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在北京国家体育场内，

来自云南香格里拉县的和永红、

李秀花夫妇向公众现场展示了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纳

西族传统手工造纸技艺，经过打

浆、搅拌、捞纸、背板、砑光等工

序，一种厚实、洁白的纸张呈现出

来，这就是东巴纸。东巴造纸技

艺是一种非常独特、古老的少数

民族手工技艺，然而，随着云南旅

游业的发展，仿冒的东巴纸充斥

旅游市场，致使真正的东巴纸几

无立锥之地，东巴纸传人也失去

了生存空间。

纳西族历史悠久、文化独特，

普遍信仰东巴教。东巴文化的主

要传承者称为东巴，东巴经是东

巴念咏的经书，而东巴经的书写

用 纸 称 为 东 巴 纸 。 纳 西 族 地 区

的俗语说，只有用东巴纸传抄的

东 巴 经 才 是 真 正 的 东 巴 经 。 东

巴纸除了用于书写东巴经外，还

在 东 巴 仪 式 中 被 制 作 成 各 种 人

物、器物以及东巴法帽、法牌等，

可 见 东 巴 纸 与 纳 西 族 文 化 关 系

十分密切。

东巴造纸技艺由东巴们世代

相传，其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唐代

南诏时期。东巴造纸技艺结合了

汉 族 抄 纸 法 和 藏 族 浇 纸 法 的 特

点，于 2006 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解放后，

因东巴教被视为迷信活动而遭禁

止，东巴纸也随之销声匿迹，改革

开放后才有少数人恢复了这一传

统技艺。目前东巴造纸技艺在云

南丽江和香格里拉还有传承，但

境况堪忧。

和志本：
建一座东巴文化传习馆

今年 84 岁的香格里拉县三坝

乡白地村老东巴和志本，于上世

纪 80 年代最先恢复了东巴造纸技

艺，并于 2007 年被命名为该项目

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老人居住的白地村不仅是一

个风景秀丽的地方，更是纳西族

东巴教的发源地，“没到过白地，

不算真东巴”的说法已流传了许

多年。和志本说，自己家族有造

纸传统，他是跟舅父学习造纸工

艺和诵读经文的。他的造纸工作

于上世纪 50 年代中断，直到改革

开放以后，才在乡文化站的支持

下得到恢复。他造的纸均匀、厚

实、色正、光洁，是深受东巴经师

喜 爱 的 上 品 。 为 了 传 播 这 一 技

艺，他不再局限于古老的传承习

惯，除了教会自己的两个儿子外，

还把这项技艺传给了另外两个纳

西族青年。

据老人的儿子和永红介绍，

白地东巴造纸技艺主要有以下几

个步骤：首先是采集原料——当

地稀有珍贵的荛花树皮，树皮要

在晒干之后浸泡，泡软后剔除杂

物和黑皮，然后加以蒸煮。蒸煮

之后要加料洗涤干净，并用杵棒

打烂，理成小团，一般一团料就是

一张纸。将料团放在木制纸槽中

搅匀，用抄纸器抄出，一张纸就成

形了，当然另外还要经过晾晒、碾

压等工序才能制成成品。因为是

手工操作，加上原料稀少，因此东

巴纸的产量并不大，一般仅供自

家写经、画画之用。

为 了 保 护 纳 西 族 文 化 ，

1999 年，香格里拉县成立了“圣

灵东巴文化乐园”，不久文化乐园

搬到白地村，和志本曾应聘到其

下设的文化学校任教。2007 年，

该乐园被认定为“纳西族东巴纸

手工工艺传承基地”，但可惜这个

乐园并没有维持多久，便因种种

原因停歇了。2008 年，在朋友们

的帮助下，和志本成立了白地东

巴造纸合作社，并自筹资金兴建

了纳西东巴文化传习馆，目前该

馆还在建设中。

