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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 述

和国耀：用虔诚的心传播东巴文化
姚付祥

福建莆田传统纸扎：

“纸糊世界”岌岌可危
陈美者

印 象

福建莆田纸扎技艺是一项民

间绝活，不但在国内深受喜爱，还

多次走出国门。但由于各种原因，

莆田传统纸扎技艺正面临困境。

纸扎是一种“脑子活儿”

纸扎在民间有很多不同的称

谓，如扎作、糊纸、彩糊等，它源于

古代民间宗教祭祀活动，后逐渐

成为节日里的一种装饰艺术。纸

扎 以 竹、木 为 骨 架，以 线 团 缚 部

位，糊 彩 纸 以 装 饰，作 品 多 为 龙

灯、动物、花卉、人物、彩船等，在

春 节、庙 会、宗 族 活 动 中 广 泛 使

用。这些色彩各异、造型拙朴的

各类纸扎品，既为喜庆欢快的节

日增添了几分色彩，也为丧葬、祭

祀场面蒙上一层肃穆的面纱。

纸扎融剪纸、绘画、草编、雕

刻、裱糊等工艺为一体，同时以大

量 的 传 统 习 俗 和 民 间 传 说 为 支

撑。按纸扎艺人的话说，纸扎是

一 种“ 脑 子 活 儿 ”，需 要 心 灵 手

巧，艺 人 同 时 需 要 具 备 书 法、绘

画、造型、历史、建筑等多方面的

知识。一个出色的纸扎艺人能用

简 单 的 竹 条 和 彩 纸 扎 出 形 态 各

异、栩 栩 如 生 的 人 物 和 景 观，线

条细腻、结构严谨、色彩和谐，并

融合历史文化和乡土情趣，令人

赏心悦目。

做纸扎不足以养家糊口

在莆田民间，几乎各个乡村

都有从事纸扎的艺人。在众多的

莆田纸扎艺人中，影响较大的有

莆田百年纸扎世家——黄氏和林

氏。黄氏纸扎从清道光年间黄玉

贤开设纸扎铺，传承至今已逾六

代，在我国港澳台地区及东南亚

国 家 都 享 有 声 誉 。1967 年 出 生

的黄清泉是黄氏纸扎的第六代传

人，他 12 岁开始随父学艺，经过

其父黄上林的严格指导，他的作

品 题 材 丰 富、形 态 逼 真、色 泽 光

鲜、刻 画 精 细，富 有 传 统 文 化 内

涵，充 满 灵 气 和 生 机 。 目 前，黄

氏纸扎技艺已被列入福建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

同样出名的还有莆田林氏纸

扎，林氏纸扎作品线条分明、立体

感 强 ，至 今 有 150 多 年 的 历 史 。

1955 年 出 生 的 林 文 富 和 其 弟 林

文 地是林氏纸扎的第六代传人，

1996年，林文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授予“民间工艺美术家”称号。

然而，除了黄氏纸扎和林氏

纸扎外，大部分莆田民间纸扎艺

人并没有形成固定的风格和专业

的品牌，很多人只是把它当成一

种副业或爱好，这主要是因为纸

扎工艺基本没什么经济效益。莆

田大部分民间纸扎艺人的收入主

要源于参与民俗活动，如寿庆、谢

恩、醮坛等。根据调查，参与一次

较大规模的民俗活动，一位纸扎

艺人的酬劳为 1000 元至 2000 元

不等，工期在 20 天左右。但这种

收入是不稳定的，再加上莆田纸

扎艺人很多，存在“活少人多”的

现象，如果专业从事纸扎，一年也

就是几千元的收入，莆田纸扎艺

人队伍因此严重萎缩。

莆田纸扎工艺的传承也存在

很多问题。长期以来，纸扎都是

传男不传女，男性往往承担着养

家糊口的重任，而纸扎不稳定的

收入又不足以维持一个家庭的开

支，因此纸扎的传承面临断档。现

在还在做的大都是上了年纪的人，

年轻人普遍对纸扎不感兴趣。另

外，要学成纸扎的基本工艺大概需

要 3 年的时间，而且还要学徒本身

有一定的悟性和艺术天赋。黄清

泉从艺已有 30 年，他却说“要学的

东西还有很多很多”。

大部分纸扎艺人也很少考虑

到艺术的发展和交流等问题，这

也与他们经济上不太宽裕有关。

比如，要到莆田工艺美术城办固

定的展览，一个铺位仅月租就要

七八千元，几乎没有一个纸扎艺

人能承担得起这项费用。

如何获得发展空间

在新时期，纸扎工艺如何才

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呢？经过

和民间艺人的交流和讨论，笔者

认为需做如下努力：

通过政策倾斜和经济扶持，

引导纸扎工艺发展。要改变现在

的危机，政府部门可以考虑出台

相关的扶持政策，如通过举办纸

扎工艺品大赛，给获奖者一定的

经济鼓励；在纸扎工艺的传承问

题上，对于愿意学习纸扎的年轻

人，可以考虑给予一定的扶持，如

拨出专项经费用于补贴学徒的生

活费等。

深入挖掘文化内涵，打造纸

扎工艺品牌。目前，莆田纸扎工

艺分布广而散，大多数民间纸扎

艺人“各自为灶”，因此政府可以

考虑给予适当的管理，比如可以

建立一个纸扎艺术品展览馆，既

可收藏精品，同时又可以作为宣

传莆田纸扎工艺的一个窗口。另

一方面，最好能对作品进行归类，

形成专业的品牌。

进一步开拓纸扎艺术市场，

创新纸扎艺术形式。纸扎工艺成

本低廉又环保，且轻盈美观，应用

范围可以不断拓展，比如可以用

于玩具游戏类，小蝴蝶、小蜻蜓这

样的工艺品会很受小孩子欢迎。

▲ 7 月 15 日，为期 4 天的新

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第七届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木垒哈萨

