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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五色花米饭在布依族饮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布依族传统文化的标志性符号之一。在云南罗

平县鲁布革乡，由于制作工序繁琐、周期较长，加上缺乏保护意识以及年青人的积极支持，五色花米饭

出现了其传承人年龄老化和断层等问题。为此，应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强对五色花米饭的保护

和研究，做好文字建档和教育传播工作，主动走产业化、市场化道路，以此最大限度地确保五色花米饭

的传承保护与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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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云南罗平县鲁布革乡概况

鲁布革乡全称为鲁布革布依族苗族乡，位于云

南省罗平县城东南部十万大山丛中的滇、黔、桂三

个省 （区）的结合部，素有 “鸡鸣三省”之美

誉。［１］鲁布革乡辖 ９个村 （居）民委员会，有 ５８
个自然村、１００个村 （居）民小组，总人口近

２００００人。全乡居住着布依族、苗族、彝族和汉族

四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近１７０００人，其中布依族

有１４０００多人，占全乡总人口的７０％．［２］

鲁布革乡有国土面积２４９ｋｍ２，以喀斯特地貌为

主。其地形呈狭长状分布，东西横跨为１５７ｋｍ，南

北纵跨达２９５ｋｍ。其地势呈西南高、东北低的走

势，最高海拔达１６１３ｍ，最低海拔为７２２ｍ。全乡

土山居多，适宜种植杉木和松木，森林面积为

１３２万ｈｍ２，森林覆盖率达到 ７２８％．鲁布革乡



年降雨量达１２００～１３００ｍｍ，年平均气温１７８℃，
无霜期有３５３天，属于典型的温润亚热带雨林气
候，素有 “天然氧吧间，生态桑拿室”的美誉。全

乡主要农作物以水稻、玉米、油菜、红薯、甘蔗、

小瓜为主，是传统的农业乡。［３］鲁布革乡水利资源

比较丰富，其境内河流有多依河、罗斯河，省界河

有黄泥河、南盘江和清水江。鲁布革乡水陆交通十

分便捷，罗乃公路、芭八公路贯通全境，是云南通

往贵州、广西的重要 “港口”之一。

鲁布革乡是云南境内仅有的两个布依族乡之

一。其隶属的罗平县则是云南省布依族主要聚居

区，全县布依族人口占云南省布依族总人口数的

７０％以上。［４］在云南，布依族属于世居民族之一，
大多生活在南盘江、清水江、九龙河、黄泥河、多

依河流域。［５］布依族历史久远，族称繁杂。据史籍

载，布依族是我国古代 “百越”人中的一支，称

“濮”“僚”，在宋元时期则称 “仲家”，明清时又

多以 “仲家”“青仲”“仲苗”等称谓。而清代至

民国年间，除称 “仲家”外，还有 “水户” “水

家”“沙人”和壮、苗等称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云南罗平一带的 “沙人”均归在壮族。［４］

１９８４年 ４月，罗平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通过
《关于我县自报壮族、水族更正为布依族的决议》，

