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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水是我市唯

一以苗族为主，全国

苗族聚居人口最多

的 少 数 民 族 自 治

县。这颗镶嵌于武

陵山中的明珠，是重

庆的苗乡，中国的苗

乡，世界的苗乡。

苗食、苗绣、苗

艺、苗歌、苗舞、苗医、

苗药、苗寨、苗城……

悠远灿烂的苗族文化

在彭水传承至今，凝

聚成以“九苗”为代

表的特色文化载体，

赋予了这座城市取

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资源。

当前的彭水，将

生态旅游业作为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的

“第一支柱”，立足

“九苗”文章，围绕建

设民族地区产城景

融合发展示范区、打

造重要的生态康养

和休闲运动基地、建

成具有民族特色的

国际知名旅游城市

三大定位，高水平打

造“世界苗乡·养心

彭水”。

道道苗食快朵颐

彭水两江交汇，水运发达，南来北往，八方汇
聚。厚重的历史文化交融，奠定了彭水美食发展
的基础，形成了独特的苗家美食。

众多彭水美食，以太子豆花（鸡豆花）最负盛
名。它以优质母鸡的肉、蛋、油、汤制成。传为唐
太子李承乾丫环所创，距今已有1300余年历
史。“吃鸡不见鸡，吃豆不见豆”道出了人们品尝
后的感慨。

近年来，彭水积极传承美食文化，不断推陈
出新，成功包装出“晶丝苕粉”等一批叫得响的地
理商标品牌，畅销世界各地。

2019年发布的《苗乡菜谱》，收录了郁山三
香、嘟卷子、心肺米粉、无忌烧白、郁山擀酥、苦荞
粑蘸蜂蜜等100余道苗乡美食。

针针苗绣传真情

今年3月，在渝全国人大代表、市级“非遗”
技艺传承人李绍玉，将一幅耗时2年制作，长达9
米，绣了上百万针的苗绣精品带到了北京“两会”
会场。这幅苗绣将北宋著名诗人、书法家黄庭坚
的《砥柱铭》用针线完美还原。

苗绣是苗族的传统手工艺术。彭水苗绣以
做工精细、工艺考究著称。通常以色彩分为单色
绣和彩色绣。单色绣以青线为主绣制，作品典雅
疑重，朴素大方；彩色绣用七彩丝线绣制，手法相
对复杂，多以花鸟虫鱼或龙凤麒麟为题材。2016
年，彭水苗绣制作技艺被列入市级“非遗”名
录。

而今，在以李绍玉为代表的一大批传承人的
大力推广下，彭水绣娘规模已超过万人。出自她
们之手的精美苗绣，成为彭水极富特色的伴手礼。

精巧苗艺夺天工

7月5日，蚩尤九黎城里苗族银饰锻制技艺
传习所，庹俊鹖手中的喷枪喷出蓝色的火焰，坚
硬的银块逐渐变红变软。在熟稔的捶打、淬火、
修整之下，很快成为了一副精美的手镯。

苗族人心灵手巧，许多独特的苗艺传承至
今。作为市级“非遗”苗族银饰锻制技艺传承人
的庹俊鹖，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近年来，彭水高度重视苗艺的保护传承，对
丰富多姿的民族文化遗产进行深入挖掘整理、保
护传承、开发利用，让独特的苗艺薪火相传，绽放
光芒。

去年底，市文化旅游委组织开展了市级“非
遗”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检查调整工作，彭水35
项“非遗”技艺上榜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今年6
月，市文化旅游委公布第六批市级“非遗”代表性
传承人名单，彭水又有18人榜上有名。

声声苗歌唱千年

彭水积极普及苗歌苗舞，做足“世界苗乡”文
化内涵，营造全民唱苗歌跳苗舞的氛围，3月12
日，彭水县文化旅游委邀请全国著名作曲家杨
军、作词家和诗人余合智走进彭水，会同地方音
乐舞蹈工作者走进基层采风，挖掘原生态的苗歌
苗舞，打造更多的苗族舞蹈和苗族音乐。

鞍子镇是彭水苗族同胞聚居数量最多的地
方，也是苗族民歌的发源地，较为完整地保留了
苗族民歌和苗寨文化。古老的鞍子苗歌没有成
文的歌词，靠口口相传流传千年，曲风高亢嘹亮，
从屋中刺绣到田间劳动，“走哪里唱哪里，见什么
唱什么”。

“鞍子苗歌”2007年入选市级首批“非遗”名
录，“苗族民歌”2014年跻身第四批国家级“非遗”。

不歇苗舞“踩花山”