克族自治县举行，300余名少数民

族体育健儿参加了速度赛马、赛走

马、赛骆驼等竞赛项目以及哈萨

克族“姑娘追”和马上拾银等表演

项目。 新华社记者 江文耀 摄

布朗山寨位于海拔 1500 米

至2300米的云南省双江县，这里

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原始森林遮

天蔽日。布朗族有8.77万人，普遍

信仰佛教，并有自己独特的民俗。

布 朗 族 通 常 由 三 五 个 至

数十个同一血缘的家族聚居，男

孩与女孩到了十四五岁时要举行

一次“波即”（将牙齿染黑）成年礼

仪式，之后他们就可以自由自在地

“邀贯奇”（谈情说爱）了。布朗族

青年有用鲜花求爱的风俗，准备寻

找对象的姑娘常用红色颜料涂染

面颊，而且酷爱佩戴各种鲜花，小

伙子们会四处采摘鲜花送给自己

中意的姑娘。姑娘如果将鲜花戴

在头上，就表示对小伙子有意。

结婚那天，新郎还要采来鲜花，把

新房装扮得绚丽芬芳。

布朗人有从妻而居的习惯，

一般都要举办两次婚礼。举行

第一次婚礼时，姑娘先被接到男

方家举行拴线礼仪式，再回到新

娘家举办酒席，宴请亲友。婚宴

前，要将猪肉切成小块，用竹篾串

起烘烤，每户分送一串，表示“骨肉

布亲”，同时还要将猪肝剁碎与糯

米一起煮成猪肝饭，请寨子里的孩

子，表示婚后及早生子，然后再办

酒席。待生儿育女后，新郎家要择

吉期举行第二次婚礼，而且规模比

第一次要大，酒席上的菜肴一定要

成双，以示对新郎、新娘的祝福。

在古风犹存的布朗山寨，桑

刊节是最隆重、盛大的节日，一

般在清明节后举行，大多为期 3

天，期间有许多佛事活动。

第一天，家家户户杀猪宰

牛，做“厄糯索”，也称黄粑，这是

节日期间用来赕佛和馈赠亲友

的必备礼品。这天早上，各家辈

分最小的人要把最好的饭菜送

到老人跟前，以表孝心。

第二天是最热闹的一天，各

村均举行盛大的赕佛仪式和歌

舞比赛、泼水狂欢等活动。天还

没亮，只听三声马蹄炮响，各寨

选出的人飞快地跑到山涧接新

水。新水要煮成中药水拿去赕

佛，赕佛之水被大家争抢回家给

老人、小孩洗脸，据说可以吉祥如

意。天刚亮，全村人敲锣打鼓、载

歌载舞，带上用芭蕉叶包裹的米

饭、粑粑、烟、茶等，陆续到公房前

给佛祖和祖先献饭，祈求神佛、祖

先保佑；然后是扶树，各寨公房前

均有一棵神树，每年桑刊节，各家

都砍来一棵树杈，用树杈把神树

的树枝、树干撑起，其意为树不倒

则家不倒，人不倒则健康幸福常

在。午饭后，歌舞比赛和泼水狂欢

开始。人们身着节日盛装，从四面

八方涌向舞场，路边人群向他们泼

洒自制的除邪草药水或清水，以示

祝福。晚饭吃百家饭，也叫团圆饭，

各家都会把所做饭菜用芭蕉叶包

好带来共享。晚上，人们会来到广

场，在火树银花下继续歌舞狂欢。

第三天，全寨男女老少会在

撼人心魄的牛皮鼓声中，带着祭

品进山祭拜山神、祖先，欢乐的人

们载歌载舞，山寨内外热闹非凡。

来自云南丽江玉龙雪山脚下

的和国耀是应首届江苏·中国民

间艺术节组委会的邀请，到江苏

南京做东巴文化现场演示的。那

几天，和国耀每天都坐在临街的

帐篷里向观众展示东巴文化。在

他 的 身 后 挂 着 几 幅 他 手 绘 的 神

像，构图简约、色彩对比强烈、线

条粗犷朴拙。他的头顶悬挂着几

