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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崇左市龙州县位于广西西南部，眦邻左江，凭借地

理区位优势成为广西近代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与水共生的

疍家因其生产生活的脆弱性而辗转至龙州定居，疍家水上文

化由于其自身的封闭性得到留存又因外部冲击而走向变迁。

龙州疍家文化发生变迁的同时，其婚俗在各民族文化融合交

流中展现独特的风采。故以婚俗为切入点，发掘疍家文化的

社会价值，以婚俗传承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切实的保护措施，

从激发疍家的文化自信出发，促进各具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

在多元一体中得到发展。

一、龙州疍家婚俗概述

1、来源与概况

疍家历史由来已久，《三国志·黄盖传》对此记载为：“自

春讫夏，寇乱尽平，诸幽邃巴、醴、由、诞邑侯君长，皆改

操易节，奉礼请见，郡境遂清。”疍家主要生活在沿江沿海

地区，在福建、广东、珠三角、广西北海和崇左龙州县均有分布。

龙州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吸引了一批疍民世代居住于龙州镇

丽江平缓河段，他们“泛舟泛宅”于左江之上，以水上捕捞为生，

其来源与粤商入桂有关。粤商入桂，使得广西地区的商业更

加繁荣，进一步吸引更多的粤籍民众迁居广西，

疍家也是迁居的族群之一。据王士性的《广志

绎》记载：疍户“其初多广东人，产业牧畜皆

在舟中，即子孙长而分家，不过为造一舟耳。

婚姻亦以疍嫁疍，州县埠头乃其籍贯也。”故

商业的发展与商帮的流动，是龙州疍民的来源

之一。

龙州地区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一方面

造就了龙州疍家独特的婚俗文化，另一方面促

进龙州疍家婚俗与左江地区各民族婚俗融合发

展，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地区疍家婚俗的特色，

是龙州地区文化融合交流的典范之一。

2、婚俗基本过程

龙州疍家婚俗以船代步，以唱抒情，“唱”是婚俗不可

缺少的礼节之一。婚礼对歌分为游海歌和叹歌，游海歌是婚

礼举办双方家族成员进行集体对歌，叹歌往往由一人进行。

龙州疍家婚俗形式和礼节丰富多样，既保留传统疍家婚俗传

统，又展示出与其他民族文化融合交流的特色：

一为合命，即经双方父母同意，男方即把男女二人的生

辰八字进行“合命”，三天之内倘若男女两家均无不幸之事，

则表示两人的生辰八字相符，可结成连理。

二为送日子单，男方确定好黄道吉日后，便由媒人把日

子单送给女方，次日，男方给女方送提亲礼，即“抽礼”。

提亲礼中一般包括酒、茶、钱币、金银首饰、“女婿塔饼”、

一块六至十二寸的红色花布以及鸡鸭猪等，再附上一张写有

接亲日子的迎亲帖。

三为男女双方脱学，即男女双方衣物均要更新，寓意成人，

一切重新开始，往后吉祥安康。

四为叹家姐，即新娘出嫁前十天的哭嫁，新娘出嫁前足

不出户，在船上与娘家人自叹自唱，声情不绝，尽表惜别之情。

五为接亲，接亲时以船代轿，对船装扮，新郎在天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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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程。接亲的人会用力摇晃船只，营造出“颠船贺喜”的场景，

