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詹家屯的“千里走单骑”
赵红薇 文 孙鲁荣 图

“闷”是辽宁岫岩民间对谜语

的俗称，按照当地人的发音习惯，

“闷”常常被读为“闷儿”，“谜语”

这 样 正 规 的 称 呼 是 很 少 听 到

的。当地人把猜谜语称为“破闷

（儿）”“ 猜 闷（儿）”或“ 懈 闷

（儿）”。据老人们讲，“闷”的题材

十 分 丰 富，天上飞的、

地上跑的、水里游的、

土里钻的、灶上使的、家

里用的、田里种的、盆里

栽的、檐下养的、垄上

开的、嘴里塞的……都

能在“ 闷”中找到生动

的展示，如以年画为题

而出的“闷”——“溜墙

走，贴墙站，光穿衣服

不吃饭”。

“ 破 闷 ”在 岫 岩 民

间 有 着 广 泛 的 群 众 基

础，大多以口传心记的

方式流传至今，如今六

七 十 岁 的 老 人 一 般 都

能 信 口 说 上 几 个 。 家

住 岫 岩 镇 蓝 旗 村 五 间

房 居 民 组 的 徐 桂 兰 老

人今年 69 岁，是村里的

“ 破闷”高手之一。徐

桂兰文化程度不高，只

在“ 大跃进”时断断续

续 读 过 3 年 夜 校 。 可

是，她懈起“闷”来却是

技艺高超，村里的大学

生 也 比 不 过 她 。 老

“ 闷”只要从她的耳朵

里一过，十有八九都能

给 懈 出 来 。 徐 桂 兰 不

仅能“懈闷”，“出闷”也

很拿手。她出的“ 闷”

往往都是即兴而发，张

口就来，如以蘑菇、核桃、桃子、樱

桃为题而出的“闷”——“老大草

里爬，老二一脸疤，老三歪歪嘴

儿，老四一包水儿”……

在蓝旗村，像徐桂兰这样会

“破闷”的老人很多。据梁世红介

绍，她们这代人的童年没有太多

的娱乐消遣方式，破闷、讲故事、

哼小调就是最大的乐了。那个时

候，晚饭后纳凉、生产队干活间

歇，人们就会聚拢在一起，在树

下，在山边地头，都少不了“破闷”

的人。村里已故的岫岩民间故事

家佟凤乙、李成明，当年也都是

“破闷”的高手。

据徐桂兰的妹妹徐翠清讲，

当时“破闷”还流传着一

个很有趣的规矩，那就

是“不带报输”，即：“闷”

说出来以后，“ 懈闷”的

人 不 能 向 旁 人 索 取 答

案，也不能向“ 出闷”的

人 索 求 答 案 ，只 能 硬

猜。所以，在徐翠清这

辈人年轻的时候，谁都

以能有个别人懈不出的

“ 闷”为宝贝，谁也不会

将“闷”的答案轻易告诉

别人。比如徐桂兰当年

以 擀 面 条 为 题 而 出 的

“ 闷”——“ 一 片 浮 云 九

地遮，好像霸王推撼车，

五虎拿下晴天斩，一道

板斧斩白蛇”，就曾足足

憋了佟凤乙两天，才破

懈出来。

据 不 完 全 统 计 ，岫

岩民间“闷”的总量可达

千余则。然而，随着社

会转型对民俗文化的冲

击、外来文化输入对民

俗文化的渗透和更多娱

乐方式兴起对民俗文化

的 挤 压 ，储 量 丰 富 的

“ 闷 ”已 渐 行 渐 远 。 如

今，二三十岁的人对“破

闷”已经不再抱有浓厚

的兴趣，“ 闷”正在淡出

人们的生活。目前，岫

岩满族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针对“破闷”的濒危状况进

行了一定的保护，但是由于各种

原因，将搜集到的“闷”编辑成童

谣集、儿童拍手歌集和儿童连环

画集等美好愿望，至今还不得不

停留在创意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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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 8 月，因为要拍摄《千

