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年4月13日 星期二 非 遗 5
本版责编 李 静E-mail:whyczk@163.com 电话：010-64299522

各 地

印 象

古阿拉伯萨桑国的山鲁佐德

为了免去一死，每天晚上给国王

山鲁亚尔讲一个故事，于是有了

《一千零一夜》。而在中国，现年

85 岁的谭振山能讲出 1062 个故

事，被称为“民间故事大王”。

普查淘出故事王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我国开

展了全国范围的民间文学普查。

1986 年，辽宁省基层普查人员、新

民县罗家房乡的 文 化 干 部 李 会

元在普查过程中发现了谭振山，

将 他 讲 述 的 部 分 故 事 进 行 了 采

录，并将这一线索报告给新民县

（今新民市）的文化部门，谭振山

开 始 引 起 有 关 部 门 及学术界的

关注——这个貌不惊人的庄稼把

式竟会讲那么多好听的故事！人

们惊叹他那故事家的风范：无论

多大的场面，无论面对多高级别

的 领 导、多 么 有 名 的 专 家，他 讲

起故事总是轻松自如，决无半点

紧 张 拘 束 之 态 。 他 讲 的 故 事 质

朴 、优 美 、清 新 ，动 听 处 举 座 痴

迷，行 家 叫 绝 。1987 年，辽 宁 大

学教授江帆因工作需要前往新民

县，对县文化局上报的数十位故

事家进行学术鉴定。其时，新民

县数十位故事家会聚一堂，摆开

了 讲 故 事 的“ 擂 台”。 正 是 在 这

带 有“ 打 擂 比 武”性 质 的 故 事 讲

赛 会 上，她 认 识 了 谭 振 山，并 被

这位故事家所吸引，由此开始了

此 后 对 其 长 达 23 年 的 追 踪 研

究。“ 谭 振 山 的 故 事 贵 在 口 传 心

记、原 汁 原 味，全 国 目 前 还 没 有

发 现 比 谭 振 山 讲 故 事 讲 得 多 的

人，他的故事活动及其影响在我

国故事家群体中也属罕见。”

满腹故事何处来

辽宁省沈阳市西北 30 公里的

城乡结合部有一个太平庄村，隶

属于新民市罗家房乡。一说能讲

故事的谭振山，方圆十里八村没

有不知道的。

太平庄村的后街有一处整洁

的院落，在三儿子住的四间平房

的东端接了两小间偏厦子，大约

有 20 平方米，谭振山老两口就住

在这里。江帆说：“谭老先生几代

人都是在农村生活，故事也都来

源于本乡本地。”