据和永红介绍，现在当地仅

有自己一家还在做纸，每年大约

能收入 5000 元到 1 万元，他对此

还算满意，但遗憾的是目前还没

有人愿意跟他学习造纸技艺。相

比之下，东巴造纸在丽江的传承

情况就更值得担忧了。

和圣文：
由于生意萧条而黯然归去

和 圣 文 是 云 南 省 玉 龙 县 大

具乡肯配古村的一名普通农民，

早 年 肯 配 古 村 因 为 盛 产 造 纸 原

料 而 成 为 丽 江 最 有 名 的 东 巴 纸

产地。改革开放后，颇有经济头

脑 的 和 圣 文 决 心 恢 复 这 一古老

的造纸技艺。

和圣文通过拜访有经验的老

人，经过不断尝试，终于用一年时

间造出 20 多张纸，并得到了专家

和老东巴们的首肯。1991 年，他

带了 200 张纸参加广州博览会，引

起各界关注。1992 年 5 月，他在丽

江东巴文化研究所的支持下，成

立了东巴造纸定点作坊，制作专

供研究所修补、复制东巴经的纸

张，也得到了一定的收益。2000

年，丽江玉龙雪山开发总公司把

和圣文父子请到丽江开了一家作

坊，主要做书画纸、对联纸等旅游

产品，后来还开发了花草纸、彩色

纸等产品。随着丽江旅游业的兴

旺，和圣文的东巴纸生意一度火

爆，直到其他“东巴纸”的出现。

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后，丽

江 古 城 几 乎 被 商 业 吞 没 。 在 丽

江，各种所谓的“东巴纸”产品琳

琅满目、充斥于市，其实它们都是

一些经过包装的白族白绵纸、江

西云龙纸以及日本和泰国的进口

纸。这些商家还雇人扮演东巴，

表演造纸技艺，以吸引游客；并用

低成本的原料取代稀有珍贵的荛

花树皮，用机械化的生产方式取

代手工。在这样的市场冲击下，

那些真正的东巴纸由于制作成本

高，在竞争中往往不占优势。

据实地调查，丽江古城主要

的 东 巴 纸 商 铺 有“ 东 巴 纸 坊”和

“天雨流芳”两家。“东巴纸坊”是

来自昆明的文化开发商与当地人

一起合作经营的，年营业额上百

万元，目前在丽江地区有多家连

锁铺面。据中国社科院国情调研

项目西南地区传统知识课题组成

员龙文介绍，“东巴纸坊”还曾于

2003 年申请了一项名为“一种纳

西东巴纸及其制备方法”的发明

专 利 ，并 于 2005 年 11 月 获 得 授

权，这对和圣文等造成了更大的

冲击。和圣文早先也曾有过申请

东巴造纸专利的念头，但有人告

诉他，这一工艺是整个纳西族的，

不应由个人申请专利。和圣文觉

得有道理，于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而来自昆明的“外人”能申请“东

巴纸”专利成功，一度让和圣文十

分不解。尽管后来在文化保护人

士的帮助和努力下，“东巴纸坊”

的 专 利 终 于 在 2008 年 被 宣 告 无

效，但是和圣文的生意还是很快

萧条了下去。2006 年，和圣文回

到 肯 配 古 村，2009 年 因 病 去 世。

他的儿子在支撑一段时间后，也

回到了家乡。

龙文说，那些打着“东巴纸”

旗号的商铺其实只是将东巴纸、

造纸技艺作为一个概念炒作，真

正的传承人在这一炒作过程中被

边缘化了，甚至失去了原有的市

场份额乃至生计和依托。他建议

政府应当提供一个良好的市场环

境并起到监督作用，使真正的传

承人有一定的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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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火的七夕背后
刘 婵