里走单骑》，张艺谋委托剧组的主

创人员来到贵州安顺寻找地戏，

当地一位民俗专家带着他们来到

安顺市西秀区旧州镇的詹家屯，

让 这 里 的 三 国 地 戏 队 跳 了 一 段

《千里走单骑》，剧组就决定了让

詹学彦等 8 名队员赴云南丽江参

加电影的拍摄。

在拍摄中，詹学彦作为剧中

重要角色李佳明的替身，表演了

两段地戏。监狱里的那一段，小

小 的 舞 台 上，随 着 鼓 锣 铿 锵，詹

学彦卖力地舞起大刀，随着他的

舞 动，战 旗、战 袍 以 及 面 具 上 的

凤尾毛都摇动起来，高亢粗犷的

唱腔也随之响起，关羽的忠义表

现得气贯长虹。詹学彦说，拍摄

那天，张艺谋连连拍手叫好。之

后，他们又按张艺谋的要求表演

了《战 潼 关》片 段 。 詹 家 屯 地 戏

队参与拍摄前后用了近 20 天时

间，两段地戏在后来的影片中共

占了约 20 分钟的戏份。因为《千

里 走 单 骑》，许 多 传 统 文 化 爱 好

者、研究者纷纷前往剧中傩戏的

表演地——云南丽江，结果都扑

了个空。对此，詹家屯人一直耿

耿于怀，以致想到运用法律来讨

要 署 名 权 。 沸 沸 扬 扬 的 官 司 过

后，詹 家 屯 开 始 为 更 多 人 知 晓，

不 少 人 慕 名 来 寻 访《千 里 走 单

骑》中“ 云南傩戏”的真正出处，

笔者也是其中之一。

平坦的田园、小桥流水、幽深

的巷道、树木掩映着的老屋……

置身古老的屯堡，感受 600 年前遗

落在这里的大明古风，詹家屯给

人以返璞归真的印象。

詹 学 彦 家 就 住 在 村 头 。 随

着 他 的 叙 述 ，一 个 个 穿 越 时 空

的 画 面 ，让 我 们 在 现 实 与 历 史

的 交 替 中 ，感 受 到 了 真 正 的 安

顺地戏。

安 顺 地 戏 以 村 寨 为 演 出 单

位，一个地戏队一般只演一部大

书，称“一堂”。如今，在安顺的西

秀、平坝、普定、镇宁、关岭、紫云

等地一共有 300 余堂地戏，每一堂

地戏由“戏头”或“神头”负责，演

员有二三十人不等，基本都是村

中大姓，有传承关系。在詹家屯，

以詹、曾两姓为主的地戏队跳的

是“三国”。詹学彦告诉笔者，“三

国”地戏是詹家和曾家的祖传，这

其中的缘由来自詹家和曾家祖上

义结桃园的故事。

明洪武十三年，云南文山尚

未平定，詹姓祖先和曾姓祖先奉

命征讨，在花江之战中曾姓祖先

战 死 ，幸 得 詹 姓 祖 先 抢 救 出 尸

体 。 之 后 ，詹 姓 与 曾 姓 义 结 桃

园 并 将“ 三 国 ”故 事 改 为 地 戏 ，

以 纪 念 两 家 的 生 死 之 谊 ，并 世

代 传 唱 ，到 了 詹 学 彦 他 们 这 一

代已传至十六代。最精彩的三国

地戏有《千里走单骑》、《三英战吕

布》、《三下河东》、《战潼关》、《义

结桃园》。詹学彦说，詹、曾两家

的“三国”地 戏 与 屯 堡 的 其 他 地

戏 不 同，舞 的 是 真 刀 真 枪，操 练

不好便会受伤，那只能怪自己学

艺不精。

詹学彦 9 岁时开始跟父亲学

跳地戏，常常和大人们一道去各

村 演 出 。 每 年 的 新 春 佳 节 和 农

历七月稻谷扬花时节，为了祈祷

来 年 风 调 雨 顺、村 寨 平 安，以 大

姓 为 主 体 的 农 民 戏 班 都 会 在 寨

中空地围场跳地戏，那是全村男

女 老 少 最 高 兴 的 时 候 。 地 戏 的

演 出 非 常 郑 重 ，整 个 程 序 由 开

箱、请神、顶神、扫开场、跳神、扫

收场、封箱等组成。其中“跳神”

是正式演出，其余部分是带有驱

邪 纳 吉 成 分 的 傩 戏 活 动 。 由 于

屯堡人的神灵观，更给地戏赋予

“傩愿”的性质，村民还会在建房

求财、祈福求子的时候请地戏队

中 的“ 神 灵 ”（如 关 羽 、佘 太 君

等），去进行“ 开财门”“ 送太子”

等 活 动 。 詹 学 彦 在 屯 堡 人 对 地

戏的尊崇中感受到地戏的分量，

学地戏 48 年，他扮演过关羽、马

超、张飞、刘备、赵云、吕布等人

物，“三国”这堂戏包括了很多故

事，仅《义结桃园》就要一个多月

才能跳完。”