张写有文字的厚绵纸，据说，挂上

这样的纸片有避灾驱邪的作用。

他坐在那里，虔诚地画他信

奉的神，写他熟悉的文字。当笔

者向他请教这些神秘的图画、文

字时，他的话匣子一下子就打开

了。他说，他画的神像是纳西族

东巴教的保护神“大鹏神鸟”，他

写的文字是东巴象形文字。东巴

象形文字很有意思，它不是一字

一意，而是一字多意，甚至一个字

就蕴涵着一个简短的故事。当笔

者问他能不能念一段白麻布上的

文字时，他爽快地答应了，然而却

不是“念”了一段，更准确地说是

“唱”了一段。他说，这是东巴教

《创世纪》中的一段经文，记述了

纳西族先人创造日月、山川和水

草树木的经历，告诫人们要热爱

自然，只有与自然和谐共存，人类

才能丰衣足食。东巴教信奉万物

有灵、多神崇拜，并吸收融合了其

他宗教文化。东巴教仪式是东巴

文化艺术的主要载体，亦是罕见

的原始宗教的活化石。

和国耀的手边放着一本小册

子，打开来就是一幅绘画长卷。

和国耀说，这幅《神路图》原件藏

在他的家中，是祖上传下来的，描

述的是人死后，其亡灵在地狱中

经过百般磨难转生为人，在东巴

祭司的引导下来到神界和 33 层天

界 的 一 条 漫 漫 长 路 。《神 路 图》

长 14.35 米、宽 0.34 米，全图绘有

410 多个鬼怪、神灵、东巴祭司等

人物和 100 多个形态各异的动物

形象，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神秘莫

测的鬼神世界，被学术界称为“古

代宗教绘画第一长卷”，包含的都

是东巴祭司在丧葬和超度亡灵仪

式中演绎的内容。

和 国 耀 就 是 一 个 东 巴 教 祭

司，祭司又被称为东巴，意为“智

者”。成为一个东巴教祭司很不

容易，必须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和

修炼，因为做祭司不光要精通东

巴教义，还要精通巫、医、学、艺、

匠，既是学问家，又是舞蹈家、歌

唱家、书法家、美术家、雕塑家，是

纳西族古文化的重要传承者。东

巴一般为家传，东巴与东巴之间

没有隶属关系。和国耀是家里的

老小，弟兄 4 个一起跟着父亲学

习，由于他聪颖好学、悟性高，最

终父亲将手中的法杖传给了他，

于是，他成为了祖传法杖的第十

八代继承人。

东巴教与其他宗教最大的区

别是它没有庙宇，是一个行走的

宗教。田间地头、门前屋后，都是

做 法 事 的 场 所 。 乡 里 每 遇 红 白

事、民俗节日，和国耀都要做法

事；邻里之间有了纠纷，夫妻之间

闹了矛盾，也要请和国耀上门去

调解、讲经、说教。东巴教祭司没

有固定的收入，与平民百姓一样

娶妻生子、下地种田，却是纳西族

人的精神领袖。

和国耀的姓也是有说法的。

公元 1382 年，纳西族统治者（土

司）被明洪武帝赐姓“木”。从此，

木家不允许平民百姓拥有这一姓

氏，只能统一姓“和”，“和”字的象

形意义是“为木家供奉粮食的下

人”。直到 1723 年，清朝统治丽江

后，平民百姓才可以重新使用他

们原来的姓氏。

和国耀常说，自己的汉语说

得不好，很难把东巴经翻译成汉

语广为传播。他常常告诫他的弟

子，一定要好好学习，尤其是要好

好学习汉语和英语，将来可以使

东巴文化在更广的范围内交流和

传承。

布朗族的独特风俗
