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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地
讲 述

2006 年 5 月，妈祖祭典被列

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2009 年 9 月，“ 妈祖信

俗”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作名录获得成功，成为中国首

个成为世界级文化遗产的信俗

类非遗项目。妈祖文化源远流

长、博大精深，经过千年的文化

积淀，成为一项丰富多彩的文化

遗产。

妈祖由人到神的转变

当我们谈到妈祖文化时，必

然要探讨妈祖文化的性质。妈

祖文化的性质是信仰，而它也是

妈祖文化的灵魂。妈祖文化的形

成是民众信仰意识的产物，没有

信仰就不可能产生妈祖文化，妈

祖文化也不可能如此丰富。

考察妈祖文化发展的历史，

我们会发现妈祖信仰来自民间。

首先是传说，然后是传说的历史

化和神化，最后形成普遍的妈祖

信仰，形成妈祖文化。

目前，海内外学者一致认为，

妈祖不是杜撰的偶像，而是从民

众中走出来的真实人物，但她被

神圣化了，成为天后圣母。据民

间传说和方志记载，海神妈祖，

名林默，生于宋建隆元年（公元960

年）农历三月廿三，卒于宋雍熙

四年（公元 987 年）农历九月初

九，是生活在福建莆田湄洲岛上

的一位民间女子。宋人黄岩孙撰

《仙溪志》载：“当地有所谓仙妃

庙三座，其一顺济，其一昭惠，其

一慈感，皆巫也。顺济谓州林氏

女，能知人祸福，即妃也。”《宋绍

熙 蒲 阳 县 志》亦 称 妃 为“ 里 中

巫”。由上述记载，又可知妈祖

本来是莆田县的一个女巫，“能

言人休咎”“能言人祸福”，死后

被庙祀。可见妈祖的神迹最初充

满了巫术信仰的特色。这种由巫

变神的传说，将巫视为神灵，设

庙祭祀的现象在中国是很普遍

的。巫术是人类文化的源头之

一，也是民 间 造 神 运 动 的 孵 化

器。林默娘的“里中巫”身份，是

妈祖信仰的原始形态。当妈祖

从巫的信仰中脱胎出来时，她必

须要变换一种身份，升华为神。

许多文献记载，妈祖最初不过是

一位懂得巫术的普通民女，死后

也只是作为莆田地区的地方神

加以奉祀，影响范围极为狭小。

但是正如民俗的传播规律告诉

我们的，作为妈祖信仰风俗的发

动者，既然被崇拜的对象已经产

生，就会坚信不移，同时他们还

会在无形中为妈祖增光添彩，增

强她的影响力，将自己创造的神

灵事迹远播出去，于是产生了一

系列妈祖显灵的事迹。这些事

迹引起周围地区人们的关注，于

是有更多的信徒参与进来，妈祖

信仰便像滚雪球似的传播开来。

另外，中国的水神信仰由来

已久。因为受阴阳学说的影响，

古代中国人认为水神属阴，应属

女性，而妈祖恰巧又是女性中的

人杰和航海者最敬仰的一位海

神，因此备受人们的关注。海事

活 动 离 不 开 水 ，特 别 是 明 代 以

后，海上丝绸之路大开，在航海

活动中由于信仰心理的驱动，认

为妈祖屡屡显灵。神迹传说是一

种口碑，它会不胫而走，四处传

播，这不仅增加了民众的信仰信

心，同时由于当地士宦的提议和

倡 导 ，朝 廷 也 频 频 给 予 妈 祖 赐

封，妈祖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高。

康熙十九年（公元 1680 年），妈祖

被赐封“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

