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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贵州·文化瑰宝
非遗传承·古韵新生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在贵州广袤的大地上，蕴藏着丰富多
彩的文化瑰宝。其中，苗族跳花节作为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以其独特的民
族风情、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盛大的节庆规
模，成为了苗族文化的一张亮丽名片。

关于苗族跳花节的由来，民间有多种
传说，其中相传广泛的一种说法是为了纪
念苗族的先辈杨鲁。“根据史料记载和传
说来看，苗族跳花节历史悠久、源远流
长。”安顺市苗学会顾问王华如是说。这
一源自远古、流传至今的民俗活动，不仅
承载着苗族人民对祖先的敬仰和对风调
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祈愿，更是中华民
族丰富多彩文化遗产中的一颗璀璨明
珠。2008年，苗族跳花节经国务院批准列
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赢
得了世界的瞩目与赞誉。

苗族跳花节有着悠久的历史，蕴藏着
丰富的历史元素和文化内涵，承载着苗族
的文化记忆、生活智慧、艺术结晶和民族
地域特色。“跳花”一词为汉名，因坡上栽
有花树而得名。“跳花节”是认识苗族、了
解苗族文化的窗口。苗族跳花节不仅是
苗族群众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
分，独特浓郁的民族风情和丰富多彩的节

目表演也吸引了各民族同胞共同参与，促
进了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不断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安顺市苗学会会长杨志凤介绍，目
前，安顺苗族人口有44万余人，全市有40
余个跳花点。每年农历正月至三月间，安
顺各地的苗族村寨都会迎来盛大的跳花
节。安顺苗族同胞在定点的跳花山（场）
共庆佳节，如：西秀区北门外亚鲁跳花山
为农历正月初四至初六，西门跳花山为农
历正月初七至初九，东门外东门庄跳花坡
为农历正月初十至十二……

今年春节期间，安顺各地举行了上百
场苗族跳花活动。这些活动不仅展示了
苗族文化的独特魅力，也推动了“非遗+文
旅”的融合发展，助力安顺文旅产业高质
量发展。

跳花前，要做好踩场、砍花树、栽花
树、敬迎宾酒、上花、下花、走生年牵羊、走
生年、接花树等准备工作。跳花时节，高
高的“花树”披红戴彩立于高山或旷野场
地中央，花树下设方桌置放美酒、芦笙等
物品，并以花树为中心，开展丰富多彩的
活动。

据王华介绍，跳花期至，苗族男女老

少身着节日盛装，背上提前准备的精美背
扇扇面,空寨结队前往花坡。女青年多背
负包袱，中裹衣饰，至花坡近处，盘麻发，
绾银链，插梳子，戴手镯，上项圈，挂耳坠，
穿短蜡彩上衣，系或麻或彩线腰带，著绣
花百褶，花坡周围银铃晃晃，十分悦耳。

笙歌如潮，苗歌苗舞是跳花节的重头
戏，花坡上响彻着悠扬的芦笙，众人围绕
花树翩翩起舞。山腰男女或坐或立，笑语
盈盈。苗族跳花节不仅是一场歌舞盛宴，
更是一次文化的交流与传承。

跳花节期间，苗族同胞会提前酿好米
酒，打好糍粑，等待远方宾客的到来。各
族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到场祝贺，热闹
一番。人数多时，达十余万之众，场面蔚
为壮观。

苗族跳花节是苗族同胞传承文化和
相互交流的重要节日。活动中，除了独
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和琳琅满目的美食，
最引人注目的是苗族同胞穿着的节日盛
装，展示了精湛的刺绣、蜡染、蜡画、银饰
等技艺。

民间谚语有云：“苗人不跳花，谷子
不扬花”，通过吹笙，预兆来年有个好收
成。此外，跳花节还是苗族青年的“相亲
大会”，苗族同胞欢聚一堂，共同欢庆，增
进了彼此之间的了解和友谊，许多青年
男女在节日中相识相知，最终步入婚姻
的殿堂。

苗族跳花节承载着苗族的文化记忆、
生活智慧、艺术结晶和民族地域特色，通
过独特的传统活动，如舞蹈、音乐、民族服
饰展示等，强化了苗族人民对自身文化的
认同感和自豪感，也激发了年轻一代对传
统文化的热爱，有利于苗族文化的传承和
延续。不仅保持了苗族历史和文化遗产
的连续性，也有利于苗族文化的传承。

王华认为，苗族跳花节不仅是苗族人
民情感联系的纽带，也是维系民族团结的
重要基础。为增进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和
谐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各民族同胞交往、
交融、交流搭建了平台，既增强了各民族
团结的凝聚力，加深了文化认同，又是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同
时，独特的苗族文化通过节日庆典得以充

