乌迳

鹁鸪洞畲民蓝光生说： “过去祖公流传下来， 十月十三日是畲族隆

重的节日， 只因畲族人太少，要隆重举行，行不盛而不过了。”所

以乌迳一带汉族仍盛行姓氏节，别姓汉族讥讽蓝姓畲族无节日 。 

全安西岸村祖宗流传下来有不能吃狗肉的习俗。因狗是祖先图

腾。至今全村人很少吃狗肉，狗死了，要拿去埋掉，用水淋， 以超

度它再生之意 。天心坝和鹁鸪洞村还保持着畲族古老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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椿米用木杵石臼，不踏碓。因避忌有侮辱性的忌讳叫狗踏碓。 

原始氏族都有一种所崇拜的兽类或物器作为本氏族的图腾，并认

定图腾为群体保护者，尊为本氏族的祖先。畲族是崇拜盘瓠传说。他

们描述盘瓠帮助皇帝平息了外患而娶得了三公主，婚后携带公主迁居

深山，18 年后生下一男一女，后带着朝见皇帝，长子赐姓盘，次子

赐姓蓝，三子赐姓雷，女婿赐姓钟，并由此繁衍成为畲族，奉祀盘瓠

画像，盘瓠传说是氏族社会的图腾信仰。畲族每一家族有一根龙头祖

杖，这是畲族的主要标志 。 

（来源：今日头条 2017-06-02） 

畲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成立畲族文化研究会 

日前，顺昌县畲族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在县政府大礼堂召开。县

人大副主任陈平芳、县政府副县长徐晓东、县政协副主席谢建文，以

及县委组织部、县委宣传部、县委统战部等单位领导出席，62 位畲

族同胞参加。 

顺昌县畲族文化研究会是由顺昌县畲族研究联谊会更名而来。顺

昌县畲族研究联谊会成立于 2009 年 9 月，8 年来，开展了丰富多彩

的畲族文化活动，累计举办 14 届“三月三畲族歌会”，将“三月三

畲族歌会”打造成顺昌文化特色品牌；开展畲族文化交流和参加省、

市畲歌比赛。出版了《顺昌畲歌集》第一、第二集，共计收录顺昌畲

歌 5000 余首；组织编撰了共 13 章 68 节 30 万字的《顺昌县畲族志》；

目前，正在组织编撰《闽北畲家医药》，为畲族文化发展，做出不少

贡献。 

除此之外，顺昌县畲族文化研究会还积极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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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性项目，顺昌畲族已拥有市级非遗项目 4 项，县级非遗项目 4 项。

顺昌县畲族文化研究会的成立，增强了顺昌畲族文化的影响力、吸引

力，开创出立体丰富、生动活泼的工作局面，为顺昌畲族文化发展提

供有益的研究平台和有力的智力支持。 

（来源：东南网 2017-11-27） 

立法保护传承畲族文化 

    福建宁德市获得地方立法权后制定的首部地方性实体法——《宁

德市畲族文化保护条例》，7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此间畲族文化界人

士 2 日向中新社记者表示，意畲族文化获得立法保护，开启了宁德市 

畲族文化保护发展的新篇章。 

   宁德是中国最大的畲族聚居地区，现有畲族人口 18.9 万人，约占

福建畲族总人口的二分之一、全国畲族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在长期的

历史活动过程中，畲族人民创造了灿烂的畲族文化，主要包括畲族语 

言、服饰、文艺、民间信仰等。 

此次施行的该条例，今年 5 月 25 日经福建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九次会议审查批准，共四章二十八条，包括总则、保护措施、法律

责任、附则。官方称，该条例从立法层面加强畲族文化的保护传承和

发展，推进宁德市畲族文化保护工作的规范化、法制化和科学化， 

进一步促进民族团结与进步。 

当地民俗专家称，独具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以及民族特色的畲 

族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随着经济的持续和社会交流的不断扩大，主要依靠口授和行为

传承的畲族传统文化受到较大冲击，畲族的许多传统习俗和礼仪在逐

渐消亡，大量畲族文化的代表性实物和资料难以得到妥善保护，畲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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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技艺后继乏人，面临失传危险。 