谭振山民间故事最早的启蒙

老师是祖母孙氏，她对孙子的启蒙

教育是从讲故事开始的。祖母共留

给谭振山80多个故事。如今，老人

已辞世半个多世纪了，但提起祖母，

谭振山仍十分动情：“这些年我听过

的故事‘海了’，要说‘土’故事，还是

我奶奶讲得好！”受奶奶影响，六七

岁的时候，谭振山就对故事着了

魔。东北农闲时间长，六七月和整

个冬天都没事儿干，除了打牌就只

有听故事了。讲故事，图个乐儿。

当年村里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偶

尔镇上来一个唱二人转的野台班

子，那就像过年一样。听奶奶讲故

事多了，我也学着给别人讲，他们都

夸我讲得好，越夸我越高兴，讲得就

越来劲儿。”谭振山提起过去，总是

流露出一脸的幸福与兴奋。

谭福臣是谭振山的三伯父，

他读过五六年书，是一位风水先

生。谭振山 9 岁那年，为了躲避

“ 胡子”，家里把他送到伯父家。

谭振山的到来，给无子无女的谭

福臣带来了精神上的安慰。他十

分喜爱这个侄子，一心想把谭振

山 过 继 到 自 己 名 下，终 究 未 成。

谭振山在伯父家住了两年，这期

间，谭福臣倾其所有，给谭振山讲

述了 100 多个故事，这些故事大都

带有明显的巫卜职业特点及东北

地区的民间信仰色彩。

“瞎话匠”沈斗山是谭振山直

系血亲、姻亲以外的一位重要的故

事传承人。据谭振山回忆，他11岁

时全家搬到鞑子坟，和“瞎话匠”沈

斗山同居一院。沈斗山祖上是有

钱人家，到他这一辈时，家境衰落

下来，但他还是读了很多书。沈斗

山年轻时曾参加过科举考试，未

中，从此便闲居乡里，教教书，种种

地，是谭振山家乡一带少有的“饱

学之士”，人称“沈大学生”，讲故事

则是他向乡下人炫耀身份、显示学

问的重要方式。村里人称他“瞎话

匠”，他却从来不讲那些炕头地脑

的传统故事，他本人信狐仙，但也

很少讲鬼狐精怪故事，他讲的故事

大部分是表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

的。他知道历史上许多帝王将相

的传说，如努尔哈赤、乾隆、刘墉

等，沈斗山都能成套地讲出关于他

们的故事。在他讲给谭振山的近

百则故事中，这类故事占了一半。

除了这些人，还有国生武、张

英富、刘万信等十多个人的故事都

被谭振山一一记下来。“在走路、坐

车当中别人给我讲的故事我都记

下来，打小儿学的故事全装在脑袋

里，张嘴就来。”就这样一来二去、

聚少成多，谭振山目前能讲1062个

民间故事了。“喜好这个就能记住，

一听就忘不了，有些故事，别人讲

得不老道、不生动，我能重新给它

编一编、改一改，故事也就越来越

生动了。”不过随着年龄的增大，谭

振山发现自己对有些故事的记忆

没有那么清晰了。江帆认识谭振

山20多年，这些年发现他养成一个

习惯，在孙子的旧作业本或是烟盒

背面写上一些故事的篇目与反映

主要情节的语句，谭振山说，把这

些“故事眼”记下来就是为了在讲

类似的故事时不会混淆。

最担心无人传承

谭振山讲故事有一些规矩，概

括起来即有“三不讲”：女人在场不

讲“荤”故事，若情节中有“荤”，点

到为止；小孩在场不讲鬼故事，若

情节中有鬼出现时，他总是讲明故

事中的鬼是人装的，唯恐吓坏孩

子；人多的场合，不讲思想意识不

好的故事，这时候，他往往亮出“看

家段儿”，专讲那些对听众有道德

训诫作用的故事。故事的结局，他

因人因地时有变化，但其结果必定

符合他崇尚的道德准则。

如今，谭振山民间故事已入

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他本人也被命名为该项目的代表

性传承人。他现在担心的，是这

些 民 间 故 事 很 有 可 能 失 传 。 他

说，如今又是电视、又是电脑、又

是游戏，各种娱乐形式多得让人

眼花，人们听故事的兴趣已经下

降。更重要的是，现在人们追求

经济效益，讲故事没人给钱，所以

讲来讲去就自消自灭了。谭振山

从来没收过徒弟，如今四世同堂，

老老少少加在一起有三四十口，

但只有四儿子谭文海和孙女谭丽

敏还爱讲故事。但是他们也只能

讲百八十个故事，比起谭振山的

1000 多个故事还有很大差距。

“我的故事要口传啊!记性好的

还行，记性不好的我讲一遍、两遍

也记不住。我孙女谭丽敏爱讲故

事，老说要继承这个东西，但她在沈

阳上班，毕竟不是专门搞这个的啊!”

孙女能否继承这些故事，谭振山心

里没底。他说：“现在孩子忙学业，

年轻人忙捞钱，四五十岁往上的人

都打麻将去了，讲故事的好光景再

也回不来了。上世纪60年代以前，

主要是乡亲听我讲故事，80年代以

后，主要是外人让我讲故事，现在只

能对着录音机、录像机讲了。”