并报经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批准，自此罗平县的

布依族族称得以确认。［６］

二、布依族五色花米饭及制作过程

布依族是古老的稻耕民族，族人喜食糯食。五

色花米饭是其传统美食中最富有传奇诗意的一种特

色食品。五色花米饭年代悠久，据说有８００多年的
历史，至今仍保留最传统的制作工艺。［７］五色花米

饭是布依族人民的智慧结晶，有深厚的文化内涵。

布依族认为红色象征快乐、黄色象征真诚、紫色象

征吉祥、黑色象征生命而白色象征纯洁，于是他们

就用天然植物作染料，制作烹饪出色彩鲜艳的五色

米饭来表达美好的期盼。特别是每到农历三月初

三，布依族都要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五色花米饭

便是家家户户供奉祖先的必备食品，象征着平安吉

祥、五谷丰登和丰衣足食。［８］如今，在鲁布革乡，

五色花米饭不只是于 “三月三”节庆时食用，为

了增添喜庆色彩，无论节日、庆典或接待宾客的宴

席上都少不了五色花米饭的身影。布依族制作五色

花米饭的习俗和技艺世代相传，不仅表达了布依族

人民对色彩和美好事物的追求，同时也凝聚了布依

族人民的真情实感。五色花米饭是布依族文化传承

和民族认同不可缺少的载体和符号之一，是其祖先

留下来的绚丽瑰宝。

布依族制作五色花米饭的原材料主要是糯米和

野生植物染料。野生植物染料负责红、黄、紫、黑

四种颜色的着染，白色则为糯米的本色。在鲁布革

乡当地，五色花米饭的野生植物染料主要来源于以

下四种植物［９］：

１虎杖，布依语发音为 “喇奔 （ｂｅｎ）”，负
责红色染色，具有药用价值，性微寒，归肺、胃、

肝经。

２蜜蒙花，布依语发音为 “糯娅”，负责黄色

染色，具有药用价值，性微寒，归肝经。

３紫背天葵草，布依语发音为 “胀”，负责紫

色染色，具有药用价值，性平，归肺、脾、肾

三经。

４枫香叶，地方语发音为 “压章螂树”，负责

黑色染色，具有药用价值，性平，归脾、肾、

肝经。

鲁布革乡布依族五色花米饭的制作过程主要有

以下五大步骤：

（一）挑选优质糯米

每年糯稻收割、扬净、晒干后，布依人就把上

等的糯谷挑选出来单独放好，直到临近 “三月三”

的时候才拿出来碾成新鲜的糯米，用于制作五色花

米饭。

（二）采摘染料植物

每年二至三月期间，鲁布革乡布依族的男女老

少纷纷到村周边的山上寻找采摘各色染料的植物，

并将其用刀切碎后备用 （黄色的花不用切碎）。

（三）制作花米饭染色汁

五色花米饭染色汁的制作以黑色染色汁制作最

为复杂。黑色染汁的材料是压章螂树叶。首先要将

压章螂树叶切碎，然后放在阳光下晾晒，待树叶晒

萎后放在温水里浸泡，同时用手反复揉搓使叶内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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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汁液尽量融入水中，之后再加入适量开水浸泡四

