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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现古老耕作方式

金黄的山栏稻绵延无边，
稻穗沉甸甸地下垂，在蓝天白
云的映衬下格外耀眼。清风徐
来，吹来浓郁的稻香，吹来丰年
的景象。

山栏稻是海南黎族、苗族特
有的山地旱稻，是他们在长期的
生产实践中筛选出来、适宜于干
旱地带种植的稻种，传承了上千
年的黎族苗族农耕历史。

据《琼州府志》记载：“山稻，
种于内图及黎山中，燔林成灰，
因灰为粪，不需牛力，以锥土而
播种焉，不加灌溉，自然秀实，连
岁有收，地乃去之，更择它处。”
山栏稻虽好，但却不易种植，需
经过砍伐树木、焚烧、下种、看
护、除草、收割等一系列的生产
过程，属于刀耕火种的生产方
式，就是用焚烧的方法，将地面
的草木烧成灰烬作为作物生长
必需的肥料，不仅使地表接近
10厘米的土壤变得疏松，有利
于耕作，还能烧死地表的害虫。

“这种方式虽然有特色，产
量却提不上来。”东方市苗族歌舞
协会会长、《盘皇组合》负责人盘
秀容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如今，苗
族同胞种植山栏稻的方式方法，
已有了很大的提升。她介绍，本
着既环保又提高山栏米产量的
目的，母瑞山地区的苗族人民逐
渐将原来在山地种植的稻种转
移到平原地带，并加以科学管
理。现在，母瑞山地区的山栏稻
米每亩产量已由最早的100多
斤，增加到500至600斤。

盘秀容说，目前已有不少
现代化设备投入到山栏稻的
种植中，生产与劳作的效率大
大提高；刀耕火种的时代虽已
一去不复返，但他们每年还是
会留出一小块地用最原始的
方式耕作，以再现和纪念这一
古老的民族文化和传统的生
产方式。

传统民歌令人赞叹

收割山栏对山歌的活动，
充满着仪式感。

一位位身着传统服饰的苗
族阿哥、阿妹穿梭在稻田之间，与
身后的青山交相辉映。他们一边
熟练地操作着手里的收割工具，
一边高声唱起了苗语歌曲，拉开
了割山栏、对山歌的序幕。

“当初水稻何人造？造出
稻米养何方？”

“当初水稻神农造，造出稻
米养人民。”

“水禾生来有几节？几节
落泥几节生？”

“水禾生来有六节，一节落
泥五节生。”

……
秋风吹过田野，稻子一捋

一捋被割起，一首《水稻歌》响
起，愉悦的歌声飘扬在稻田里，
人们瞬间被这劳动的甘甜、丰
收的喜悦所打动。

“这首水稻歌很容易学会，
也很容易传唱。”盘秀容介绍，苗
族山歌内容十分丰富，有劳动歌、
情歌、风俗歌、故事歌、识字歌、谜
语歌等多个种类。一般来说，在
收割山栏稻的时候，多对唱劳动
歌，歌词都浅显易懂，主要内容是
传授生产知识，交流技术，抒发美
好的愿望。

有时候，苗族人民在劳作中
对歌，还会传唱一些颇有故事性
的歌曲。比如《马古造歌》——

“当初歌章何人造？何人
造出教何人？”

“当初歌章马古造，马古造
出教陈成。”

“陈成传报何人妹？何人
传扬天下知？”

“陈成传报刘三妹？三妹
传扬天下知？”

又如带有神话色彩的《盘
皇歌》（节选）：

春到花开在平地！
牡丹花树在平阳？
盘皇造天也造地！
俩齐且唱论盘皇？
喂呀无边 盘皇论盘皇哎

……
当初盘皇何样养！
何方何样成盘皇？
当初盘皇乌云养！
云系结篆成盘皇？
喂呀无边 盘皇成盘皇哎

……
平时，青年男女在寻找对

象的时候，都会对唱情歌，主要
内容有相会、交谈、相思、求爱、
赞美等等。通过唱情歌，使男
女青年互相了解，达到结为伴
侣的目的。“我和我的爱人就是
在对歌中互相认识了解，最后
走在了一起。”盘秀容笑着说。