松 林

布朗族山寨的长席宴 胡小平 摄

7 月 17 日，一 年 一

度的六月六歌会在湘桂

黔 交 界 处 的 湖 南 通 道

侗 族 自 治 县 独 坡 乡 热

闹 举 行 。 来 自 三 省 坡

下的侗、苗近 4 万名群

众 及 来 自 各 地 的 众 多

游客云集这里，欢度这

一传统节日。

三省坡地区是一个

具有同一地理条件、同

一语言和同一文化传统

的民族文化走廊，三省

侗 族 群 众 可 谓“ 山 同

脉、水同源、语同音、俗

同形”。这里的侗族传

统文化保存得最好、最

完 整 、最 具 有 民 族 特

点，独坡乡六月六歌会

便 是 其 多 姿 多 彩 节 俗

文化的代表之一。

据说，六月六歌会

来源于一则爱情故事。

清嘉庆年间，独坡寨迁

来一邹姓财主，其女邹

霞 心 地 善 良 又 长 得 如

花似玉，引来众多提亲

者 。 其 父 一 心 想 将 邹

霞嫁给官宦人家，而邹

霞 却 与 他 家 为 人 忠 厚

老 实 的 长 工 崔 相 郎 相

恋 ，遭 到 其 父 强 烈 反

对 。 两 个 年 轻 人 私 奔

来 到 凉 枊 坡 ，以 天 地

为 证，以 树 为 媒，结 成

夫 妻 。 老 财 主 后 来 与

官家勾结，将已逃到广

西的小两口骗回并以盗官银的

罪名将相郎害死。邹霞痛不欲

生 ，翌 年 在 六 月 六 这 个 他 们 私

定终身的日子含恨殉情。三省

坡地区的青年为邹霞与相郎的

坚 贞 爱 情 所 感 动 ，于 次 年 纷 纷

来到凉枊坡唱歌纪念

他 们 ，后 来 逐 渐 演 变

成了这一习俗。

今 年 的 六 月 六 歌

会 以 民 办 公 助 形 式 举

办，内容丰富、节目繁

多 ，吸 引 了 更 多 的 观

众。主会场上，芦笙表

演、大型哆耶舞、琵琶

弹唱、双歌侗笛等极具

民 族 特 色 的 节 目 精 彩

纷呈；对歌台上，一对

对 歌 手 你 方 唱 罢 我 登

场，放开歌喉，展示了

侗乡以歌代言、以歌传

情的习俗；更为吸引人

的 还 是 河 滩 上 的 斗 牛

大赛，十几对水牛、黄

牛轮番开战，打得难解

难 分 ，从 岸 边 打 到 水

里 ，又 从 水 里 打 到 岸

上 ，小 河 两 岸 观 者 如

潮，呐喊声、助威声响

彻云霄；同时，侗锦展

示 区 吸 引 了 大 量 外 地

观众，游客们对这一精

美 的 织 造 技 艺 连 连 赞

叹；而 在 斗 鸟 场 上，山

里 的 鸟 客 们 带 来 爱 鸟

在这里比试，看哪个笼

里 的 画 眉 能 成 为 今 天

的鸟王……

当然，人头攒动的

独 坡 街 上 也 少 不 了 精

明的商家，他们抓住时

机摆上农机家电、日用

百 货、食 杂 果 鲜，应 有

尽有。禾苗青了离金黄还远着

呢，得闲几天的山里人今天可以

尽情逛着市场，走走看看，添置

所需。

六月六，平日宁静恬淡的独

坡八寨，今天沸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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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消息 （记者石新荣