丽江拥有众多文化遗产，除

了丽江古城、三江并流两项世界

文化遗产，纳西东巴古籍文献也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

忆遗产名录。此外，丽江还拥有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2 项（东

巴画、热美蹉）。这些具有鲜明地

方特点和民族特色，有较高历史、

文化、科学价值的民族文化构成

了丽江文化的家底。

“丽江模式”备受推崇

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文化

是丽江旅游的灵魂”已经成为丽

江各界人士的共识，丽江市委、市

政府也审时度势地提出了“文化

立市”的战略。随之，丽江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在文化旅游业、文化

产业发展中承担起重要角色，并

成为丽江新的经济增长点。

2001 年 10 月 8 日，在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第五届亚太地区世界

遗产年会上，丽江文化遗产保护、

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共同发展的

经验，被与会的中外专家誉为丽

江模式，并形成会议宣言在亚太

地区推广，丽江也因此成为各地

学习的典范。

以展演丽江洞经音乐为主的

“大研纳西古乐会”1981 年建立，

1986年开始公开演出，目前年收入

不低于150万元；

1998 年，东巴宫股份有限公

司成立，把东巴乐舞和纳西族歌

舞推向市场，整个“东巴文化”演

艺产业年产值超过了 1000 万元；

2001 年 12 月，丽江地区民族

歌舞团与深圳能量实业有限公司

昆明分公司合作编排了大型民族

舞 蹈 诗 画 节 目《丽 水 金 沙》，从

2002 年 5 月至 2008 年 5 月累计演

出 4000 多场，观众近 300 万人，总

收入 2.2 亿元；

2006 年，由张艺谋执导的大

型 实 景 演 出《印 象 丽 江》隆 重 推

出，仅 2008 年就接待观众 63 万人

次，门票收入 6700 多万元，创造利

税 3000 多万元，成为丽江市又一

文化产业支柱品牌。

2008 年 10 月，中央政策研究

室、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联

合组成的中国特色发展之路课题

调研组将丽江列入全国改革开放

18 个典型地区之一，充分肯定了

丽江旅游产业所取得的成绩。可

以说，丽江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

西南边陲小镇发展成为国际精品

旅游城市，主要得益于文化与旅

游的互动，其中“非遗”成了丽江

发 展 文 化 旅 游 的 重 要 卖 点 。 然

而，这并不意味着丽江的“非遗”

保护工作从此走上了一条健康发

展的道路。

文化生态面临严峻挑战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与利用问题始终是一个永恒的话

题，虽然政府、学术界一直强调非

物质文化遗产要以“保护为主、抢

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为

原则，但在具体实践、操作过程中

往往出现文化失真，甚至扭曲、变

形、断层等后果。

随 着 丽 江 旅 游 业 的 日 益 火

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境遇十分

堪忧，突出表现在一些非物质文

化 遗 产 项 目 越 来 越 呈 现 出 表 演

化、庸俗化、商品化的趋势，甚至

出现了借“非遗”之名欺骗游客、

收敛钱财等恶劣现象，这些现象

和行为不但严重败坏了丽江的声

誉，也恶化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生

存与传承的环境。

以纳西族文化的代表东巴文

化为例，丽江旅游市场中以东巴

命名的商品层出不穷，据初步统

计有 200 多个。有些属于哗众取

宠，如东巴香烟、东巴按摩、东巴

发 廊 等；有 些 则 明 显 是 披 着“ 非

遗”的 外 衣 进 行 招 摇 撞 骗，比 如

一些外来经商人员穿上东巴服装

就摇身一变为“大东巴”，进行一

些所谓的表演；有些旅游商品则

充斥着胡编乱造、不规范的东巴

文字，这不但对游客是个误导，同

时对本民族的成员也造成了文化

伤害。

另一方面，一些掌握着纳西族

文化命脉的重要传承者却在悄然

逝去。以东巴文化传承为例，在

20 世纪 40 年代，丽江山区的每个

村子几乎都有东巴（东巴文化的

主要传承者），总数约有 1000 人。

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成立 20 多年

来，先后请来了 11 位大东巴，现已

全 部 去 世 。 根 据 该 院 的 统 计 ，

1999 年丽江还拥有 80 余名老东

巴，此后数年里，老东巴的人数锐

减，现在健在的屈指可数。如果

政府再不着手保护这些传承人，

派人学习继承，那么随着这些老

东巴的离世，那些难解的经书可

能再也无人看得懂，东巴舞蹈、东

巴绘画的精髓也将消失殆尽。

目前，丽江的文化生态也面临

严峻的挑战。在开展旅游业以前，

丽江古城居民 80%以上为纳西族，

且日常交际语言以纳西语为主，而

现在留在古城中的原住民不足原

来的一半，大量居民外迁，各地商

户蜂拥而至。古城居民主体的置

换带来的是文化的置换、变异。纳

西话现在逐渐被普通话替代，大多

数纳西人都不会说纳西话。丽江

古城白马龙潭小学有 960 个学生，

其中纳西族学生 570 个，但其中只

有 110 个学生会说纳西话，认识东

巴文字的人更是寥寥无几。

丽江古城是没有城墙的，相

传当时木氏土司兴建古城时，准

备修建城墙，有人进言说，如果修

建围墙，“木”（指木氏土司）在其

中，岂不成了“困”字，土司就罢了

这个念头。今天，丽江的“非遗”