河北梆子传人田河北梆子传人田春鸟春鸟：：

辅佐三代旦角，捧红两朵梅花
本报记者 李 静

近日，藏北地区一年一度的群众性盛会——羌塘恰青赛马艺术节在西藏那曲县如期举行。在为期一周

的盛会中，万里羌塘草原上的数万农牧民群众将聚集到一起，走马欢歌庆祝这一民族传统节日。图为身着

节日盛装的藏族少女在观看开幕式文艺表演。 新华社记者 文 涛 摄

东巴造纸技艺：

在市场挤压下面临困境在市场挤压下面临困境
本报实习记者 池玉玺

在淘宝网输入七夕，会出

现相关商品 80 多万件，包括项

链、戒指、鲜花、巧克力等，卖得

最多的商品，几天之内成交了

7000 多件。另外，一些富有创

意的小礼物深受年轻人喜爱，

比 如 搭 配 精 美 玻 璃 瓶 的 萤 火

虫，可定制图案、遇热变色的陶

瓷杯等，都成为这个七夕的创

意礼物。

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七夕，如今

被称为“中国的情人节”，也在

商家的促销会、网站的相亲会、

地方的文化节中变得越来越红

火。目前，全国已有十几个地

区 争 夺 牛 郎 织 女 故 事 的 发 源

地。河北邢台市被中国民间文

艺家协会命名为“中国七夕爱

情文化之乡”；山东沂源县称

“牛郎织女文化发源地就在沂

源县”，并投资数亿元建设了

“牛郎织女旅游景点”；河南南

阳投资几千万元打造“中国爱

情第一村”；山西和顺县宣布牛

郎织女故事源于和顺县境内南

天池、牛郎峪村一带……

如同发源地之争，今年七

夕，各地的庆祝活动也热闹非

凡。河北秦皇岛举办了“首届

中华爱情节”，活动期间举办了

结婚周年庆祝大典、情歌演唱

会、大型集体婚礼、相亲大会，

还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票选

“中国爱情花”；以华清池景区

为原型的上海世博会陕西馆以

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为

线索，在七夕期间举办“中华情

人节”活动，通过大唐婚典、明

皇赐印、宫廷歌舞等表演展现

盛唐文化；广东东莞、湖北郧西

等地也都把地方特色与七夕相

结合，举办各种文化活动。

传统的七夕是女性节日，

是“乞巧节”，指女子希望自己

能够心灵手巧。七夕的乞巧活

动很多，比如漂针乞巧等，现在

南方很多地区还保留着这些习

俗。七夕还与科举考试有关。

据说七夕是魁星的生日，而魁

星是主管科举考试的神仙。但

流传至今的，还是牛郎织女的

传说比较盛行，爱情逐渐成为

七夕的主题。北京师范大学文

学院民俗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教

授萧放表示，“在当代所有传统

节日里，七夕生命力是特别旺

盛的，是现代生活里最有创造

性 的 一 个 节 日 。 传 统 七 夕 正

在转型为现代七夕，这跟商家

的炒作有关。一方面，七夕在

商 业 的 驱 使 下 影 响 力 日 益 增

大，另一方面，传统的文化内

涵 正 逐 渐 减 弱 。 传 统 节 日 要

不 断 调 整 ，不 断 适 应 社 会 发

展，但守住传统节日的文化内

核 与 满 足 当 代 社 会 的 需 求 是

可以统一的。”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

席罗杨则认为，七夕逐渐被注

入现代元素，实际上是国家强

大的表现。“民族自尊心和自信

心都得到增强，对传统节日也

越来越重视。商家之所以炒作

七夕，也是看准人们对它的重

视。其实节日和商业是相辅相

成的，只要节日能保持原有的

内涵。”