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安顺

地戏开始走出去，詹学彦的地戏

队 就 曾 到 过 北 京、上 海、台 湾 演

出 。 越 来 越 多 的 人 开 始 了 解 地

戏，并 称 它 为“ 中 国 戏 剧 的 活 化

石”。然而，看似光鲜的安顺地戏

却面临传承乏力的窘境。为此，

在儿子 9 岁时，詹学彦就开始手把

手教他学跳地戏。发现儿子学戏

劲头不足，他就搬出了很充分的

理由训导儿子：“不要以为跳地戏

简 单，你 晓 得 外 面 的 专 家 咋 说？

这是中国戏剧的活化石！”在詹学

彦心里，地戏是至高无上的，它是

那些曾立下显赫战功的先人们对

于战场留下的记忆，是屯堡人尚

武精神的象征。丢掉地戏，就等

于丢掉了祖先的战绩，也丢掉了

屯堡人的身份。

在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贺

家坪镇李家槽村，蜿蜒的山路上总

能听到忽远忽近的山歌声。这里

地处山坳之中，人烟稀少，方圆两

公里内看不到人影，于是站在不同

山头以山歌对答就成为人们互相

联系的一种方式。

王 家 是 村 里 有 名 的 山 歌 世

家，父亲王纯成以及王爱民、王

爱华兄弟都有着粗犷豪放的嗓

音，深受大家喜爱。王纯成是村

里有名的山歌王，“出门一声喊，

进门一声汪”便是他留给乡亲们

最深刻的印象。年轻时家里穷，

总要干活到深夜，有时为驱赶困

意 ，他 会 与 大 伙 儿 边 劳 动 边 唱

歌，久而久之，对山歌的兴趣就

越来越浓厚。那时，村里的一些

大户人家在农忙季节常常要雇

一些劳力，同时要请上四五个嗓

子好的人在田头敲锣、打鼓、唱歌，

之后便逐渐形成一套独具特色的

田间艺术——薅草锣鼓。王爱民

说：“父亲当时学山歌是为了挣工

分。以前村里的人一起薅草（用锄

头给地里的庄稼除草）时，一天的

工分是两分，打薅草锣鼓一天就能

挣到双倍工分，父亲便拜当地有名

的民间艺人钟祖槐为师学唱山

歌。父亲说，喊上几句山歌浑身都

舒服，干活都比别人快一倍，每天

一唱起歌来，吃不愁，穿不愁，什么

烦恼的事都忘了。”受父亲影响，王

爱民兄弟俩自小就能像模像样地

哼山歌了。

据王爱民回忆，小时候每天

放学后，离家门口还隔着几道山

梁就会放开喉咙喊山歌，正在田

里忙碌的父母听见声音就知道孩

子们要回来了，该回去做饭了。

有时候，父亲也会和他们对上几

句。在几个兄弟当中，父亲最看

好的是王爱民。他的声腔能高出

正常人八度音，嗓音条件得天独

厚。他从小学习成绩也不错，初

中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县重

点中学，但读到高二时，因家里

困难只得辍学。那时，父亲王纯

成的名头已经叫得很响了，很多

人 都 来 他 们 家 学 打 锣 鼓 、唱 山

歌，王爱民闲着没事也会跟着喊

上几嗓子，时间一长，他也加入

了父亲的团队。

十七八岁时，王爱民便随父

亲四处“云游”。村里谁家办红白

喜事，都要请人去唱歌，父子二人

常常应邀齐上阵。慢慢地，父亲

能唱的歌，王爱民都会唱了，有的

唱得比父亲还好。“唱多了，感觉

只 要 想 唱 什 么 音 ，都 能 唱 得 出

来，而且一口气可以唱很长时间，

拖蛮高的音。”

王 爱 华 从 小 也 非 常 喜 欢 文

艺，但他没有像父兄一样成为民

间艺人。13 岁时，王爱华考进了

县歌舞团，又被送到武汉音乐学

院学了两年舞蹈。之后，他开始

自学小提琴、扬琴、竹笛、架子鼓

等乐器。1998 年，王爱华进入葛

洲坝集团下属的三峡艺术团工

作，在乐队里担任架子鼓手。虽

然 他 没 有 正 式 跟 父 亲 学 过 山

歌 ，但 家 庭 环 境 加 上 一 副 遗 传

的 好 嗓 子 ，让 王 爱 华 对 唱 山 歌

很有感觉。

王爱民的儿子王浩宇今年13

岁，在父辈的熏陶下，如今也能唱

上十几首山歌，几年前还跟随爷

爷王纯成在北京登台演出。王爱

民对儿子继承山歌的事并不强

求，他说：“这还要看他自己的兴

趣，目前最要紧的是学习文化基

础知识，这是创新、发展长阳山歌

的基础。”