该条例规定，设立宁德市畲族文化保护专项资金，纳入本级财政

预算。专项资金拟用于畲族文化重大项目保护、濒临消失的畲族传统

文化的抢救保护、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的

补助、扶助畲族文化产业发展等。 

同时，编制包括畲族文物和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的畲族文

化保护项目名录；鼓励和支持开展“二月二”、“三月三”、“四月

八”等畲族传统民俗节庆活动；加快发展畲族文化产业，对畲族文化

保护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将给予奖励。 

（来源：中新社 2017-07-22） 

建设畲乡古镇，挖掘特色民俗 

近日，我县在柳城畲族镇召开畲族文化传承和畲乡古镇建设座谈

会。市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金华市委会主委张跃进应邀带领民族文

化方面的专家学者前来参加座谈会。县领导张勤、柳尊科、李庆峰等 

参加会议。 

与会人员实地走访了柳城畲乡古镇古街，观看了江下村的畲族表演，

亲身体验了我县丰富多彩的畲乡文化。座谈会上，专家学者们听取并

了解我县畲族文化传承及畲乡古镇建设等情况后，围绕文化展示、特

色挖掘、深度旅游、资源整合、民俗传承、表演提升、服务优化等提

出了意见。 

近年来，我县十分重视畲族文化传承和畲乡古镇建设工作，出台

了相关的政策文件，加大了资金投入并拓宽帮扶渠道，科学规划发展

方案，借培育典型示范，达到以点带面、逐步推进的效果。自 2013

年以来，我县已连续举办五届畲族“三月三”活动，扩大畲乡歌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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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积极推进畲族村寨建设，江下村、横山村、阳坑塘村、大路

山村、蜈蚣形村等扎实推进畲族特色村寨建设，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开展畲语畲歌培训、挖掘民族风俗活动、民族展厅展室建设等工作也

在有序进行中。 

县委常委、组织部长柳尊科指出，畲族文化传承和畲乡古镇建设

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要依托畲乡古镇这座历史活化石，挖掘文化积淀；

要注重文化传承创新，培育民族文化传承人才，借力优势资源，用文

化建设反哺乡镇建设，全力打造集畲族村寨、山哈部落、美丽田园、

传统村落、高端民宿、千年古刹于一体的畲乡风情古镇。 

（来源：武义新闻网 2017-08-02） 

畲族文化的发展与创新 

民俗风情融入小城镇整治 

中国“畲乡之窗”景区，位于景宁畲族自治县大均乡大均村，距

县城 12 公里。 

这里是景宁畲族的主要集居区，以畲族风情为核心，成为走进畲

乡山水、亲历畲族风情的最佳窗口。近年来，大均乡把民俗风情积极

融入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打造别具特色的风情展示区。 

畲族，大山的民族。有着像山一样的坚毅、粗犷，有着像水一般

的柔情、甜美。这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经过千年的传承和洗礼，

畲族的文化和礼仪连同他们火一般的热情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

那些斑驳零碎了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正在一点点被唤醒。 

  大均村建于唐末，离景宁县城只有 8 公里，村里有栈道直通县城。

一到周末，栈道上是络绎不绝前来游玩的人们。村口的古樟树是大均

村历史悠久的见证，又名唐樟。古樟树干胸围达 7 米，高 20 米，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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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面积达 150 平方米，被当地群众称为“树神”。 

  长 260 米，宽 3.5 米的古街，是“畲乡之窗”文化底蕴的重要体

现和畲族风俗集中展示区。精巧的石板老街、质朴的卵石泥墙、考究

的砖雕门楼、有着旧式门窗的临街铺面、曲折相通的幽深小巷等，都

展示着这里的耕读文化。 

  村子周围可以骑行，夏天还可以漂流，这里的水很清澈。在这里，

还有不能错过的篝火晚会，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们聚在一起，喝酒、

唱歌、跳舞，十分欢乐、 

  这里的畲族风情馆展示了畲族所特有的服装、彩带、装饰物、民

间工艺、民俗、特色食品等，可以更好地了解畲族文化，以及畲族山

歌、舞蹈、禁忌、饮食、体育等习俗。 

畲族的祭祖舞“传师学师”、畲族山歌、畲族“三月三”，都被列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观赏印象山哈大型民族风情舞台表演，将文

化与艺术融合，展现特色畲族风情。美丽的畲族姑娘能歌善舞，漂亮

的服饰，优美的舞蹈，好听的山歌，秀丽的风景，成为景宁畲族自治

县建设大花园的美丽一景。 

（来源：浙江在线 2017-12-20） 

建设畲族文化生态保护区 

近年来，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坚持“文化引领”，把“畲族文

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作为文化发展的新标杆，多措并举、整体保护，

畲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工作显著成效。截至目前，全县已有国家级

非遗 3 项，省级 21 项，市级 39 项；国家级非遗代表传承人 1 人，省

级 13 人，市级 33 人，连续三次获评“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一是合理规划，整体推进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景宁县围绕畲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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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项目及对应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实物载体，合理规划设计，