保护工作不能不说也进入了一个

盛名之下的困局。

牧情谷位于吉林省伊通

满族自治县，里面有被当地人

称为“跳大神”“跳大仙”的萨

满表演。日前，笔者一行 4 人

前往牧情谷，只为观看传说中

的萨满表演。

牧情谷是一个主要以传播

和展演萨满文化为主的民俗旅

游风景区，其中萨满神道的两边

有萨满教信奉的鹰神、蛇神、狼

神、鹿神、佛多妈妈等众多神像，

关于这些动物神灵均伴有神话故

事。景区内所有景点都围绕着萨

满文化而建，包括萨满文化展览

馆、图腾柱等，其中以萨满跳神最

受瞩目。

萨满教为当地满

族群众的民间信仰，如

今依然被很多当地人

信奉。早在12世纪中

期，我国史籍中就已出

现 关 于 萨 满 教 的 记

载。萨满教信奉三界，

认为宇宙分上、中、下三

界，上界为天堂，中界是

人和动植物所在，下界

是阴间。人类夹在中

间，受着神灵福佑和鬼

魂作祟的影响，只有巫

师萨满能通达上下两

界，疏通三界之事。目

前，许多国家和地区的

萨满教已成为历史，而

在我国至今仍有萨满

活动，除了家族内部祭

祀外，现在还有萨满祭

祀、萨满歌舞表演等商

业性质的活动。

跳神的程序为请

神（献祭）、降神（脱

魂）、领神（附体）、送

神（还魂）4 个步骤。

笔者到达目的地时，只见萨满

及两名助手正在穿神服，戴神

帽、腰铃等萨满配饰，这些都是

萨满降神时必备的物品。萨满

神服有着别样的威严，样式的

变化和其祭祀内容相关。一般

来说，一件神服从制成到使用，

唯有萨满本人可以染指，它本

身就是神祗的象征，据说可以

通天，萨满唯有穿着它才可降

神、通神。满族的神服制作多

由女萨满或女性完成，一件好

的神服往往需耗时三五年。萨

满所戴的神帽是用禽类的羽毛

制成的，象征着飞翔的能力。

表演前萨满助手先烧香，

随后身穿萨满神服、头戴神帽、

手拿神鼓、腰系腰铃的萨满及

助手成一线站立。当鼓声响起

时，助手高唱神歌，萨满即刻进

入她自己的世界中。助手接过

她手中的神鼓，她便开始踏着助

手的鼓点，摇动腰铃，翩翩起舞，

时而张开双臂，好像一只大鹰俯

冲飞下，时而展臂旋转，像在空中

盘旋。她不时变换着舞步，助手

会根据所跳之神，给予其

所需。如果给的不是神

所需要的，萨满会丢在地

上，如果是神需要的，萨

满就会欢快地舞蹈。萨

满跳神过程中，一切诵唱

全部为满语，据说因为满

族的神灵只能听懂满语。

神 鼓 在 萨 满 教 中

有着重要的功能，它是

天穹宇宙的象征。满

族 史 诗《乌 布 西 奔 妈

妈》里说：宇宙初始，天

母阿布卡赫赫打败了恶

神耶路里，派自己的侍

女卧勒顿做了人间的第

一个女萨满，同时将混

沌的天穹抓下一大块，

给萨满做成一个无敌的

神鼓，并用恶神耶路里

的小恶魔做了她的鼓

槌。萨满敲第一声鼓，

有了青色的天；敲第二

声，有了黄色的地；敲第

三声，有了白色的水；敲

第四声，有了红色的太

阳；敲第五声，有了万物生灵及

人类。卧勒顿妈妈很高兴，于是

连敲神鼓三下，结果把恶神耶路

里敲醒了，于是宇宙间又开始有

了灾难、妖魔。天母阿布卡赫赫

愤怒至极，命卧勒顿妈妈不停敲

神鼓，以召集善神们制服恶魔。

于是，萨满在通神和降神时必然

少不了神鼓的声响。

萨 满 教 作 为 一 种 宗 教 形

态，在当今社会几近消亡，但它

的文化影响依然存在，其积极

的一面还是被人们有意识地接

纳与采用。萨满之道并非是追

求虚无的彼岸世界，而是更多

地强调人类要和自然和谐共

处。在提倡多元文化的今天，

我们看待少数民族文化要有新

的视角，对其文化的存在价值

不可低估。

1997 年，云南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十几年后，随着文化旅游业的发展，丽江因过度商业开发，原住民大量流失，纳西语逐渐被普通