据新华社消息 （记者李丹）

“2010 年两岸神农文化祭”祭祀大

典近日在炎帝陵寝所在地湖南炎

陵县举行，300 名台胞与湖南省各

界人士共同参与了本次祭祀活

动。这是两岸首次有组织的共同

祭祀中华民族始祖炎帝神农氏的

活动。本次活动由湖南省台湾事

务办公室、台湾中华神农大帝协

进会等单位共同主办。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炎帝陵祭典”仪式流程融

合了台湾民间祭祀文化传统，增

添了源自大陆而在台湾发扬光大

的“三献礼”祭典仪式和台湾庙会

阵头文化“宋江阵”表演等。

清晨，祭祀典礼在钟鼓齐鸣声

中开始，大陆圣火手和台湾圣火手

各执一火炬，缓缓伸向圣火盆，炎

帝圣火立时从火盆中升腾而起。

接着典礼按初献礼、亚献礼和终献

礼三个阶段进行，每个阶段分别向

炎帝神农氏进献香、鲜花、瓜果、酒

水等祭品，并行三跪九叩礼，表达

对始祖炎帝的追思、景仰之情。

台湾中华神农大帝协进会理

事长陈福财读祝祷文后，震天动

地的锣鼓声响起，3 条长布龙一阵

往来穿梭后，中间拱起一高高的

“ 龙 门 ”，炎 帝 陵 殿 午 门 徐 徐 打

开。两岸嘉宾们穿越“龙门”，缓

缓步入午门，依次拾阶而上，满怀

虔诚地拜谒炎帝陵墓。古乐悠

扬，淡淡馨香，飘溢着华夏儿女慎

终追远的敬祖情思。

据悉，炎帝神农在台湾人民

心中享有崇高地位，目前台湾拥

有供奉炎帝神农的庙宇 100 多座，

每座宫庙都拥有 3 万到 5 万的信

众。本次前来参加两岸神农文化

祭的 300 名信众来自台北、台中、

台南的 24 个神农大帝宫庙，很多

信众都是第一次来大陆。

炎帝陵坐落于湖南省株洲市

炎陵县城西 19 公里处的鹿原陂。

千百年来世代沿袭的炎帝陵祭祀

活动已形成了规范的祭祀规则，

自唐代以后祭祀炎帝成为制度化

的国之盛典，而民间祭祀活动则

已绵延 2000 多年。

海峡两岸同胞共祭神农

高亢、激越、慷慨、悲忍是河北

梆子的特点，听来让人耳热心酸，痛

快淋漓。梆子行里的人都知道，小

生难唱，梆子小生尤其难唱，难在调

门过高。可年逾七十的河北梆子艺

术家田春鸟如今仍宝刀不老，只要

一 登 台，依 旧 声 震 云 天，被 誉 为

“河北梆子权威小生”。

田春鸟 1937 年出生于河北蠡

县大杨庄，那是一个出了名的“梆

子窝”，自古就有“东头有梆子，西

头有哈哈（哈哈腔，河北的一个地

方剧种）”的美誉。田春鸟说：“小

时候，庄里还会举办擂台赛，村民

们农闲时都会扮上，唱起梆子和

哈哈同台打擂。”他就是在这样的

氛围下，从十一二岁起就迷上了

梆子。“小时候，村里还会邀请外

面的梆子艺人为村民上课，我就

白天去上学，晚上跟艺人学戏，偶

尔还会登台演出。”田春鸟说，因

为父亲不喜欢“做艺的”，所以他只

能晚上偷偷地溜出去学。但兴趣往

往是最好的老师，先天的条件加上

后天的努力，1952 年，他终于以优

异的成绩考上了河北省实验剧院

（即河北省梆子剧院的前身）。

田春鸟说，他这一辈子最难

忘的事就是进团后第二年就参加

了赴朝慰问演出团，“在朝鲜长达

3 个月的经历，给我很大的震撼，

对我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都产