风俗歌则包括起屋上梁歌、
哭嫁歌、结婚拦门歌、踩门歌、丧
葬歌、打油茶歌和劝酒歌等，大
多在喜庆佳节和红白喜事时演
唱，内容以财丁兴旺为主；识字
歌以识字为主，通过唱歌可以使
不识字的人认识一些字；故事歌
按传说中的故事编成歌，然后演
唱；谜语歌以猜谜为主，通过唱
歌可以增长知识，启迪智慧。

原生态的苗家歌声，也吸引
了来自各地的民俗学者、民俗摄
影家、作曲家，并引发赞叹。

“会为他们辛勤的劳作产
生敬意，能感受到他们的民风
淳朴和善良。”海南省音乐家协
会理事文海云认为，如果不是
举办了这样一场活动，人们很
难再看到苗族人民收割山栏稻
和对唱山歌的景象。虽然现代
设备发达，但对于传统民族文
化的保护，同样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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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此次母瑞山地区苗族
人民割山栏稻对唱山歌活动的
发起人之一，盘秀容有着多重
身份——东方市苗族歌舞协会
会长、“盘皇组合”负责人、东方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歌和苗绣
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她最迫切
的愿望，就是传播苗族文化。

“以前我的愿望是走出大
山，通过努力，我的愿望实现
了，从学校毕业后成为了一名
教师。”盘秀容说，实际上，在前
些年，她和许多苗族同胞一样，
对苗族文化的认知有一种“不
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
中”的迷茫。真正让她发生转
变的事情，发生在2012年。

那一年，盘秀容参加了东
方市“三月三”苗歌比赛，作为
当年“三月三”庆典活动的主会
场，活动声势浩大，却让她尴尬
地发现，几乎没有人会唱原生
态的苗歌。

“我突然有一种危机感，会
不会有一天，我们的苗歌就再
没有人会唱了，就要面临失传
了呢？”从那时起，盘秀容就下
定决心，要去传承苗族原生态
文化。

收集苗歌歌词就成了保护
苗族原生态文化的重要一部
分。盘秀容迈开双脚，走在田
间地头，根据老人们的口述不
断地完善、修改，收集了大量的
苗族歌曲。同时，她还组织爱
唱歌或有一定唱功的苗族妇
女，组成了有50名成员的“盘皇
组合”，通过四处演出，展现苗
族歌曲的魅力。盘秀容本人，
也代表东方市的苗族人民，多
次外出参加苗歌比赛，并获得
多个奖项。

不仅如此，她还举办苗绣培
训班，培养学员对传统刺绣图案
的认知和绣法，传承和发扬优秀
苗族文化。但她也发现，摆在她
面前的阻力仍有许多，其中最重
要的就是缺乏资金。

“早些年，我想做一个展
馆，集中展示苗族文化，但因为
没有资金，到现在都还没做起
来。”盘秀容对此不无遗憾。不
仅如此，包括外出比赛、演出的
交通费、服装费、住宿费等，也
都要自掏腰包。

虽然辛苦，盘秀容却一直
没有放弃。“苗族文化需要传承
下去，更需要官方有力度的保
护和发扬，也希望通过这次母
瑞山收割山栏稻和对唱山歌的
活动，能向更多人展示传统的
苗族文化，争取得到更多的重
视。”

盘秀容：

大力弘扬苗族
原生态文化
文\海南日报记者 刘梦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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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年 农 历
九月至十月间，
是定安县母瑞
山地区山栏稻
收割的时节，唱
山歌，收稻谷，
品长桌宴，已成
为当地苗族同
胞的民俗传统。

定安县翰
林镇中瑞居合
山二队位于俊
秀的母瑞山脚
下 。 10 月 24
日，世世代代生
活在母瑞山地
区的苗族同胞，
举办了一场盛
大的收山栏对
山歌苗族民俗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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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栏成熟的季节，苗族山歌唱起来。

山栏丰收山栏丰收，，苗家一脸喜悦苗家一脸喜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