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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族是怒江和澜沧江两岸

古老的民族之一，由早期居住

于今云南省福贡、贡山县的土

著与唐代“庐鹿蛮”的一部分发

展而来。第五次全国人口普

查统计数字表明，怒族总人口

为27738人，属于我国56个民

族中人口较少的民族。怒族

人民世代居住在世界自然遗产

“三江并流”的核心区域，并形

成了独特的民族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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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正在北京举办的全国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调演中，在贵州专场“ 侗歌声

声”演出时，据贵州省某位主管

领导介绍，在做好各项保护措

施的同时，该省还拟举办全国

范围的“侗歌大赛”，让其他民

族也来唱侗歌。

侗 族 大 歌 已 于

2006 年 入 选 首 批 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名录，2009 年入选

人 类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代表作名录，其合

唱技艺、文化内涵举

世 公 认 。 侗 歌 当 然

好听，但侗歌首先是

侗族人的侗歌，据侗

歌 的 国 家 级 传 承 人

吴 品 仙 介 绍 ，周 围

“ 能 唱 的 不 少 ，唱 得

好 不 好 就 不 知 道

了 。”侗 族 同 胞 尚 且

如 此 ，不 通 侗 语 、不

知 侗 俗 的 外 人 能 唱

成什么样子？

据 介 绍 ，“ 现 在

村里长得漂亮点的，

都组成了侗歌队，有

的 还 到 世 界 各 地 去

巡 演 。”随 着 国 际 交

流的增多，“非遗”项

目 到 国 外 演 出 的 机

会也多起来，某某艺

术出国演出“引起轰

动”的消息时常见诸

报 端 。 那 么“ 轰 动 ”

之后又如何呢？

上 世 纪 90 年 代

有一陈姓导演，从部

分 昆 剧 团 挖 走 了 不

少人才，打造了一出

《牡丹亭》，专在海外巡演，一度

风光无限，但之后就难以为继，

不得不解散，优秀的笛师甚至

沦落到去赌场发牌，名利双收

者仅导演一人而已。文化交流

是必要的，但“非遗”的根还是

要扎在本国、本地，不是所有的

“非遗”都能超越民族和地域的

界限落地生根的。

如果只是力图推广，还不

足以伤害文化遗产本身；但目

前还有一种“推广”，只一味追

求“看的人多”“拉近与观众的

距离”，给这些文化遗产添油加

醋，甚至脱胎换骨，那影响就是

毁 灭 性 的 。 现 在 不 少 表 演 类

的“ 非遗”项目媚俗倾向就很

严重，像曲艺里乱加歌舞，戏

曲 中 不 懂 规 矩 盲 目 创 新 的 所

谓“ 新 编 剧 ”、乱 加 灯 光 布 景

等 ，都 是 例 子 。 在 受 到 质 疑

时，不少人还振振有辞，说“老

玩 意 儿 没 人 看”“ 不

吸 引 现 代 观 众 ”“ 跟

不 上 现 代 生 活 的 节

奏 ”。 长 此 以 往 ，势

必 造 成“ 观 众 有 了 ，

艺 术 没 了 ”，当 然 观

众最后也会跑光。

观 众 大 体 可 以

分为两类，一是为了

学习、研究或娱乐的

特 别 需 要 ，例 如 戏

迷 、传 承 者 群 体 等 ；

二 是 看 热 闹 的 一 般

群 众 ，跟 风 逐 流 ，给

什么看什么，大部分

观众都属于这一类。

无 疑 第 二 类 观 众 人

数 最 多 。 要 充 分 展

示 表 演 类“ 非 遗 ”项

目 ，真 正 扩 大 其 影

响，主旨是要持续吸

引第一类观众，提升

第 二 类 观 众 的 欣 赏

水平，而不是尽力讨

好一般看客，努力造

成 皆 大 欢 喜 的 繁 荣

景象，最后势必不仅

让行家、戏迷失望伤

心，也会最终失去艺

术原创力，从而失去

观众。

盲 目 推 广 的 原

因 ，一 是 不 懂 得“ 非

遗”的 综 合 性 、民 族

性 、地 域 特 点 ，这 必

然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对保护

“ 非遗”未必有积极作用。二

是 受 经 济 利 益 的 驱 动 。 作 为

“ 非遗”保护工作主体的各级

政府部门，应当本着朴素的态

度来做工作，不要盲目求大求

多；对于某些极具价值而观众

不多，不能依靠卖票来维持剧

团、养活演员、实现传承的表

演类“非遗”，主管部门不能推

给市场，任其自生自灭，必须

给予大力支持，以防“非遗”被

市场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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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地方叫歌海，飞出山歌