普济天妃圣母”，康熙二十三年

（公元 1684 年）又被赐封为“护国

庇 民 妙 应 昭 应 普 济 天 后”，“ 圣

母”和“天后”从此便成了妈祖的

圣称。

由 此 可 以 看 到 ，民 众 的 造

神 心 理 必 须 经 历 一 个 漫 长 的

过 程 ，在 这 个 过 程 中 由 民 间 信

仰 到 官 方 助 势 ，形 成 妈 祖 文 化

这 一 精 神 宝 库 。 这 里 要 特 别

指 出 的 是 ，官 方 的 封 赐 对 妈 祖

文 化 的 形 成 起 到 了 推 波 助 澜

的 作 用 ，使 妈 祖 信 仰 不 仅 成 为

海 事 活 动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而

且获得了合法的地位。

妈祖文化与旅游开发

确定信仰是妈祖文化的灵魂

是十分必要的，特别是当妈祖文

化和旅游结合、互动时，强调妈祖

文化的信仰性质显得尤为重要，

一定要做好一系列的保护规划。

首先，要弘扬妈祖文化的世

界意义。妈祖文化的保护，就是

要保护其祭祀仪式、民间习俗和

故事传说。妈祖祭祀仪式表现的

是民间信仰的制度化、规范化，

突出了妈祖信仰的神圣性；妈祖

的民间信仰习俗，是妈祖信仰已

经融入民众生活的表现，是其生

命力所在；而妈祖的故事传说，则

是民众对妈祖圣迹的形象解说，

是妈祖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妈

祖文化的保护是一项严肃的任

务，要警惕目前出现的“广场化”

“表演化”倾向。在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中我们常常听到 一 个 熟

悉的声音——“打造某某文化品

牌”，在这种口号下，肆意对保护

对象加以改造，使非遗项目失去

本来的面目，是极其有害的。比

如，妈祖文化的祭祀空间——宫

庙是不可随意移动的，转移到广

场显然是不恰当的。

其次，要重视妈祖文化圈，这

也是形成妈祖旅游文化圈的关

键。妈祖信仰是一种地域性的文

化现象，主要分布在中国的东部

和东南沿海地区，其次是东亚和

东南亚地区，涉及到日本、韩国、

新加坡、越南以及海外华人居住

的地区，带有海洋文化的显著特

点。妈祖文化在其传播过程中，

形成了一个以湄洲妈祖信仰为核

心的、具有显著地域特色的“妈

祖信仰文化圈”。对这个文化圈

特别是海外妈祖文化圈的研究，

对了解海外华人社会和信仰，有

着重大的意义。

最后，应重视保护妈祖文化

的 生 态环境。妈祖文化生态环

境是指妈祖文化形成、传播的自

然与人文环境，如除宫庙祭祀之

外的“船仔妈”崇拜，渔民和航海

者在船上供奉妈祖神像，祈求航

海安全；对海祭拜，是在海边或沙

滩摆上供桌、供品，面对大海向妈

祖祭拜；家中供奉，是岛上渔民和

居民在家中供奉妈祖，以及民间

传说故事的传承等，这些都是妈

祖文化传承的生态人文环境。一

句话，就是要尊重民间的信仰习

俗，创造良好的传承保护环境。

妈祖文化是民众信仰的物化形

态，将信仰还给信众，包容民众的

信仰习俗，才能使妈祖文化生态

得到有效的保护。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民俗

学教授、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会

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

作专家委员会委员）

成 都 糖 画 俗 称“ 倒 糖 饼 儿 ”