参礼亲友以歌对话。抵达男方家后，新人即刻举行拜堂仪式，

向祖先敬茶敬酒，跪拜上香，寓意敬奉祖先并告知祖先喜事

的消息，即礼成。

六为宴席，拜堂仪式结束，在搭建的“疍家棚”中举行

酒宴，宴客给予红包道贺，随后新郎新娘需给现场长辈敬茶，

寓意孝敬长辈，最后再感谢媒人以及大家的帮助。至此，婚

礼圆满结束。

龙州疍家婚俗别具一格，内容与仪式结为一体，婚礼内

容通过婚礼仪式呈现，婚礼仪式又通过婚礼内容来履行，看

似各自独立，实则密不可分。在龙州疍民移居陆地后，逐渐

融入陆地婚俗，难以再现传统水上叹歌婚礼的盛景。

二、龙州疍家婚俗的文化价值

1、作为精神寄托，增强族群凝聚力

封建时期，疍家人身份低微，道光年间的《广东通志》

中记载：“土人目为蜑家，不与通婚，亦不许陆居。朝夕惟

局踏舟中，所得鱼仅充一饱。男女衣不盖肤……”受社会歧

视影响，疍家人往往在水上搭棚或直接居住于船中。由于水

上生活具有不稳定性和危险性，疍家先民在音乐中找到生活

的乐趣，逐渐演变为疍家独有的咸水歌，以咸水歌代替文字，

成为疍家人记忆历史和生产生活经验的重要载体。明末清初

学者屈大均的《广东新语》中记载：“诸蛋以艇为家，是曰

蛋家……婚时以蛮歌相迎，男歌胜则夺女过舟……”疍家人

在婚礼中唱叹先辈，作为对新人生活幸福平安庇护的精神寄

托；也通过营造相似的传统文化环境，激发对疍家人“集体

记忆”的再现。因而婚俗对加强新婚家庭以及参加婚礼的疍

家人的凝聚力和归属感具有重要意义。

2、提高文化认同，强化传承意识

文化具有一定的工具性，疍家在长期的水上生活中创造

了独特的水上文化，究其根本实为恶劣条件下的顽强求生，

当生存条件得以改善后，文化也随之发生变迁，有些甚至消

逝。龙州疍家基本脱离传统的水上劳作环境，加之龙州地区

丰富的文化构成与冲击，疍家青年逐渐遗忘咸水歌，在婚礼

中大多采用西式、汉族传统或者当地壮族的方式，使得传统

疍家文化建立的“集体记忆”出现“结构失忆”现象。疍家

青年淡薄的文化认同使得疍家文化日渐衰微，因而通过举办

疍家婚俗，在实际运用中以歌声演绎着疍家独有的“文字”，

这不仅传承着疍家的历史与记忆，也是对疍家文化的认同，

更是对文化传承具有重大价值。

3、促进文化多样性，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我国各民族文化在发展中交流融合，既保持自身独特性，

又在内部蕴含的同一性中交流互鉴，从而构成统一的中华民

族共同体。从根源上疍家文化与龙州境内各文化有着不可分

割的密切联系。疍家人在长期生活中学会当地方言，互相通婚，

“瑶与山子仍居餐地不与内接，壮与疍家久习华风，渐更夷

俗，其衣装则已改矣，其语言则已通矣”，从而形成对当地

的归属与认同。龙州疍家婚俗在发展中既保留了内核，又发

生着变迁，一方面展现了疍家独有的文化特色和情感，另一

方面婚俗中结合当地文化变迁的部分丰富着龙州的文化构成，

不同文化在互相尊重与交流中构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文化面貌。由左江孕育的各文化形成共同的文化认识，深

化了对中华民族的身份认识，从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三、龙州疍家婚俗的传承与保护