一 排 排；草 在 歌 中 长，花 在 歌 中

开；情从歌里出，爱从歌里来；八

桂 风 谣 春 常 在 ，歌 飞 千 年 情 满

怀。”3 月 21 日晚，全国少数民族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调演广西壮族

自治区专场——“八桂风谣”，在

首都天桥剧场拉开帷幕。本次演

出共展示了广西 7 个世居少数民

族的 10 个国家级和 6 个自治区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其中有些

表演都是第一次登上首都舞台。

为了尽显原生态艺术的魅力，参

加演出的 120 多位演员中，40％以

上是当地的农民和渔民。

整台晚会以人为核心，以人的

出生、成长、情爱、劳作、归天等场

景为框架，采用原生态的表现形

式，原汁原味地呈现了广西少数民

族的独特风情与文化风貌。

演出一开始，舞台上就出现

一幅巨大的“花山岩画”仿制品。

岩画是 2000 多年前，广西壮族先

民骆越人画在岩石上的历史图

像。其中出现最多的形象就是被

奉为神灵的“蚂 ”（壮族人对青蛙

的俗称）。在接下来的舞蹈里，一

群小伙子匍匐在地上模仿蚂 的

动作，表达对神灵的敬畏。此外，

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毛南肥套中

的傩面舞蹈、马山县的壮族三声

部民歌、龙州县的天琴表演等，

都借助文化的力量让观众神游

了广西。

三声部的民歌

广西共有 12 个少数民族，多

民族的特点让这次调演有了一个

中心，即不以某个民族的“非遗”

展示为重点，要尽可能多地阐释

各民族的文化，特别是人口较少

民族的传统文化。“八桂风谣”共

表现了壮、瑶、苗、侗、京、毛南、仫

佬 7 个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风采，体现了广西民族文化的

多样性。

晚会以“八桂风谣”命名，突出

了以民歌为主的特点。“以歌求爱”

是广西各少数民族特有的习俗。

姑娘小伙谈情说爱、互诉衷肠，不

能讲话，只能唱歌。“瑶族蝴蝶歌”

曲调采用一主一从、一唱一和的同

声二重唱形式，曲调清丽、婉转悠

扬、词句优美、令人难忘。“壮族的

三声部民歌”历史悠久，出现于唐

代，盛行于明清时期，被誉为民族

音乐的活化石。婉转的歌声，唱出

了要出嫁的女儿对母亲的眷恋和

不舍。同时，该民歌的出现，推翻

了西方学者有关“中国音乐没有多

声部民歌”的论断。

“那坡县的刘德华”

广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工作近几年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目前已列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的项目共有 58 个，其中

布洛陀、刘三姐歌谣、侗族大歌等

28 个项目已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

参加此次演出的罗景超是国

家级“非遗”项目那坡壮族民歌的

代表性传承人，在当地有“那坡县

的刘德华”之称。为了能让那坡

壮族民歌更好地传承下去，在文

化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罗景超开

办了民歌学习班，每年两期，学员

由 18 岁到 25 岁的社会人员组成，

结业是以比赛的形式来完成。由

于参加补习班还有相应的补助，

所以大家积极性都非常高。课余

时间，学员们还和罗老师一起制

作山歌光碟，搜集山歌资料，希望

山歌能更好地保留下来。

“独弦琴”是京族民间乐器中

最具特色的代表，因独有一根弦

而 得 名，音 量 虽 小，却 可 以 弹 奏

出 复 杂 的 乐 曲 。 苏 春 发 是 京 族

独 弦 琴 的 自 治 区 级 传 承 人 。 他

从事个体经营工作，但自从 2008

年被评为传承人以后，就很少照

顾自己的生意了，把精力都放在

了 独 弦 琴 上 。 他 经 常 参 加 演 出

和一些传承活动，最多的时候一

天有四五场演出。目前，他正免

费教一些孩子学独弦琴，希望这

些 孩 子 将 来 能 成 为 独 弦 琴的民

间传人。

“凌云七十二巫调音乐”是壮

族的原生态音乐，并入选广西壮

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该音乐形式发源于宋朝的广西泗

城府，即今天的凌云县泗城镇一

带，主要是巫婆在做法事时演唱，

一 般 为 女 声 独 唱，用 壮 语 演 唱。

黄兰芬是最后一个能把七十二巫

调音乐完整唱下来的人，目前担

任凌云县文化馆馆长。黄兰芬不

无遗憾地说：“后继乏人，这是我

这辈子最放心不下的事情。”经过

20 多年的努力，她完成了专著《凌

云泗城壮族巫调》，为七十二巫调

音乐留下了宝贵的文字资料。她

表示，以后还会录制光碟，让这一

财富更好地保留下来。

“为了达到最佳演出效果，演

出中使用的灯光、音响、道具，都

是从广西运过来的。”看到演出如

此成功，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班华勤激

动地说，结束在北京的演出后，这

台 节 目 还 要 在 广 西 进 行 巡 回 演

出，并希望今后这台节目能成为

对 外 文 化 交 流 的 一 个 品 牌 。 他

说，此次调演活动，国家为我们提

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相信会有

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广西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