“糖粑粑儿”“糖灯影儿”，是流行

于四川成都的一种食糖工艺品，

由 于 用 融 化 了 的 糖 汁 作 画 ，所

以 既 好 吃 又 好 看 ，深 受 孩 子 们

的 喜 欢 。 如 今 的 成 都 人 追 溯 过

去，还 会 勾 起 这 样 的 儿 时 回 忆：

看 到 街 边 的 糖 画 摊 就 走 不 动 道

儿 ，挤 在 摊 前 看 那 火 炉 上 糊 香

糊 香 的 化 红 糖 ，等 不 及 红 糖 在

大 理 石 板 上 被 描 画 成 各 种 图 案

就 已 垂 涎 欲 滴 。 更 叫 人 着 迷 的

是 ，买 糖 画 还 有 摇 转 盘 中 奖 的

机 会 ，谁 转 到 转 盘 上 某 个 规 定

的 图 案 就 可 以免费吃糖画。虽

然很少有人能遂了心意，但依然

对糖画不舍爱恋。

随着时代的变迁、岁月的流

逝，当年走街串巷卖糖画的营生

也没人做了，可现在也只有走进

公园才能找到卖糖画的人。

一半学艺，一半偷艺

今 年 42 岁 的 吴 逢 全 是 目 前

还在卖糖画的少数艺人之一，他

的 糖 画 摊 就 设 在 成 都 的 公 园

里。“虽然赚不了几个钱，但在公

园里摆摊还会有不少人来买，小

孩儿、年轻人都比较喜欢。”