王橙澄）在近日召开的第四届全

国少数民族曲艺展演座谈会上，

与会专家表示，近年来，我国少

数民族曲艺事业成果显著，但也

必须认识到当前推动少数民族

曲艺发展的紧迫性，应对其进行

及时、有效的抢救、保护、传承和

发展。

中国曲艺家协会党组书记、

著名相声演员姜昆说，近两年来，

在各级政府的重视以及各民族曲

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少数民

族曲艺在传承中向前发展，一大

批宝贵曲艺遗产得到了有效的抢

救和保护，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

当前推动少数民族曲艺发展的紧

迫性。

专家认为，当前我国曲艺发

展存在一些普遍性问题，在少数

民族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特别

是一些人口数量较少的少数民

族，曲种的规模和影响小，抵抗

外力冲击的能力弱，失传的速度

更快。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柯琳

建议，各级政府及文化主管部门

应制定政策，将少数民族曲艺的

抢救和保护纳入到当 地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的 总 体 规 划 中 ，使 之

在 人 力 、财 力 和 物 力 等 资 源 方

面有所配置，做到统筹协调，确

定少数民族曲艺在当地文化发

展 战 略 中 的 应 有 地 位 ；扶 植 少

数 民 族 艺 人 和 团 体 ，建 立 少 数

民族曲艺基金会。“ 应兴办各级

各 类 少 数 民 族 曲 艺 院 校 ，尤 其

是 高 等 级 的 民 族 曲 艺 院 校 ，建

立中国少数民族曲艺发展的人

才 孵 化 器 ，现 在 全 国 仅 有 苏 州

评 弹 学 校 和北方戏曲学校两所

曲艺学校，远远不能满足数百种

少数民族曲艺曲种传承和发展

的需要。”柯琳说。

与会专家还建议，促进少数

民族曲艺的可持续发展，要在保

护中开发，在继承中创新，立足

传统、科学保护，适应时代、合理

创新。

本报讯 日前，在世博园宝

钢大舞台的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习区，河南省开封市朱仙镇年

画艺术馆馆长任鹤林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这几年自己做的最

有意义的事，就是把国内全部朱

仙镇年画史料复刻完毕，而付出

的代价则是，5 年间每天都要工作

到凌晨。

朱仙镇年画向来与天津杨柳

青、山东潍坊、江苏桃花坞、四川

绵竹年画齐名。任鹤林说：“上世

纪 20 年代以 后 ，由 于 新 技 术 的

发 明 ，用 传 统 工 艺 制 作 的 年 画

越 来 越 少 。 目 前 在 河 南 ，50 年

代以前的老版雕版可谓凤毛麟

角，而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

等地的老版雕版现存的共有几

千 块 。 要 传 承 民 俗 艺 术 ，首 先

要 有 研 究 的 范 本 。 所 以 ，复 制

朱仙镇年画史料就成了我的重

要任务。”

从 70 年代末开始，任鹤林就

着 手 对 传 统 年 画 进 行 收 集 整

理。他说，好的木版年画刀法流

畅利落，色彩要透明，不能遮盖

线条，可是现在的很多木版年画

中，这些基本的技法都还欠缺。

复刻年画史料，也是重温前人的

技艺。 （熊 飞）

促进少数民族曲艺可持续发展

朱仙镇年画史料全部复刻

7 月 17 日，在湘西凤凰县阿拉镇的勾良村勾良坡上，一年一度的六

月六苗歌节又开始了。来自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湘西凤凰县等地

的 120 多支苗歌、花鼓等文艺表演队齐聚这里，这些苗家大嫂、大叔们

以歌会友、以歌传情，让慕名而来的上万名群众尽享苗家人节日的那

份快乐。 张 杰 陈公得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