“八桂风谣”：民歌的盛会
本报实习记者 满 蕾

如密期是怒族的传统节日，

主 要 流 行 于 云 南 碧 江 县 以 及 福

贡、泸水一带怒苏支系的怒族中

（现在的怒族由阿龙、阿怒、怒苏

及柔若 4 个支系组成）。在历史

上，由于种种原因，如密期曾一度

中断，只有一些小村寨断断续续

地过这个节。2002 年，云南省福

贡县匹河乡架究村举办了第一届

如密期活动，这个古老的节日才

获得了新生。经过多年的演变，

现在的如密期已经不同于以往的

如密期，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

较大的变化，它已演变并发展为

“开春节”，并定在每隔 3 年的 3 月

6 日举办。

“如”意为村寨，“密”意为邪

气、污秽，“期”意为清洗。如密期

的意思就是清洗和驱除村寨头年

的邪气。最初，这项活动是在每

年春耕之前进行，没有固定的时

间。怒苏人以村寨为单位进行，

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

畜兴旺。据老人们讲，村子里的

野樱花开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如

密期了。只有过了如密期，人们

才可以开耕。

关 于 如 密 期 的 来 源 说 法 很

多，其中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很久

以前由于怒族人民生活在缺医少

药、与世隔绝的地方，社会生产、

生活十分落后，人们对于天灾、病

痛等都没有解决的办法，所以就

求助神灵，用“密期”这种活动来

消灾避祸。

关于如密期，还有一个美丽

的传说：怒族青年谷玛楚和美丽

的富家小姐吴地布青梅竹马，两

小无猜，但是由于两家门第悬殊，

吴地布的父亲腊恒万般阻挠两人

相爱。但吴地布非谷玛楚不嫁，

无奈之下，狠毒的腊恒便设计害

死了谷玛楚。最后，吴地布也伤

心地死去。俩人的坟墓分别葬在

河的两岸。春天来了，河两岸突

然长出两棵参天大树，枝叶紧紧

缠绕，仿佛拥抱在一起。腊恒便

下令让人把这两棵树砍掉扔到河

里，结果，树在河里飘呀飘，突然

轰隆一声巨响，树转瞬不见了，却

飞出了两只小鸟，一只是金色的，

一只是银色的。转眼之间，两只

鸟顺着怒江向南飞走了。小鸟飞

走后，腊恒叫人打开谷玛楚和吴

地布的坟墓看，棺木里的尸体都

不见了。第二年春天，金鸟和银

鸟 就 飞 回 寨 子 来 了，金 鸟“ 谷 玛

楚、谷玛楚”地叫着，银鸟“ 吴地

布、吴地布”地叫着，意思是，栽种

的季节到了，乡亲们快快动锄吧！

所以，每年春天当这种鸟飞

到寨子里来的时候，人们就要开

始举行如密期。只有举行了这项

活动，才能开耕挖地，否则人们会

认为不吉利。

过如密期的时候，家家户户

都 要 凑 一 些 粮 食，带 到 祭 师 家。

这些粮食是为节日当天熬酒而准

备的。祭师叫做玉古苏，一般由

村中有威望、会祭祀的老人来担

任。节日当天，全寨人集中到村

中平坦开阔的场地，到了选定的

吉时，祭祀就开始了。祭师手拿

刀开始杀鸡，把鸡血滴在放有水

的碗里，把鸡血搽在早以插在火

塘边上的 4 根树枝上，树枝旁摆放

一簸箕谷种，里面放半碗酒，祭师

手里拿半碗酒喷洒在树枝和谷种

上，开始向神灵献词祈求。其祭

祀献词内容大意是：“哦，高贵的

神灵，在天气变暖，大地复苏，树

绿花开，百草返青的今天，万家怒

苏人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如密期。

我们怒苏抱起 3 年的红雄鸡，酿上

3 年的苦荞酒，赶在太阳出怒山之

前，聚于祖先传下的如密期地，为

怒族人的吉祥幸福祈求神灵驱散

怒家的阴霾，洗去怒家的污垢，涤

尽怒家的瘟疫，保佑怒苏人平安、

五谷丰登、六畜兴旺。”