吴 逢 全 说 自 己 原 先 学 的 是

面塑，后来跟着老艺人樊德然才

开始学习做糖画。2008 年，成都

糖 画 入 选 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名录后，樊德然也被命名为这

一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在一次非遗展览上，记者见

到 了 樊 德 然 老 人 。 虽 然 已 经 88

岁高龄，但老先生说起话来依然

有条不紊。“由于家境凄苦、姊妹

众多，11 岁那年我就外出学艺谋

生。”旧 社 会 拜 师 学 艺 并 非 像 现

在 这 样 容 易 。 那 时 樊 德 然 年 纪

还 小，一 个 人 来 到 成 都，两 眼 一

抹 黑，甚 至 连 个 铺 盖 卷 都 没 有，

好 在 幸 运 地 拜 了 当 时 小 有 名 气

的糖画艺人谢青云为师，才勉强

找到一口饭吃。

因为年幼体薄，刚接触这行

的樊德然还没有糖画担子高，挑

着 担 子 进 门 出 门 可 苦 了 他 。 因

为门槛高担子挑不过去，就只好

先把担子上的东西都卸下来，一

样一样地搬进搬出，然后再一一

装回担子里。樊德然说，当年学

艺，不 给 师 傅 挑 几 年 担 子，打 几

年 杂，就 休 想 学 到 过 硬 的 本 事，

至 于 挨 打 挨 骂，更 是 家 常 便 饭。

说着，老人便指着自己的一只耳

朵说，他现在耳朵“背”就是那时

候被师傅打的。

但 这 些 苦 难 并 没 有 难 倒 一

心想学手艺的樊德然，那时的他

只 想 着 赶 紧 把 手 艺 学 成 好 养 家

糊口。可使他着急的是，虽然跟

着师傅四处赶集摆摊子，可师傅

只忙着给顾客倒糖画，却没时间

给他指点，所以他也根本上不了

糖 画 担 子 。 有 道 是“ 师 傅 领 进

门，修行在个人”，每当忙完手中

的活儿，樊德然便站在师傅身后

仔细地看他做画，慢慢地看多了

就 有 了 领 悟 ，等 师 傅 休 息 的 时

候，他再开始“ 画”。就这样，一

半 学 艺 、一 半“ 偷 ”艺 地 学 了 5

年 ，终 于 在 他 16 岁 那 年 艺 成 出

师，有 了 属 于 自 己 的 糖 画 摊 子，

而这一做就是一辈子。

“ 做 糖 画 不 仅 要 求 糖 料 好 ，

手 上 技 巧 更 重 要 。 做 画 的 画 瓢

要重拿轻描，这样画出的糖画才

更 加 逼 真。”因 为 自 己 学 艺 比 较

辛苦，樊德然自己带徒弟时总是

耐心地把诀窍一一教给他们。

戏曲人物入糖画

在 继 承 了 前 人 技 艺 的 基 础

上，樊德然倒糖画有了自己的一

套做法，除了传统的花鸟鱼虫图

案之外，他还可以倒出几百个中

国传统戏曲中的人物，这是樊德

然独有的特色糖画。

16 岁的樊德然自立门户后，

一 开 始 做 的 糖 画 也 大 都 是 师 傅

教 的 那 些 传 统 图 案。“ 真 正 开 始

有 了 做 戏 曲 人 物 的 想 法 还 是 从

看戏开始的。”老人回忆说，解放

前 戏 班 子 多，看 戏 的 人 也 多，他

就 把 摊 子 摆 在 戏 台 子 下 面 最 热

闹 的 地 方，台 上 唱 戏，他 一 边 倒

糖 画 一 边 也 看 戏，渐 渐 地，目 不

识丁的他迷上了戏曲，于是萌生

了 把 戏 里 的 人 物 用 糖 画 做 出 来

的想法。

日 复 一 日 ，别 人 在 台 上 演 ，

他就在下面专注地看，戏里人物

的 穿 戴、动 作、神 态 都 被 他 一 一

记在心上，回到住处后凭借记忆

先是尝试着在纸上描，然后慢慢

用 糖 做 。 为 了 能 用 糖 倒 好 戏 曲

人 物 ，他 先 后 跟 了 十 来 个 戏 班

子，随 他 们 到 处 奔 波，等 戏 班 子

跟得差不多了，所有的戏也都记

下 来 了 。 在 接 下 来 的 戏 曲 人 物

创 作 中，樊 德 然 不 断 揣 摩，潜 心

研 究 戏 曲 人 物 的 肖 像 特 色 与 糖

画技艺的完美结合。

几十年过去了，老人早已练

就 了 用 糖 画 表 现 戏 曲 人 物 的 一

手绝技。如今，他对 200 多个折

子 戏 中 的 数 百 个 人 物 造 型 烂 熟

于心，所勾勒的人物造型个个传

神达意、栩栩如生。于画板方寸

之间，樊德然不仅能用糖浆画出

《水浒》、《西游记》中的人物，还