采取分区、分级、分类的保护策略，对畲族文化生态保护区整体保护

进行全面规划，形成了“一巢两翼三区”的畲族文化生态保护网。 

二是创新发展，打造畲族文化保护“1+21+N”模式。根据全县

分布，打造“1+21+N”非遗馆群体系，在千年山哈宫内建设 1 个全

国畲族非遗总馆，统一展示各个地区的畲族文化，目前该项目正在建

设中；在全县 21 个乡镇街道建设特色非遗馆（室），现已实现一乡

一馆，各具特色；以村级为单位建设非遗传习所，目前已建成 13 个

村级非遗传习所，数量还在逐年增长。 

三是树立品牌，民俗活动使畲族文化保护区更具活力。重点培育

畲族三月三、畲族民歌等非遗项目，积极打造“中国畲乡三月三”“中

国畲族民歌节”等非遗文化品牌。“中国畲乡三月三”节庆活动先后

获“最具特色民族节庆”“中国品牌节庆示范基地”等称号，成为景

宁对外宣传的“金名片”。“郑坑非遗文化节”“鸬鹚马仙文化节”

“景南忠孝节”等系列非遗民俗节庆活动进一步激发民众保护、传承、

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自觉与热情。 

四是共建共享，全面促进畲族文化保护区协调发展。坚持“大文

化”格局，形成全县文化生态“一盘棋”，大力推进“文旅联姻”“文

建联姻”“文教联姻”，开展非遗进校园、非遗进社区、乡村非遗节

庆等活动，促进全县各部门“齐做非遗事，共唱保护歌”。目前，全

县已形成了保护畲族文化生态的浓厚氛围，生态文化经济真正实现可

持续发展。 

（来源：浙江省丽水市民宗局 2017-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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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主题的特色村寨 

云雾缭绕的山坡上，红、黄、蓝、白相间的房屋错落有致，与青

翠欲滴的茶山相映成趣。“这是上个月才建好的 40 座共享房屋，已

有游客入住。”穿着畲族服装的闽南华安县新圩镇官畲村党支部书记

蓝金福说。 

从以“赊村”出名的偏远畲族小村，到远近闻名的中国少数民族

特色村寨，官畲历经了穷而后富、富而后美的“蝶变”。 

官畲山高坡陡，畲语犹存。“过去，这里地无三尺平，路无三米

直，人无三分银，住的是破烂土房草房，下面关牛上面住人。”蓝金

福说。 

2004 年，受邻村华山村种茶大户的启发，蓝金福决定推广铁观

音。村民有疑虑，他就自己带头种了 20 多亩，第二年光卖茶青就赚

了 16 万元，不仅还清了欠债，生平第一次有了数万元存款。 

贫困的村民看到了脱贫致富的希望，纷纷跟进，外出打工的年轻

人回乡耕山创业，20 多户贫困户也从挂钩单位漳州市卫生局争取到

了每户 1000 元茶苗款。 

卖茶青利润有限，2006 年起，蓝金福又贷款买设备，带头搞加

工，村民同样积极跟进，收入大幅增长。蓝金福说：“官畲的铁观音

有特殊的韵味，十分抢手。” 

目前，官畲种铁观音 1600 多亩，人均３亩多。“无中生有”的

茶产业，让官畲彻底摘掉了“赊村”帽子，全村 88 户全部盖了新房，

去年人均纯收入达 1.9 万元，是 2014 年的 10 倍。 

近年来，官畲的茶依旧抢手，但利润已不如前。蓝金福提出，官

畲有 1200 亩保存完好的茂密生态林，有浓郁的畲族风情，发展乡村

旅游得天独厚，不仅有利于美丽乡村建设，也能让村民找到新的生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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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道。 