至五小时。紫色染汁的制作相对黑色染汁简单一

些，将紫背天葵草切碎放在锅里干炒后用开水浸泡

四至五小时即可。制作黄色染汁和红色染汁则只需

分别将蜜蒙花和虎杖用开水浸泡四至五小时即可。

在各色染料植物浸泡之后，还有最后一道工序需要

完成，即分别将已经浸泡好的各色植物材料放入碓

中舂碓出汁水，其后将汁液和渣一并取出放入同色

浸泡液中搅拌，然后用纱布布袋装好，再在一盆上

搭好两根干净竹棍，把纱布布袋放在竹棍上，以此

过滤出各色清澈的染汁成品。

（四）糯米浸染着色

将事先准备好的上等糯米在浸泡约二至三小时

后均分为五份，除留一份作为本色继续浸泡外，其

余四份则分别放入各色不同的染汁中重新浸泡四至

五小时，待每种色彩均浸透了每一米粒后，再分别

取出各色米粒放于清水中淘洗，淘洗干净后沥掉水

分即可放置备用。

（五）烹饪花米饭

将已经淘洗干净并沥掉水分的五色备用糯米，

按照不同颜色分别放到甑子里，然后将甑子放入大

锅中，再在大锅里即甑子底部加入适当的水，最后

盖上盖子加热直至蒸熟。这样，五彩斑斓、香气袭

人的五色花米饭即可做成。

三、五色花米饭传承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制作工序繁琐、周期较长

从前文介绍的五色花米饭制作过程可以看出，

其工艺较为复杂繁琐。特别是染色汁的制作，需经

过采集、切碎、晾晒、浸泡、揉搓、舂碓和过滤等

七个主要工序。实际上，制作五色花米饭的五大步

骤中的每个环节都琐碎繁杂、费工费时，其需要注

意的细节层层迭出，稍不留意就前功尽弃。此外，

制作五色花米饭从每年霜降前后挑选上等糯谷，到

在来年二月三月间上山采集植物制作染汁，再到临

近 “三月三”取出糯谷碾出糯米烹蒸出五色花米

饭，前后大致需要竟半年左右时间，其周期费时漫

长。由于制作工艺复杂、成品时间较长，一些不良

商人就采用化学药剂来进行染色制作五色花米饭，

以此降低成本、提高产率，牟取不当利益。这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五色花米饭的声誉。

（二）缺乏保护意识

五色花米饭在布依族饮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

位，是布依族传统文化的标志性符号之一，其制

作技艺也是布依族最具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之一。在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布依族灿烂的

文化习俗和崇敬自然的高尚境界也通过五色花米

饭得以充分展现，不断倾吐着布依族人民的勤劳

智慧。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虽然做了大量工

作，但在保护五色花米饭这一文化遗产方面还存

在不尽人意之处。比如，在当地没有针对五色花

米饭的工艺、习俗等进行系统专门的整理和研

究，五色花米饭的传承缺少年青人的支持或共

鸣，等等。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

是由于对五色花米饭的文化、民族等价值意义的

认识或判断不到位，缺乏主动保护本民族文化传

统的意识或观念。

（三）传承人年龄老化及断层

从大层面来看，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以

及身处当今这个信息化、网络化及全球化的时代，

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均不可避免地受到外界各种

不同因素的影响或冲击，这使得许多民族传统手工

艺都面临着如何有效继承传延的问题。在鲁布革

乡，布依族五色花米饭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主要表

现在其传承人年龄偏大和后继乏人这两方面。目

前，在当地从事五色花米饭制作的大多是妇女，她

们年岁普遍偏大且大都不识字，在五色花米饭技艺

传承上基本是采用直系亲属间口传亲授的授徒方

式，加之缺少对五色花米饭的文字记录整理和专门

研究，这使得五色花米饭的传承面非常狭小。而对

乡里青壮年而言，随着通过便利的交通、便捷的新

媒体以及外出挣钱打工，他们对外面的世界有了大

量的接触和了解，迅速接受了外面世界的思想观念

和行为方式，这直接或间接地让他们改变了对传统

的生产、生活及文化的看法。实际上，在当地许多

布依族年青人就认为五色花米饭的传统工艺方式落

后、耗时耗力且经济效益低，因此对制作五色花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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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不感兴趣。缺少年轻一代人的积极加入，而掌握

制作技艺的一代人又渐渐老去，这就导致了五色花

米饭传承人的断层。

四、五色花米饭传承保护的建议及措施

（一）发挥政府作用，加强对五色花米饭的传

承保护和研究

在目前状况下，要保护好五色花米饭这一文化

遗产，首先应该重视发挥政府的重要作用，坚持当

地县政府主导、乡政府落实的上下联动原则，充分

调动各级层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保护和支持五色

花米饭的传承和发展。

１．县政府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应由政府牵
头组建一个由文化、旅游、妇联等相关部门以及