能画出自行车和风车等物品，因

为 融 合 了 皮 影、剪 纸 和 戏 剧，糖

画 在 他 手 中 已 不 再 是 传 统 意 义

上的工艺食品，而成了民间艺术

的 一 朵 奇 葩 ，他 也 因 此 被 誉 为

“糖画泰斗”。

“ 很 多 人 认 为 ，糖 画 只 是 谋

生的手段而已，我以前也这样认

为，但现在不一样了。我希望在

我有生之年里，尽我最大的努力

把徒弟带好，把这门手艺好好传

下去。”樊德然说，国家级代表性

传 承 人 的 荣 誉 与 责 任 使 他 坚 定

了 发 展 糖 画 艺 术 的 信 心， 可 他

对 糖 画 能 不 能 长 久 地 存 活 下 去

有 点 担 忧 。 虽 然 现 在 自 己 的 徒

弟也可以独当一面做糖画了，但

是 现 在 的 人 对 糖 画 的 感 情 远 不

如过去，再加上这门手艺赚不了

几 个 钱。“ 有更好的 能 挣 钱 的 工

作 谁 还 愿 意 干 这 个 呢？”樊 德 然

说，徒弟吴逢全虽然还一直坚持

做糖画，还有一个徒弟在外地也

在做，但他们跟那个年代把糖画

“ 当 命 一 样 捧 着”的 想 法 显 然 不

同了。“拿倒龙来说，倒一条龙的

正常工序要花二三十分钟，但现

在 你 们 在 公 园 里 看 到 的 糖 画 摊

已经没有人愿意做这样的龙了，

因为它费时啊，所以一般都只做

一 两 分 钟 就 能 完 成 被 简 化 的 龙

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还

是 希 望 尽 自 己 最 大 的 努 力 使 这

门手艺保留下来。”前些年，他把

陪 伴 自 己 多 年 的 糖 画 摊 子 送 给

了 当 地 的 博 物 馆，“ 好 让 后 人 知

道 还 有 这 门 手 艺 在！”或 许 有 一

天糖画真的消失了，我们也可以

通过这倒糖 画 摊 子 给 孩 子 们 展

现那段“甜蜜”的历史。

在晋东南，如今仍然可以看

到许多人在从事着世代相传的手

工行业，他们农忙种庄稼，农闲四

处走，各行有各行的专业特色，各

自有各自的悠久传承，其中就包

括小炉匠这个行业。

小炉匠，又称锢炉匠，即钉缸

钉碗、补锅补盆及制作各类铜铁

器的匠人，因使用小火炉作业而

得名。他们常常是一个师傅两个

徒弟，每人肩挑一副担子，分别装

上铁业工具、铺盖及生活日用品，

走村串乡，足迹甚至可达天津、北

京。每到一村，他们都会找当地

最热闹的地方安下摊来，师傅点

火生炉，徒弟手提一把钳子或其

他铁制用具，走街串巷，登门上

户，招揽买卖。不一会儿，三三两

两的人拿着各种用具相继而来，

集聚到火炉旁等候补修。小炉匠

的火炉经济耐用，外部用铁皮做

成，里面用碎瓷与胶泥缠糊，留下

圆形的炉膛，中间隔以细铁条架

炭，下面为漏灰渣的地方，旁边接

通小风箱，小风箱的下部安装风

叶，上部置放用具。休息时加点

湿煤把火封住，活计紧了风箱一

拉，红火苗便腾腾升起。别看小

炉匠使用的工具简单，可做出的

活儿却非常细致。大至铁锅、水

缸，小至酒盅、盘碟、头饰银货，都

能修旧利废，令人满意。

晋东南的小炉匠职业有着悠

久的历史，追溯源头，与这里的冶

铁史关系密切。在长治的荫城一

带，家家户户都安有小铁匠炉，男

男女女都会打铁铸钉，当地的家

庭主妇做饭打铁两不误，铁钉打

到一定数量后送到专收铁货的

商 号 ，收 入 用 来 贴 补 家 用 。 客

商、用户对工艺精细的荫城铁货

交 口 称 赞 ，当 地 流 传 着 一 首 民

谣：“荫城铁，荫城炭，离开荫城

不能干。”当地极富特色的“打铁

花”，也与制铁手工业民俗相联

系。人们把报废的铁犁铧等铸

铁 ，用 风 箱 炉 火 熔 化 为 稀 而 不

散、稠而不粘的铁水，用木板向

高 空 猛 力 打 击 ，铁 水 于 空 中 迸

散，顿时呈现出绚烂的色彩，恰

似铁树开花。将铁火对着大树

打去，开花后散落在大树的枝杈

间，虚实相生、变幻多姿。清初著

名学者陈廷敬的诗歌《午亭村灯

火》就生动地描绘了这种情景：

“熔炉镔铁盈洪炉，绝技之巧天下

无。火树银花幻莫测，凌虚掷地

纷骊珠。”

本报讯 为了促进辽宁省沈

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进一步完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传承人队伍体系，沈阳市