分展示，对安顺当地社会、文化和旅游产
生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为安顺建设一流
旅游城市提供了有力支持。

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被这一独特的
民族节庆活动吸引，前来观赏和参与，带
动了当地旅游业的繁荣。今年2月18日，
安顺经开区三合苗寨举办了主题为“龙炫
民族风 多彩跳花节”的系列活动，3万余
名各族同胞和省内外游客欢聚一堂。人
们绕“花树”跳花，感受芦笙舞、竹竿舞、板
凳舞的精彩民族节目演绎，苗族蜡染、刺
绣等非遗文创展示区让游客驻足欣赏，拦
门酒、打糍粑、长桌宴等沉浸式体验更是
将气氛推向高潮，生动谱写各民族共生繁
荣新篇章，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在黔中大
地常开长盛。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如何保护和
传承苗族跳花节？杨志凤表示，吹芦笙、
跳芦笙舞均属于《安顺市亚鲁王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条例》保护范围，安顺专家学者
和文化爱好者们也注重加强对苗族文化的
挖掘和整理工作，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共
同努力，对苗族跳花节进行保护和传承。

在安顺，苗族跳花节这一宝贵的文化
遗产如何得以更好地延续和发展？杨志
凤表示，跳花在安顺有多种传承方式，不
仅有代代相传的家庭传承，还有集中传
承，即利用农闲时节，把春节期间返乡青
年集中起来，由传承人传授吹芦笙、跳芦
笙舞技艺。安顺经开区张坪中学、关岭自
治县民族中学等学校均办有芦笙班，开展
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传授吹芦笙，跳芦
笙舞技艺，积极培养年轻一代对苗族文化
的兴趣和认同感，为苗族文化的传承注入
新的活力，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繁荣和发展
贡献更多的力量。

连日来，位于平坝区夏云工业园区的
固达电线电缆（集团）有限公司聚焦全年
目标任务，铆足干劲、不断加压冲刺，150
余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行，在全年生产、销
售任务实现“双过半”的前提下，奋力决胜
下半年。

7月 9日，记者在该公司的生产车间
内看到，工人们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
认真地操作着机器，紧盯着每一个生产环
节，保障产品质量；而生产线上，一根根粗
大的铜线经过拉丝、绞线、成缆、挤塑等工
序后，逐渐成为一根根规格不同的电缆
线。“今年上半年，不论是生产还是销售任
务，均已完成公司预期计划，实现‘双过半
’，半年总产值突破10亿元。目前公司有
近 200名生产工人全员在岗，生产势头强
劲。”该公司生产车间主任肖友军表示。

眼下，智能制造、高速铁路、智能电
网、新能源汽车、光伏等产业迅速发展，该
公司也在不断抢占更大的应用领域和市
场空间。“今年公司已着手在光伏产业以
及新能源汽车领域实现市场突破。目前，
我们在做好新产品研发的同时，也在广
西、江西、陕西、云南、四川、新疆、重庆以
及深圳等省、市布局建设运营中心，全力
打通、拓展全国性市场流通渠道。”该公司
渠道总监陈义康介绍。

作为一家技术力量雄厚，生产设备先
进，拥有百余条自动化生产线和精良检测
设备的电线电缆生产制造企业，多年来，
该公司始终坚持“以质量求生存，以信誉
求发展”的理念，严格的质量检测程序，严
谨规范的科学管理，以及优质的产品质
量，赢得了市场青睐。自2024年4月该公

司二期项目投入生产以来，上半年生产产
值就突破 10亿元，可谓发展动能十足。

“今年公司预定的生产目标是30亿元，目
前来看，下半年的订单依然饱满。”该公司
生产总监许坡表示，除了多方出击，保量
增效，公司将强化科技创新，不断研发新
产品、新设备，持续提高公司的市场竞争
力作为争取在未来赢得更广阔发展空间
的强劲动力。

“公司每年将营销收入的 5%作为新
产品的研发投入，现组建了一支由 40余
位高精尖技术人才的研发团队，并与贵州

大学博士专家组、贵州省材料产业技术研
究院等建立‘产学研’合作，与上下游企业
建立研发机制，多管齐下，全力深耕技术
创新，攻坚行业技术壁垒。目前，公司取
得的国家专利已达68项，其中：发明专利
13项，实用新型专利 53项，外观设计 2
项。另外，矿物绝缘防火电缆专利4项。”
许坡介绍，下半年，公司将聚焦产品转型、
品牌提升、新市场开拓和多渠道营销等方
面重点发力，坚持专注实业，坚持产品创
新，通过积极抢抓机遇深化研发和生产，
打造电线电缆产业服务新发展格局。

苗族跳花：笙歌舞韵代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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