话替代，一些“非遗”项目成了赚钱的招牌，丽江的民族文化特色也越来越淡——

丽江古城：盛名之下的困局
杨杰宏

谭振山与他的一千零一夜
本报记者 杜洁芳

讲 述

牧
情
谷
里
的
萨
满
表
演

宋
小
飞

江南百姓庆祝传统节日“网船会”
本报讯 江 南 的 传 统 节 日

“网船会”于 4 月 11 日、12 日在浙

江嘉兴市秀洲区王江泾镇上的刘

王庙里举行，来自江浙沪等地的

60 多 个 民 俗 社 团 ，近 2000 名 渔

民、农民身穿古装载歌载舞，尽情

狂欢，为乡亲们带来一场水上狂

欢节。

网船会始于明朝，是江浙沪

一带渔民自发的民俗祭祀活动，

为的是纪念驱蝗神刘猛将。刘

猛 将 大 名 叫 刘 承 忠 ，据 民 间 传

说，元朝末年，江浙一带蝗虫泛

滥成灾，朝廷张榜招贤。当时，

江淮指挥刘承忠揭皇榜自荐，与

百 姓 一 起 夜 以 继 日 扑 灭 蝗 虫 。

立了大功的刘将军本应赴京领

赏，但他看到百姓颗粒无收，生

活无着，便又组织生产自救，后

不幸溺亡。他死后，百姓由感恩

到崇敬，遂将他视为农业丰收的

保护神，尊称为“刘王爷”，年年

祭祀，以祈五谷丰登。

尽管网船会的历史很悠久，

但据老一辈人的回忆，真正大规

模的网船会在 1947 年后就没有出

现过。去年，王江泾镇政府牵头

举办首届江南网船会，开幕当天

就吸引江浙沪一带的百姓 7 万余

人。 （杜 威）

天津庄王府里建“非遗”馆
本报讯 天津庄王府景区经

过近一年的整体修缮，已进入最

后收尾验收阶段，目前布展正在

进 行 当 中 ，“ 五 一 ”正 式 对 外 开

放。与这座修旧如旧的庄王府同

时开放的还有建在其中的天津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馆。

据介绍，庄王府旅游景区将

以王府主题旅游为主打，非物质

文化遗产展示展演为补充，将举

办王府主题系列展览、王府生活

古装实景演出、中式民俗婚礼和

互动游艺项目。在王府生活古装

实景演出中，看点包括王爷出行、

王爷上朝情景表演、王府婚庆习

俗表演和清代服装服饰表演。

设在庄王府第二道院的天津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将通过文字、

图片、实物和表演等多种形式，一

方面展示天津市“非遗”普查与保

护方面的成果，并为游客再现各种

民俗绝技绝活儿的制作过程；另一

方面还将在中国的传统节日、文化

遗产日及周末，开展动态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的表演，如曲艺、戏

曲表演和民间花会等。 （吴 薇）

浙江桐乡建蚕俗文化博物馆
本报讯 蚕 丝 文 化 始 于 江

南，浙江省桐乡市洲泉镇自古就

有养蚕制丝的传统，其蚕丝文化

可以追溯至 800 年前。南宋时期，

蚕农经常以摇快船、绞丝船、拜香

船、打拳船等方式祈求蚕神保佑

养蚕丰收，慢慢形成了蚕花水会

这种独特的蚕乡风俗，俗称“蚕花

胜会”。目前，该镇有蚕丝品生产

企业 335 家，占全国行业总数的

17%。

为了进一步提升蚕丝品的知

名度，近日，该镇建设的蚕俗文化

博物馆将正式开馆。桐乡市博物

馆馆长张新根说，蚕俗文化博物

馆是全国唯一一座以蚕丝为主题

建立的乡镇博物馆，“博物馆将展

示蚕的起源、蚕的生长过程、蚕丝

的加工、当地蚕俗文化等，让更多

的人了解蚕丝文化”。 （浙 文）

近日，绍兴女儿红

酿 酒 有 限 公 司 宣 布 选

择 江 一 燕 作 为 女 儿 红

形象代言人，以推广这

一悠久的黄酒品牌，开

拓市场。绍兴黄酒“女

儿 红 ”自 晋 代 就 有 记

载，相传自古绍兴当地

生女必酿女儿红，待女

儿 出 嫁 之 时 再 将 此 酒

开坛宴请宾客。

新华社记者

徐 昱 摄

商铺林立的丽江古城 古老的东巴文字

话 题

◀ 4 月 10 日，大约 500 名打击乐爱好者在秘鲁首都利马华盛顿公

园上演了一场齐击卡洪鼓的震撼场面。他们用激昂的鼓声、整齐的节

奏向人们展现秘鲁传统文化艺术的魅力。图为在华盛顿公园，小学生

们展示当地传统的卡洪鼓。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