祭祀结束后，就开始熬酒，并

把祭祀过程中的鸡和猪杀了煮好，

大家一起分吃，能够分吃到祭祀用

的酒和肉是很吉祥的。吃完之后

就是体育活动，比如射弩、打秋千、

旺腰转、怒准里等。优胜者还能得

到一些奖励，比如说怒族传统挎包

等。值得一提的是，射弩者若是射

中了那块肉，就要把肉拿到祭师跟

前让祭师念一段《猎神调》，大意是

祈求射手能在来年收获更多。晚

上则是篝火晚会，小伙子们拿起传

统乐器“达比亚”边弹边跳，小姑娘

们则在一边弹起口弦配合着“达比

亚”的旋律；有的青年男女唱起怒

族情歌“哦得得”，唱响了怒族男

女隐藏了许久的爱的心声，有的

则 跳 起 传 统 的 踢 踏 舞“ 达 谷

光”……场面十分热闹。

野樱花开了 怒族人的如密期到了
和 湍

百场木偶进百校
本报讯 《沉香救母》、《济公

戏霸》……一出出经典剧目、一段

段妙趣横生的语言、一场场扣人

心弦的表演，在福建省晋江市掌

中木偶剧团的精彩演绎下，博得

了在场学生的阵阵欢呼和掌声。

3 月 16 日，福建晋江启动“百场木

偶进百校”活动，启动仪式上，晋

江南区中学的学生们领略了妙趣

横生的木偶表演。

“以前只是听到过，今天是第

一次现场看到，比看电视剧更有

意思。”一个同学兴奋地说。表演

结束后，后台挤满了想一探究竟

的学生。

晋江掌中木偶剧团的洪团长

说，此次进校园，他能感受到学生

们的热情，学生很喜欢看掌中木偶

剧，木偶剧团会坚持将这一活动进

行下去。晋江掌中木偶戏是我国

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在当地广泛流传。但随着现代娱

乐方式在青少年中的广泛传播，传

统文化的传承受到严峻的挑战，许

多未成年人对传统文化的了解越来

越少。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晋江

当地宣传、教育、文化部门于 2005

年启动了“乡土文化进校园”活动，此

次启动“百场木偶进百校”就属于其

中的一个内容。 （林永传 郭斌）

苗族小伙吹起芦笙表达丰收的喜悦 本报实习记者 陈 曦 摄

锦屏文书入选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本报讯 近日，贵州省锦屏

县档案局申报的锦屏文书项目已

经通过国家有关部门评定，入选

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中 国 档 案 文 献 遗 产 工 程 于

2000年正式启动，其目的是为唤醒

和加强全社会的档案文献保护意

识，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抢救、保

护中国档案文献遗产。锦屏文书

是贵州省唯一入选第三批中国档

案文献遗产名录的档案文献。

锦屏文 书 是 我 国 乃 至 世 界

现 今 保 存最完整、最系统、最集

中 的 清 代 文 书 之 一 ，记 载 着 我

国 西 南 少 数 民 族 地 区 数 百 年 林

业 经 济 史 ，被 当 地 群 众 视 为 宝

物，代代相传，价值堪与敦煌文

书 、徽 州 文 书 比 肩 。 目 前 ，锦

屏 文 书 已 征 集 进 国家档案馆保

存的已有 6 万余件。

（谭洪沛 杨盛民）

3 月 18 日，2010 年中国田横祭海节在山东省即墨市田横镇举行。

田横镇祭海民俗已有 500 多年历史，每年谷雨前后，渔民们在修船、添

置渔具等生产准备工作就绪后，择吉日大宴宾朋、豪祭山海。具有浓郁

民俗特色的田横祭海节 2008 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 摄

各 地

民间话语

风 俗

壮族的插秧舞 本报实习记者 陈 曦 摄

拿起传统乐器“达比亚”边弹边跳 节日里身着盛装的努苏人

虫另

虫另

清明节临近，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人们按照传统习

俗，在坟上挂一种纸扎的“社灯”，男挂白色，女挂红色，称为“挂社”，以这

种方式祭祀长辈，表达对亲人的思念。图为龙山县一名土家族妇女手持

“社灯”经过一块油菜花地。 唐荣沛 田良东 摄影报道

据新华社消息 （记者王云河）

3 月 22 日，位于河南省开封县朱

仙镇的朱仙镇木版年画博物馆正

式开工建设。

朱仙镇木版年画始于唐，兴

于宋，盛于明、清，被誉为“中国木

版年画的鼻祖”。朱仙镇木版年

画线条粗犷，形象夸张，构图饱

满，色彩艳丽，具有很高的艺术价

值，目前已被 20 多个国家的博物

馆收藏。

据了解，该馆建成后将设年画

创作室、雕版室、颜料研制室、年画

作坊、胶印车间、多功能展示厅及

配套用房等。不仅全面展示朱仙

镇木版年画的生产、制作工艺，还

将展出江苏桃花坞、天津杨柳青、

河北武强等地的精品木版年画。

朱仙镇木版年画博物馆占地

8000 平方米，主体建筑面积 3770

平方米，建筑样式为具有北方特

色的明清四合院式建筑。

河南朱仙镇木版年画博物馆开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