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朝鲜的那些

日日夜夜至今还历历在目，“那个

给我写藏头诗的战士，还有那些

和 我 一 样 热 爱 梆 子 的 志 愿 军 军

人，他们在前线比我们危险多了，

却从未考虑过自己。”也许正是这

种无私的精神影响了他之后的艺

术人生。他一生不计个人得失，

“辅佐过三代旦角，捧红了两朵梅

花”。

田春鸟从艺几十年来，几乎

和河北省内所有著名的旦角演员

合作过。比如，在新中国成立之

初，他就与河北梆子艺术家贾桂

兰（艺名“小金刚钻”）同台演出过

《打金枝》等剧目，其俊美的扮相、

与女演员相得益彰的配合，至今

仍为一些老戏迷津津乐道。特别

值得一提的是，河北的两位梅花

奖得主裴艳玲、张惠云都曾在艺

术 上 得 到 过 他 的 帮 助 。 例 如 ，

1984 年，时任河北省梆子剧院一

团书记的他为了陪裴艳玲演《钟

馗》，放弃排演以自己为主的小生

戏《周仁献嫂》。戏迷们都知道，

在梆子戏中，小生的挑梁大戏很

少，大多数戏都是以旦角为主，因

此很多人都为他感到遗憾。但他

却不这样想，虽然在《钟馗》里饰

演的杜平戏份不多，但他每一个

动作都做得一丝不苟。

河北省梆子剧院的一位工作

人员说，院里前些年曾经复排《钟

馗》，当时田老已经 66 岁高龄了，

但排练时无论是响排还是哑排，

田老都要“穿上、戴上、缚上”，每

天都是汗流浃背，身上几处受伤，

但 他 仍 旧 精 神 百 倍、一 丝 不 苟。

“当我们这些青年演员只知道抱

怨戏曲不景气的时候，我们能不

能扪心自问一下，对于从事的这

份事业我们又究竟付出了多少？”

当与记者谈到河北梆子的未

来时，田春鸟显得格外激动。他

说自从成为河北梆子的国家级代

表性传承人，感觉身上的担子更

重了，他不但在省政协会上提建

议，还上书河北省文化厅厅长，就

河北梆子的传承问题提出自己的

意见。

他说，河北梆子作为一个大

剧种，在历史上也经历过几起几

落，其中有些经验和教训值得我

们今天借鉴。比如，抗日战争爆

发后，河北农村的梆子班社纷纷

解体，艺人流散，就连曾经名震京

津的梆子名角小香水、金钢钻等，

最终也只落得贫病交加，有的还

死于非命。新中国成立后，尤其

是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

政府重视，河北梆子重获新生，排

演出一大批丰富多彩的剧目，那

时很多人都是带着铺盖卷排队买

戏票。不过，当年的繁荣也是来

之不易。为了振兴河北梆子，河

北省于 50 年代末特别成立了河北

梆子青年跃进剧团（后与河北省

梆 子 剧 团 合 并 成 河 北 省 梆 子 剧

院），把全国各地优秀的表导演及

音乐、舞美、编剧人才全部吸纳到

这 个 剧 团。“ 为 了 提 高 演 员 的 素

养，政府还帮着联系北京的名师，

许多演员都得到过梅兰芳、周信

芳、马连良等京剧艺术大师的悉

心指点。”田春鸟说，因为有了这

样的基础，剧团很快就打出了牌

子。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10 周年的

献礼演出中，青年跃进剧团把一

批优秀剧目带到北京，先后在中

南海怀仁堂、钓鱼台国宾馆等地

演出，一炮打响，“其间，我们还得

到过毛主席、周总理的接见，一生

难忘，对我们也是很大的激励。”