旅游产品生产、销售单位组成的专设机构，主要

负责组织、协调五色花米饭制作和文化传承的相

关工作，以此消除多头管理、各自为政的状况，

同时统筹处理好传承与发展、保护与利用的关

系，找出一条传承保护与发展利用相结合的双赢

路子，让璀璨的布依族民间饮食文化得到持续

进步。

２．把五色花米饭的传承保护纳入新农村建设
的规划之中。县乡政府在新农村建设的规划进程

中，应把五色花米饭的传承保护纳入新农村的文化

建设中，制定关于五色花米饭的传承保护计划，重

视对布依族干部和群众进行相关的知识教育，自觉

增强对五色花米饭等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认同感和厚

重感，提高保护本民族文化的意识，将五色花米饭

的文化传统和制作技艺很好地传承下去，并在保护

好的前提下进行合理的开发及利用。

３．建立五色花米饭人才培训体系和奖励优惠
制度。要由政府文化、旅游等部门牵头，组织当地

布依族群众进行五色花米饭的制作等培训，按照实

际需求定期或不定期开办相关培训班，扩大五色花

米饭从业人员队伍，从根本上缓解或解决其传承人

缺乏的问题。除此之外，政府还应给制作五色花米

饭的优秀人员予以奖励，并在五色花米饭销售上出

台相关优惠政策，鼓励布依族族人积极从事花米饭

产品的制作和销售工作。

４．设立科研项目，开展五色花米饭的专项研

究。五色花米饭作为布依族重要的文化遗产，应加

强对其在历史、文化、工艺等方面的研究。对此，

政府文化、旅游等部门可专门对五色花米饭进行立

项，设立相关的科研项目，争取高等院校或者科研

机构的专家学者积极参与和支持，出版有关学术书

籍，扩大影响面，为把五色花米饭打造成为布依族

的民族文化品牌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做好文字建档和教育传播等工作

为改变制作五色花米饭直系亲属口传心授的方

式，扩大传授面，发掘文化价值，应对五色花米饭

的制作历史、文化和工艺进行文字建档及教育传播

等工作。

１．文字建档：要注重对五色花米饭的文化历
史、工艺习俗等进行搜集、挖掘和整理，并充分利

用信息时代的相关数字化技术，采用文字、录音、

录像及多媒体等手段进行真实、全面、系统的记

录，同时进行分类编目、编辑成册，建立完整的档

案资料，以资妥善保护并合理利用。

２．教育传播：在教育方面，政府文化、教育
等相关部门要编辑五色花米饭制作技艺和文化传承

的地方教材，由县乡学校进行教育普及，使五色花

米饭作为文化遗产、作为精品传统文化在布依族青

少年当中得到继承和发扬。在传播方面，应注重社

会宣传，拓宽传播渠道，积极组织或举办以五色花

米饭为主题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展演和民族民间文

化节，开发与五色花米饭相关的民俗及工艺表演等

项目，同时在举行相关活动的过程中，充分利用大

众传媒和互联网进行广泛的宣传，使广大群众了解

和认识五色花米饭的民族文化价值。总之，要让五

色花米饭作为布依族文化遗产的代表性符号走入媒

体、走进群众。

（三）走产业化、市场化的发展道路

国内外许多成功事例表明，对民族传统文化的

传承与保护，应当跳出单一的为传承而传承、为保

护而保护的窠臼。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发展才是

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与保护的最优途径，其中产业

化、市场化又是发展中最具活力的方式之一。就五

色花米饭而言，笔者认为，在正确处理好传承保护

与发展的关系的前提下，可积极推动五色花米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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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产业建设，主动走市场化道路，使五色花米饭

既能产生文化品牌效应又还取得经济规模利益。

从市场需求层面，应提升五色花米饭的产业品

质和服务效能，使市场和社会乐于接受，扩大五色

花米饭产业及其技艺文化的市场需求力；从供给的

层面，可通过加强技能培训，培养专业制作花米饭

的技艺人才和市场营销的专业人才，强化产品设计

开发，拓展市场领域，使其产生更好的社会效益和

更大的经济效益；从动态层面，需加强产业应变

力，不断探索产业发展的新路子，创名牌产品，提

升产品知名度。此外，随着产业的发展，还应以市

场为导向，树立现代商业意识，通过招商引资引进

有实力的企业参与到五色花米饭的产业化中，大力

扶持创办五色花米饭饮食生产企业，以此实现资本

与文化的有机结合。在制作方面，在坚持传统技艺

的同时，应对五色花米饭工艺进行合理化改进，提

高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率。而在产品包装上，则应

使用真空包装机进行包装，提高产品的卫生质量和

便携性。总之，要正确处理好传承保护和发展的关

系，走传统与现代结合之路，既培育文化品牌又打

造市场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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