非遗中心近日启动了第二批市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

人的申报工作。

此次申报按照传承人自愿、保

护单位推荐的原则，以第四批市级

项目为主进行申报。目前已有十大

类别43个项目共54名传承人完成

材料审核、资格认定，其中传统医药

和传统武术类项目是首次申报代表

性传承人。下一步，市非遗中心将

组织召开专家评审论证会，严格按

照评审要求进行评选。 （邱 禹）

沈阳开始第二批传承人申报

应重视保护妈祖文化的生态环境
陶立璠

好吃又好看的糖画最受孩子们的喜爱樊德然在倒糖画儿

身世很苦 手艺很甜
——记成都糖画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樊德然

本报记者 杜洁芳

冶铁业中生出的手艺
段友文

本报讯 由福建宁德多名畲

族银器制作技师历时 6 个多月研

制成的银雕作品《银翼善冠》，近

日捧得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与中

国工艺美术学会设立的中国工艺

美术“百花奖”特别金奖。

“金翼善冠”是明代万历皇帝

朱翊君的常服冠戴，制作工艺技

巧登峰造极。此次获奖作品《银

翼善冠》为“金翼善冠”纯银仿制

品，按原型 1：1 打造。为制作《银

翼善冠》，畲族银器制作技艺的

传 承 人 林 陵 祥 带 领 他 的 团 队 进

行了长达一年的研究，在纸上设

计 勾 画 出 作 品 的 相 貌 和 各 个 部

位 的 分 解 图 。 整 个 银 翼 善 冠 用

头发丝大小的银丝，在预先制作

好 的 木 制 模 型 上 编 出 纵 横 交 错

的花纹，并采用手工敲片、冲模、

洗模、雕刻、镂空、拉丝、掐丝、炸

珠 、焊 接 等 10 多 种 手 艺 制 作 而

成。该作品不露外接痕迹，龙的

造型栩栩如生、气势雄浑，堪称

银器仿制精品。

“我这里有 20 多名工匠会做

纯手工银饰，多为畲族青年。畲

族银器制作技艺学起来其实并不

太难，但要精通就不容易了。”林

陵祥说，银器在制作过程中对火

候的控制，拉丝、雕刻的力度等因

素 都 会 影 响 一 件 银 制 作 品 的 好

坏。 （王 青）

用畲族银器制作技艺仿制金翼善冠

本报讯 近日，由浙江宁波鄞

州区塘溪镇上城小学编写的教科书

《竹艺巧编》编制完成，已向该校工

艺竹编兴趣小组的学生们印制分

发。这本教材是根据宁波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工艺竹编的传承人叶

良康的口述编写的。有了它，学生

能看图读文，轻松学得一门好手艺。

据介绍，为了更好地传承宁

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工艺竹

编手艺，当地文化部门将这门技

艺引进了校园，在上城小学开设

了工艺竹编课程，建立了工艺竹

编兴趣小组，该学校还被确定为

鄞州区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基地，该项目的传承人叶良康也

被邀请每周四下午到学校给孩子

们指导工艺竹编。但校长朱海燕

发现口传手教的教学效率太低，

叶师傅一走，孩子们很快就忘记

了。所以，他们与叶师傅合作，在

他指导学生的时候，用相机拍下

他的手法、记录下讲解内容，之后

将这些内容汇编成了一本类似连

环画的工艺竹编教材。

朱海燕说，目前孩子们已学

会了基本的竹编手法，并能编出

杯垫、果篮等简单的竹编作品，有

些学生还自由发挥，做出了自己

想做的其他竹编作品。 （宁 文）

宁波工艺竹编有了“连环画”教材

孝义皮影戏“入住”云冈石窟
据新华社消息 山西孝义皮

影戏近日正式“入住”云冈石窟第

20窟莲花大道旁的“北魏皮影馆”。

北魏皮影馆的皮影戏队伍由

19 人组成，由孝义皮影戏直系传

承老艺人武海棠和梁全明等主演

主唱。“孝义皮影戏面临后继无人

的现状，把皮影戏引到云冈石窟

一方面可以让古老艺术通过市场

运作存活延续下去，另一方面也

可以让海内外游客欣赏到近乎绝

版的中国艺术。”云冈石窟研究院

院长张焯说。

据张焯介绍，这是云冈石窟

首次引进孝义皮影戏，以后每年

从 4 月 1 日到 11 月 30 日，游客在

云冈石窟都能欣赏到地道的孝义

皮影戏。目前，皮影戏每天滚动

演出，12 分钟一场，效果很好，尤

其受外国游客喜欢。

皮影戏是中国古老的民间传

统艺术，已有千年历史，是让观众

通过白色布幕，观看一种平面偶

人表演的灯影来达到艺术效果的

戏剧形式。孝义皮影戏是我国皮

影戏的重要支派，2006 年，孝义皮

影戏成为我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 （王学涛）

近日，2011 年“轧神仙”活动暨苏州金阊民俗文化旅游节在苏州古城的石路地区开场。“轧”在苏州方言中

意为“拥挤”，“轧神仙”指在人群之中挤到“神仙”身边，就会沾上仙气，交到好运。图为真人装扮的“神仙”走

在古山塘街上。 新华社记者 陈 琪 摄

印 象

专家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