2014 年，“探畲山、赏畲景、住畲家、尝畲菜、学畲语、听畲

歌、观畲舞、品畲茶”为主题的特色村寨建设启动，畲族文化长廊、

风情广场、文化陈列馆相继建成。 

官畲面貌焕然一新，但畲族风情依然洋溢。新房统一贴米黄色瓷

砖，装饰“双凤朝阳”族标和畲族织纹图案。每年正月十二，官畲举

办“请火节”，踩火、坐刀轿、娶新娘、砍柴舞、畲歌对唱等畲族民

俗节目纷纷登场，风情万种醉游人。 

如今，官畲的旅游业渐入佳境，单日游客最多时达六七千人。游 

客中不少就是闻香寻茶的茶客，“现在茶都不够卖了。”蓝金福

说。 

（来源：新华社 2017-12-18） 

穷则思变 

日前，由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中共浙江省委网信办联合浙江日

报报业集团举办的“我最喜爱的习总书记的一句话”微视频传播、微

音频朗读汇活动正式启动。今天推出的第二十二期内容，是由温州市

泰顺县司前畲族镇左溪村党支部书记蓝学许讲述的“我最喜爱的习总

书记的一句话：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何一个地区、任何

一个民族，都不能落下”。让我们一起来听。 

我是泰顺县司前畲族镇左溪村党支部书记，我叫蓝学许，我最喜

爱的习总书记的一句话是：“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何一

个地区、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落下。” 

左溪村以前非常落后，到处是脏乱差的现象，村民的收入也非常

低。为了摆脱这种贫困的现象，我曾经也走出大山，到外面去打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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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7 年的时候，我回到村里当了村支书。我反反复复问自己，外

面为什么发展这么好，一年一个样？为什么我们左溪村就发展不起来

呢？ 

有一天我在看新闻联播报道的时候，发现了一些典型的事例。于

是我非常心动，就跑出去考察学习。通过考察学习，我引进了 4000

多棵葡萄苗到我们左溪村。通过两年多的努力，我们终于把葡萄种起

来了。当年我们就获利 11 万元。 

后来我就把这种经验传授给我们村里的乡亲，村子于是就先后发

展了 11 个葡萄观光采摘园，先后发展了 10 多家农家乐和民宿。这样

子就通过发展我们乡村旅游经济，带动了我们村里 300 多人的就业问

题。户均（年）收入达到六七万元，让我们村民们真正地实现了在家

门口就能够赚到钱的愿望。 

左溪村是畲族村，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发现一点民族特色都没有。

于是我们就邀请专家到我们左溪村来，量身定制为我们左溪村编制了

村庄规划。通过一年多的努力，我们终于把规划做好了。在各级党委

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先后对左溪村的立面进行了改造。我们建成

了村民中心，建成了畲族文化广场等等项目。 

在建设过程当中，我们也遇到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对外立

面进行改造的时候，刚开始很多村民不理解。于是我们就带他们出去

考察学习，终于做通了村民的思想工作。同时我们对畲族文化进行挖

掘，于是我们就成立了左溪村畲歌队。通过这种形式，我们就唱响了

畲族文化，唱响了我们左溪村。 

作为山区，要走向全面小康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接下去我们会

沿着习总书记指明的方向走下去，发挥我们的优势，怎样把我们的畲

族文化转化为我们的畲族经济，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经济。我们相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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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好政策支持，我们左溪村的明天会越来越好的。 

（来源： 浙江在线 2017-10-13） 

  

（图片来自互联网） 

城镇尽现畲族文化 

“看着自己家一天天越变越美，心里真高兴。”最近这段时间，

泰顺县司前畲族镇村民苏孝秦每天不忘看看自家外立面施工进展情

况。包括他家在内，滨江两岸 90 间房屋外立面正在打造畲乡特色“凤

凰厝”，将凤凰图腾、文字蓝腰带、传统花格等畲族文化元素融入其

中。 

今年以来，司前畲族镇把文化保护利用作为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

的切入点，在充分发掘畲族文化、乡土文化、生态文化的基础上，科

学编制环境综合整治规划，被推荐为全省“规划样板”。在该镇副镇

长林建波看来，以打造“畲族风情小镇”为目标，体现独有的文化品

格，才能实现城镇更高阶段的发展。据介绍，围绕“一路两溪三街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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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核心景观区”，今年该镇计划投资 1.16 亿元，建设滨江慢生活区、

主路口文化标识“五个一”工程等 20 个项目，其中，一期 8 个项目

已全面启动。司前小城镇综合整治所带来的改变，正在当地一居一户、

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中逐步显现，使整个小镇散发出独特而浓厚的文

化韵味。 

当地还深挖畲族文化、英士大学文化、状元文化等特色资源，积

极打造“文化+旅游”。目前，已投入 1200 多万元，将沉寂 70 余年

的国立英士大学旧址修复改造为纪念馆，为我市再添一处人文旅游与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他们还以溪口“状元故里”为主题，植入传统孝