后来，跃进剧团又赴天津等地演

出了《挡马》、《杜十娘》、《陈三两》

等 20 多个剧目，也获得了广大戏

迷的认可。

田春鸟认为，当下在梆子的

传承和保护工作中，除了政府要

足够重视外，首先要全面记录、整

理、出版老一代艺人的艺术资料，

以免一些艺术失传，留下遗憾；第

二，建议把社会各界的力量联合

起来，举办梆子传承人的公益巡

回演出，走进学校和社区，一方面

可加大梆子的宣传力度，另一方

面也是为未来培养年轻观众；第

三，希望政府能够帮助传承人物

色接班人，并组织开办不同类型、

不同行当的培训班，以提高演员

的整体水平。

迷胡是流传于陕西的一种民

间音乐，其内容丰富、曲调优美，

据说它的魅力能使人迷迷糊糊，

由此而得名。迷胡已被列入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目前

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却面临着灭

绝的危险。

陕西华阴是迷胡的最早发源

地，在春秋时代已成气候，清末民

初时期最为兴盛。迷胡吸收了盛

唐时期的曲子词和宋代的北曲、

南词的精华，经长期演变发展，至

少拥有上百个曲牌，可谓中国的

“曲子宝库”。历史上，长安和关

中两地是迷胡曲子的集散地，迷

胡不仅传至山西、甘肃、青海、新

疆、四川等地，还与当地的艺术

形式相结合，分别发展成晋南曲

子、环县曲子、青海平弦、新疆巴

里坤小曲和四川清音。迷胡一

般都是用关中方言演唱，但传到

其他省区后，受当地方言影响，

逐渐发生变异，但仍能听出关中

方言的痕迹。

迷胡曲子以通俗语言取胜，

但由于受中国古 典 曲 子 词 的 影

响和众多文人雅士的积极参与，

许多曲目流露出清雅缠绵的基

调，可谓北方“雅俗结合”演唱艺

术的典型。曲子的伴奏乐器有

三弦、板胡、笛子和梆子、碰铃、

四叶瓦等打击乐。三弦主奏，板

胡衬托，四叶瓦加花，碰铃儿添

彩，优美耐听。

不过，迷胡的现状却不容乐

观。在被誉为“迷胡窝子”的华阴

县，上世纪 60 年代还有二三十个

迷胡班社，但如今已所剩无几。

许多优秀曲目散失，曲子传承后

继无人。半个多世纪前，电台还

在不断播放的由著名迷胡艺人黄

忠信、崔念昔、崔生华等演唱的一

些优秀曲目，现在都已销声匿迹

了。当时，由陕西省戏曲研究院

编创的迷胡戏《梁秋燕》、《粮食》、

《两颗铃》、《二虎守长安》，曾火爆

西北，有“看了梁秋燕，三天不吃

饭”的顺口溜，但现在这些剧目也

都看不到了。笔者早年在做民族

民间文化调查时，在陕西韩城的

寺庄认识了一个盲艺人刘清心，

他弹得一手好三弦，其创办的迷

胡班社每年正月都要唱三天三夜

的戏，全村一多半人也都会唱，但

自他 1970 年去世后，班子散了，戏

箱卖了，继承人也没了。

可喜的是，随着入选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迷胡又有

了“起死回生”的可能，华阴县对

迷胡的保护与扶持就是一个典型

的范例。该县领导十分重视迷胡

的保护与传承工作，目前已逐渐

恢复了四五个迷胡班社，其中五

合村的迷胡自乐班办得有声有

色，乐队正规、演员演技高超。通

过政府的扶持，当地一些迷胡艺

人也逐渐被发掘出来，并有了展

示自己才艺的舞台。有位名叫崔

华霞的唱家子，现年 57 岁，她与同

村的张女合作演出了一折长达 34

分钟的《皇姑出家》，唱功扎实、风

格地道，颇受听众青睐。她是著

名迷胡艺人崔生华的女儿，自幼

从父学艺，只是由于这些年迷胡

不吃香了，才未能显示出她的才

艺。还有位名叫崔向虎的艺人，

年过六旬，善弹三弦，会唱的曲目

不少，但因长期在外工作荒疏了

业务，近几年才恢复了演唱。由

于他技艺超群，已被一家演艺公

司委以重任，专门经营迷胡剧团，

演出很受群众欢迎。目前，该县

还正在编辑《迷胡曲子大全》一

书，并就扩大迷胡班社、给艺人发

放生活补贴及培训迷胡传承人等

问题出台了相关的扶持政策。

陕西迷胡让人“迷迷糊糊”
雷 达 章 岩

古老的东巴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