1、传承现状与问题

龙州疍家婚俗传承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由于疍家文化的

脆弱性且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导致文化不自信问题；二是受

陆上民族的影响后，婚礼习俗开始呈现出简化及趋同形势；

三是缺乏政府保障和引导，当地疍民没有形成较强的保护传

承意识，从而使口口相传的婚俗仪式流程在被改变后，因为

缺少相关的文字记录资料或会随着人的逝去、记忆的褪去而

逐渐淡化消失。

2、措施与建议

（1）政府为主，个人为辅建立龙州疍家婚俗档案

结合当前龙州疍家婚俗文化传承现状，龙州县政府机构、

文化部门应当进一步重视龙州疍家婚俗文化的传承，龙州县

档案馆应当从纸质、实物、影像三个方面对婚俗进行建档传

承保护。首要工作就是开展龙州疍家婚俗文化档案资料的整

理、编目、鉴定、保管等各项工作。在收集过程中，对婚贴、

礼单、婚服等可以保存的有关婚礼物件进行收集保存；对婚

俗仪式的流程及咸水歌的唱词、曲调等进行文字记录和录像；

婚俗的直接参与者也可以积极协助政府完成物品收集以及口

述流程记录的录制。此外，龙州县档案馆在收集时应做好相

关物品和资料的鉴别，力求保证真实的原始记录，系统、全

面地保存龙州疍家婚俗的内容完整。

（2）深化龙州地方性民俗文化认同，培养继承人

保护地方文化是政府的主要职责之一，也是政府获得当

地民众支持的重要支点。目前龙州疍家婚俗作为一个地方特

色，还没有得到重视与开发，由于文化不自信和认同感缺失

问题，可能会导致疍家婚俗的衰落，因而需要以政府为主导，

疍家婚俗传承者、疍民群体以及研究相关方面的学者等为辅，

形成由上至下的重视。婚俗传承者与政府力量相互配合，共

同传播龙州疍家文化，培养婚俗接班人，增强文化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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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激发疍民的文化自信，提高自觉意识，主动成为龙州疍

家传统民俗文化的传承者和保护者。此外，还可在学校教育

方面通过开展地方特色民俗活动，让传统疍家文化走进校园，

引导学生学习和了解本土文化，将当地的疍家文化更好地传

承下去。

（3）扩大龙州疍家婚俗传播方式，传承途径多样化

当地政府应完善对龙州疍家婚俗文化的宣传方式与保护

性开发措施，多种途径并行，推动传统民俗文化建设工作进程。

一是举办龙州疍家文化节。在文化节系列活动中，将龙州疍

家婚俗巡游项目作为其中一环进行宣传表演，设计游客可以

参与其中的龙州疍家传统婚礼仪式体验项目，使游客体验并

感悟疍家民俗文化风情。二是建立特色的叹歌队号召疍民展

示自身文化。此外，可以利用科技的优势，吸引更多民众关

注龙州疍家婚俗文化，提升龙州疍家人心中的那份自豪感。

例如利用短视频软件记录龙州疍家婚俗仪式，从科普解说或

情景喜剧出发对大众进行宣传，能在合理的流量推广之下实

现传承与保护。

（4）借助乡村振兴战略，开发龙州疍家特色乡村旅游资

源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中明确指出：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要从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现

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实现农村一二三产

业深度融合发展入手。龙州地区以往农业发展缓慢，工业发

展较为滞后，依赖跨境贸易带来的经济效益较低，使得现代

以来经济增长缓慢，缺乏强大的产业支柱。为发挥龙州的文

化生态旅游优势，政府扶持的乡村旅游业在龙州迅速发展。

据统计，2020 年龙州县接待游客量 515.69 万人次，实现旅游

总消费 57.01 亿元，在文化民俗旅游上，龙州以特色壮族风情

为主打，获得了巨大经济效益，在跨境贸易之外探索出新的

乡村振兴道路。因此，进一步规划特色旅游路线，开发龙州

疍家特色乡村旅游资源，有利于龙州乡村旅游业发展。

四、结语

时代变换，曾经以舟楫为家的疍家人，在上岸定居后，

其文化在多种冲击和经济洗礼下悄然变迁。龙州疍家作为沿

江疍家，身处民族聚居地区，其婚俗虽历经变迁，但其表现

形式及丰富内涵构成了龙州疍家的“集体记忆”，对疍家群

体本身意义重大，更对当地文化组成和经济发展有着不可忽

视的价值和意义。面对外部冲击与内部的文化不自信，疍家

文化居于弱势。龙州婚俗变迁融合而来的独特性是传承与保

护龙州疍家文化的重要切入点，具有传承保护的现实意义。

对此，需要政府、社会和个人给予关注，营造良好氛围，激

发疍民自身的文化自信，从而在各文化的交流交融中实现文

化的多样性，进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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