2004年8月，在三峡车溪风景

区打工的王纯成、王爱民父子二

人参加了第二届中国南北民歌擂

台赛，获得歌王奖。2006年，王爱

民与王爱华组成“农民兄弟”组

合，参加中央电视台全国青年歌

手大奖赛，以一曲长阳山歌《花咚

咚姐》进入了原生态组决赛，获得

优秀奖，不久又获得了文化部群

星大奖和中国原生民歌大赛金

奖。从此，“农民兄弟”名声远扬，

不少人奔着他们跑来学唱山歌。

随着他们一家的走红，一些

精明的商家纷纷想与他们合作，

试图将传统的原生态民歌注入流

行元素，加工制作后推向市场。

北京一家影视公司多次找到王爱

民，要与他签约，并承

诺 投 入 巨 资 用 于 培

训、包装、推销。但王

爱民舍不得家乡的山

山水水，他说：“长阳

山 歌 没 有 了 山 水 环

境，我唱起来也就没

有了激情。”

王爱民说，土家

民歌分为小调、风俗

歌、五句子歌、薅草锣

鼓等几大类，王家父

子演唱的歌曲大多属

于薅草锣鼓。由于薅

草锣鼓对嗓音的要求

比较高，因此传唱的

范围相对要小，但其

声音高亢，歌词来源

于生活，更受人们喜

爱。一般的土家民歌都是“五句

子”，即每句歌词都是七个字，五

句为一段，曲牌大约有30多种，包

括“四声子”“版声子”“南腔”“叹茶”

等。这些曲牌、歌词都是靠一代代

歌手口口相传，没有文字资料。跟

着父亲学了 300 多首民歌的王爱

民，所有的歌词和曲谱也都是记在

脑子里的。目前，王爱民最想做

的就是整理长阳山歌的歌词与曲

牌，用文字将其记录下来。

在家乡的山水中喊歌才有激情
——唱薅草锣鼓的“山歌世家”