“遍舞摩围，递歌彭水，拂云惊浪……”北宋
诗人黄庭坚在彭水观看民间歌舞盛况后，留下了
这样的诗词。

苗族人能歌善舞。每年农历四月初八的
“踩花山”节，彭水的苗族同胞总会身着盛装欢聚
一堂，载歌载舞，并进行玩狮、射弩、踢毽子、爬花
杆等活动。

近年来，彭水不断挖掘整理民族舞蹈，举办
民族民间舞蹈大赛，让苗族音乐舞蹈等得到很好
的传承。彭水通过多年的挖掘、整理、提炼，编排
出一套集娱乐、健身为一体的苗族风情舞《踩花
山》。

“万人同唱娇阿依，万人共舞踩花山”的中
国乌江苗族踩花山节，目前已连续举办了10届，
成为一张亮丽的地方文化名片。

妙手苗医济苍生

历史上，天灾人祸导致苗族人频繁
迁徙。所到之处，基本都是植被丰富、蛇
虫出没的瘴疠之乡。坚韧的苗族人尝百
草、驱百毒、战疾患，经过无数先人的经
验积淀，形成了独有的草药使用经验。

市场化、商品化，是彭水保护传承苗
医苗药，提升苗族文化内涵的重要举措
之一。彭水依托彭水苗药研究院，在蚩
尤九黎城建立了苗医苗药体验馆，迈出
了苗医苗药市场化、商品化的第一步。

医药传承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丰
富的知识储备和临床经验的累积。苗医
强调“一方一病”，苗药药理与众不同。
苗医苗药的很多知识技能，常存在于日
常的生活习惯之中。当前，彭水苗药研
究院正致力于研究、编制苗医药教程，并
联合县职教中心开设了苗医药课。苗医

“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的壁垒由此
破冰。

道地苗药出深山

在彭水工业园区的现代化生产车间
里，以苗药为主料的“苗山五清茶”从生
产线上源源不断地包装下线。开发这款
产品的彭水苗药研究院和彭水俊苗山民
族医药产业有限公司，于2020年在彭水
成立。投资彭水，投资方正是看中了这
里丰富的道地药材资源。

彭水地处武陵山区，是重庆7个森
林资源大县之一，区内地貌类型复杂
形成了种类繁多的生态系统，具有物
种丰富、特有属种多、区系起源古老等
特点。

据彭水县志记载，彭水有140余科
1579种植物，全县天然野生中药材面积
在10万亩以上。其中，以禾本科、蔷薇
科、唇形科、菊科、伞形科、十字花科、兰
科、毛茛科、蓼科、百合科、小檗科植物
为主。经整理鉴定，已知入药的有1150
多种，可谓武陵山区的天然药库。

古老苗寨焕新颜

有 500多年历史的鞍子镇罗家坨
村，是我市最大且保存较为完好的家族
苗寨，2012年获评首批“全国少数民族
特色村寨”。依山而建的苗寨以木质吊
脚楼为主体，层层叠叠，错落有致。

万足镇廖家村，2019年入选第五批
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位于该村瓦厂坝的
周家寨子，是一座经历了200多年风雨的
古老建筑群。目前寨子居住着以苗族、周
姓为主的70多户300余名居民。大量木
质青瓦的吊脚楼依山而建，呈阶梯型分
布，保存完好，远观近看，各有韵致。

在彭水，和罗家坨一样极富特色的苗
寨还有很多。近年来，彭水有效整合资金资
源，对诸多古老苗寨进行保护开发。全县打
造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少数民
族特色村寨18个，其中国家级传统村落7
个。

巍巍苗城傲武陵

上古时代，苗族先祖蚩尤率九黎部
落逐鹿中原，不断向西南迁徙，大部进入
渝、鄂、湘、黔交界的武陵山区。摩围山
下，乌江之滨，一座以“蚩尤九黎”命名的
宏伟城池傲然屹立。城中齐列的号角苗
鼓，而今发出铿锵的时代之音。

蚩尤九黎城景区总占地面积 430
亩，总建筑面积11万平方米，由旅游核
心区、旅游服务区和休闲娱乐区3个部
分组成，有单体景观建筑40余处。其
中的核心建筑九黎宫高 99米呈 11开
间，寓意“九九归一”。全部建筑均为榫
卯结构搭建，因地制宜、依山造势，退山
而居。

这座集苗族文化、苗族建筑、游客接
待于一体的国家4A级旅游景区，继承并
延续着苗族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是彭
水自然风光与苗族历史文化的有机结合
体，已经成为展示和传承苗族文化的重
要窗口。

彭水“九苗”归一兴苗乡
九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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