道文化等乡愁记忆符号，打造溪口移民文化街区；启动狮子岗新石器

遗址、池村巡检司遗址、洄澜古桥等历史遗迹的保护和开发，完成圆

州古民居修复……通过基础设施完善，在保护传承文化的同时，也推

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每年农历“三月三”，是畲族最为盛大的传统节日，吸引了远近

游客齐聚畲乡载歌载舞，是当地一张旅游金名片。目前，司前已连续

12 年举办泰顺“三月三畲族风情节”，并形成“葡萄采摘节”“红

曲酒酿制节”等一系列品牌节庆活动。此外，该镇组建了凤凰畲歌队、

舞龙队、畲族婚嫁表演队等 10 多支群众文艺队伍，左溪村还签约“畲

歌王子”蓝永潇成立全市首个畲歌培育基地，将畲族文化魅力全面融

入旅游产业。据悉，下步当地还将加快推进 52 省道至乌岩岭通景公

路以及 2 条贯穿畲乡旅游的大环线建设，实现与“乌飞旅游板块”的

融合发展。 

以环境整治为基色，因地制宜“点缀”多彩文化，司前畲族镇正

以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为契机，全力唱好畲乡小镇富民曲。 

 （来源： 浙江新闻  2017-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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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互联网） 

举办畲族风情节 

 如诗如画畲乡景，载歌载舞三月三。昨天，浙江省第三届畲族

风情旅游文化节暨温州市第七届瓯越“三月三”畲族风情旅游节在苍

南县岱岭畲族乡开幕，畲族歌舞、畲族民俗、畲医畲药展销……现场

俨然是一次畲乡风情的博览会。 

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冯志礼、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小同、副市长

郑朝阳、市政协副主席王益琪等领导出席了开幕式。 

苍南本次活动以“苍山玉海·魅力畲乡”为主题，由省民宗委、

省旅游局、市民宗局和苍南县政府共同举办，来自文成、泰顺、平阳、

福鼎、宁德等地畲族同胞，齐聚在苍南岱岭畲族乡富源村主会场，共

同感受民族文化和瓯越浓郁独特的畲乡风情。 

现场的畲族传统产品展示与互动十分丰富，比如畲族的传统服

饰、农家具、民族乐器、工艺美术品、剪纸等，吸引了游客的目光。

畲族医师在现场展示其传统工艺制成的草药药油，并为在场有病痛的



2018 年“两会”专题信息                           畲族文化的探索与发展           

  
21 

游客免费诊治。还有的畲族群众在现场向游客展示传统的手工艺，比

如编制彩带、编蓑衣、编草鞋等等。畲族美食乌米饭、捣糍粑、全羊

汤也吸引了游客竞相品尝。当地的活动中还有畲族原生态婚嫁表演、

农事耕作体验以及坐刀轿、木偶戏等表演。 

泰顺“三月三”畲族风情节在泰顺县司前畲族镇和竹里乡举行。

万名宾客从四方赶来，在质朴的山歌和清香乌饭中，感受浓浓的畲族

风情，欢庆畲族节日“三月三”。 

上午 9 点，刚过司前佐溪大桥，即被眼前的节日气氛所吸引。四

里八乡的山哈们穿着节日盛装，唱着嘹亮畲歌，列队镇口迎接着各方

来客。镇前的滨江路已成大集市，展示着畲族特色小吃、土特产品，

以及打草鞋、打棕衣等手工艺活，姑娘们则身着大红、桃红的“凤凰

装”，叮当作响穿梭在集市中。 

在司前中心广场，能歌善舞的畲乡人还准备了有着浓郁畲族风情

的山歌、畲舞、畲族武术表演，以及木偶戏、舞龙舞狮等传统文化表

演；在左溪畲寨传统且极具仪式感的畲族婚嫁习俗表演，则让来宾们

体验了一回十里送嫁的畲乡民俗。 

据司前畲族镇镇长钟圣选介绍，“三月三”是畲族传统节日，又

称为“乌饭节”“对歌节”。2005 年，泰顺县司前畲族镇，率先倡

导发起举办“三月三”畲族风情节，恢复和创新“三月三”传统节庆，

随后影响日渐扩大，并于 2010 年升格为瓯越畲族风情节，由温州市

民宗局和泰顺、文成、苍南、平阳四县轮流举办。2014 年，升格为

浙江省畲族风情旅游文化节。今年是司前举办的第 12 届 “三月三”

畲族风情节，“三月三”到司前、竹里等畲乡，品畲味、听畲歌、赏

畲舞，已逐渐成为展示畲乡文化的一张“金名片”。 

（来源：《温州日报》2016-04-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