本报记者 杜洁芳

8 月 17 日，在美国纽约曼哈顿举行的第 29 届纽约下城舞蹈节上，印度舞蹈艺术家在表演印度传统舞蹈

剧《卡达卡利》，一年一度的纽约下城舞蹈节以户外演出的形式让观众无须买票就可享受到专业级的舞蹈表

演。 新华社记者 申 宏 摄

据新华社消息 据 肯 尼 亚

《人民报》8 月 16 日报道，17 个非

洲地区知识产权组织成员国日前

共同签署一项知识产权协议，为

保护本地区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

提供了统一依据。

纳米比亚、博茨瓦纳、加纳、

肯尼亚、苏丹、乌干达等 17 个国家

日前在纳米比亚海滨小城斯瓦科

普蒙德签署了这 项 协 议 。 协 议

包括哈拉雷协议和班珠尔协议

两部分。哈拉雷协议规定了专

利权、工业设计权的注册和保护

办法；班珠尔协议则规定了商标

权的注册和保护办法。协议还

规定，各成员国应依照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的有关规定，主动保护

本国传统文化资源。非洲地区

知识产权组织表示，虽然现有的

17 个成员国大多数为英语地区

国家，但加入该组织没有语言和

地区限制，所有非洲联盟成员国

均可加入。在经济欠发达的非

洲地区，人们对民间传说、民族

音乐、传统手工艺等历史遗留的

文化资源缺乏有效保护，以至于

这 些 资 源 不 断 被 一 些 发 达 国家

无偿或非常廉价地使用。

2000 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应发展中国 家 的 强 烈 要 求 ，成

立 了 知 识 产 权 与 遗 传 资 源 、传

统 知 识 和 民 间 文 艺 政 府 间 委

员 会（简 称 IGC），明 确 了 传 统

知 识 、遗 传 资 源 、民 间 文 艺 的

“ 国家主权原则、知情同意原则

和利益分享原则”，以期充分考

虑并保护这些重要资源提供国

的利益。

本报讯 近日，辽宁省沈阳

市非遗中心组织了非遗保护项

目巡展活动。此次展览以文字

介绍和图片为主，详细介绍了沈

阳市进入国家、省、市、区四级保

护名录的非遗项目的技艺特点，

辅以普查线索和统计表格，全面

系统地展示了沈阳市非遗保护

工作取得的成果。此次展览先

在铸造博物馆举办，之后将在社

区和学校进行巡展。

（邱 禹）

近日，北京房山首届中国汉

白玉文化艺术节在中华世纪坛开

幕。该艺术节以“房山大石窝镇汉

白玉石作”文化为底蕴，以“传承历

史，创意未来”为主题，将历时 5 个

月，期间除了举办雕刻创意大赛，还

将汇聚艺术名家和业内人士共同

探索汉白玉保护发展之路。

汉白玉是一种白色大理石，质

地坚硬、色泽洁白、品质高雅，在历

史上被广泛地用于宫殿、庙宇、园

林、陵墓、碑刻等。北京故宫里的太

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都建在汉白

玉砌成的台基上。此外，圆明园的

大水法，颐和园的清宴舫、十七孔桥

以及明十三陵的神道石碑坊等，皆

选用了上乘的汉白玉石材。由于

与北京重要建筑的密切关系，汉白

玉也被称为“北京之基”。

据介绍，这些石材均采自北京

房山大石窝镇。此地汉白玉的开

采、加工、雕刻历史悠久，可追溯到

汉代。金、元、明、清定都北京，大

兴土木，汉白玉大量用于皇家建

筑，是开采石料的鼎盛时期。年深

日久，石材开采地点形成了一个个

大坑塘，采石人称之为“大石窝”。

全国各地的工匠艺人奉命云集，慢

慢形成今天的石窝村，大石窝镇就

是以此命名。当年采石留下的一

个“大石窝”也叫“白玉塘”，被定为

房山区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它

原属于石窝村，因为距离石窝村较

远，后来逐渐形成了另一村落高家

庄村，俗称高庄。当时，成千上万

的工匠驻扎在石窝村西北的青龙

山营地，为了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就以大旗为信号，因此青龙山又被

人们称为旗杆山。当初石窝村北

集中了大批铁匠，专门负责制造和

修理石匠的铁锤、铁杆、铁錾，又因

为位于青龙山脚下，便被称作下铁

匠营，后来俗称下营。而郑家磨村

和王家磨村，则因明代有郑姓、王姓

人家设水磨、水碾加工粮食，供应四

方石匠而得名。这些地名一直留传

到今天，成为大石窝作为“汉白玉之

乡”的历史见证。

汉白玉采石之前要先勘探，经

验老到的石匠可以“寻山问脉”，即

根据山势找到优质汉白玉的储藏

地点。石料开采有破土开山、砸钎

放炮、除盖见肉（除去土石层，显露

矿层）、安锲开活（活指石料）、装撬

滑料（用滚木将石料拉出）等各道

工序组成的“二十八字诀”。而大

石窝传统石作中的 5 项专技——

敲、打、滑、拉、安则是贯穿始终的

专业技术。石作文化的核心是雕

刻工艺，大石窝雕刻工艺属北派

大理石雕刻，风格多变，工艺细

腻，这些复杂的工艺、技术多在父

子、师徒间口传心授。

大石窝汉白玉目前探明的储

量仅有 80 万立方米，近年来，国家

对汉白玉石材实行了限量保护性

开采，大石窝汉白玉面临着产业

升级与文化传承的双重机遇与挑

战。据大石窝镇镇长李中华介

绍，面临资源优势锐减的不利因

素和实现节约环保发展的新要

求，大石窝镇将利用科技、文化两

把“利刃”，转变发展方式，探索新

的生产性方式保护之路。

石窝里凿出汉白玉
池玉玺

传统建筑营造技艺走进校园
据新华社消息 近日，中国

艺术研究院举行了中国传统建筑

营造技艺等非遗项目进校园研讨

活动。研讨会上，北京市一些中

学的校长表示，将大力开展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进校园活动。

大家一致认为，传承、保护、宣

传、弘扬传统建筑营造技艺是遗产保

护单位的一项历史责任，保护的重要

环节是加强宣传教育，而教育的重心

在青少年，教育渠道的主体在学校。

据介绍，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

是通过千百个乃至上万个建筑构

件的拼装组合得以实现。这些构

件使用榫卯结构技术，通过精确的

计算和成熟的经验组装而成，其中

包含了力学知识，凝结了独特的审

美情趣。为了使中国传统木结构

建筑营造技艺的基本知识得以普

及，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艺术研究

所专家主持研发了“托宝”系列古

建筑拼插模型，采用现代注塑工艺

制成，富有知识性、艺术性和体验

性的特点，可以作为教具供学生在

课堂和课外活动中使用。该项目

已获得2009年文化部科技创新奖。

沈阳举办非遗项目巡展

战旗、战袍、面具是安顺地戏必备的行头

传承人詹学彦

王爱民、王爱华兄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