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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地

印 象

本报讯 近日，19 岁的羌族

女孩何美燕正式成为 2011 亚洲国

际青 少 年 艺 术 节 四 川 赛 区 的 形

象 大 使 ，将 带 着 羌 笛 去 香 港 参

赛，把这一古老的艺术介绍给更

多的人。

何美燕是四川茂县人，刚刚

参加完高考。除了是一名普通高

中生，她还有一个身份，就是羌族

地 区 少 数 会 吹 羌 笛 的 女 孩 之

一。 羌笛是流传于羌族地区的

乐器，据说已有 2000 多年历史。

2006 年，羌笛演奏及制作技艺已

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

何美燕的爷爷、83 岁的何克

支是当地颇有名气的羌笛传承

人 ，不 仅 会 演 奏 ，还 会 制 作 羌

笛。何美燕从小就对羌笛感兴

趣，七八岁时便偷偷拿爷爷的羌

笛 吹 奏 。 说 起 来 ，这 门 手 艺 在

何家一直信奉“ 传男不传女”的

规矩，但爷爷见她喜欢，从小学

六 年 级 起 就 开 始 手 把 手 地 教

她 。 羌 笛 吹奏的特点是一口气

吹 完 一 支 曲 子 ，也 称 鼓 腮 换 气

法，要求有很大的肺活量。每天

早上 6 点刚过，小美燕就要起床，

拿一个盛了水的水杯，里面放根

吸管，鼓着腮帮子吹气泡，“吹得

嘴皮子和腮帮子都是麻的”。虽

然学艺的过程十分艰辛，但她还

是决定要把这门技艺学好并传

下去。 （王 梅）

扬州清曲是明清时期在流

行于江苏扬州一带的俗曲和小

调基础上发展形成的曲艺唱曲

形式，又名“广陵清曲”“维扬清

曲”，俗称“小唱”或

“唱小曲”，主要流行

于江苏扬州、镇江和

上海等地，用扬州方

言表演，已于 2006 年

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

据悉，扬州清曲

在 清 代 初 期 即 已 形

成。传统的表演形式

为一二人至八九人分

持琵琶、三弦、月琴、

四胡及檀板、碟子、酒

杯等自行伴奏坐唱，

走上高台后大多由 5

人分持琵琶、三弦、二

胡、四胡和扬琴自行

伴奏坐唱。唱腔曲调

为各类曲牌，早期主

要用【劈破玉】、【银纽

丝】、【四大景】等，后

来主要用【软平】、【骊

调】、【南调】等。

扬州清曲的演唱

分职业性和自娱性两

种，前者在旧时以个

人或家庭为单位，走

街串巷或在航行于内

河的客船上卖艺，后

来主要由专业曲艺表

演团体的专职演员进

行表演；后者多系店

员、小手工业者和知

识阶层的市民客串演

唱，有些人甚至在创

作唱本和音乐曲调的

改革整理方面贡献良

多，还有些人做过一

些理论性的整理研究

工作，如王万青即著

有《扬州清曲唱念艺

术经验》。扬州清曲

传 统 的 代 表 性 节 目 有《十 杯

酒》、《做人难》、《苏三起解》、

《竹木相争》等。据李斗的《扬

州画舫录》记述，扬州清曲的早

期知名艺人有黎殿臣、陈景贤、

刘天禄和朱三等。20世纪以来

影响较大的艺人有黎子云、钟培

贤、裴福康、王万青和尤庆乐。值

得一提的是，100年前扬州清曲

就走向了世界。19世纪初，英国

人希特纳到中国采集了扬州清

曲中的一些小调带

到欧洲，其中的《茉

莉花》就被意大利

作曲家普契尼嫁接

进了歌剧《图兰朵》

的背景音乐。

扬 州 清 曲 是

历 史 较 为 悠 久 的

曲艺唱曲形式，许

多 元 明 以 来 的 古

代民间俗曲，包括

一些俗曲的原词，

都 在 扬 州 清 曲 中

得 到 了 很 好 的 保

存 。 由 于 流 播 时

间较长，它在传布

中 对 其 他 地 区 的

许 多 同 类 曲 种 产

生 过 不 同 程 度 的

影响。当前，这一

具 有 代 表 性 的 古

老 曲 种 由 于 种 种

原 因 已 处 于 濒 危

状 态，一 些 绝 技，

如“碰酒杯”“敲瓦

碟 ”等 或 近 乎 失

传，或只有一两个

老 艺 人 掌 握。“ 碰

酒杯”是一手拿两

只粗瓷酒杯，打出

“金鸡报五更”“凤

凰 三 点 头 ”的 节

奏；“敲瓦碟”则是

用筷子敲击瓷盘，

用于伴奏。

一些专家说，

昆曲与扬州清曲同

为源自江南的古老

艺术，如果昆曲是

空谷幽兰，那么扬

州清曲则是纯洁芬

芳的茉莉花，如今

昆曲已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作名录，并得到了很好

的保护，而扬州清曲却濒临绝

境，必须大力加强对它的保护

和传承。

“上去高山望平川，平川里有

一朵牡丹。看去容易摘却难，搞

不到手里是枉然。”这是一首在西

北地区广泛流传的民歌，曲调高

亢、悠长，古时人们曾称其为“河

州 ”，今 天 人 们 称 其 为“ 花 儿 ”。

2009 年，花儿入选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为了把花儿

这一民间艺术保护好、传承好、发

展好，文化部非遗司和甘肃省文

化厅、甘肃省文联近日在兰州共

同主办了“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

化 遗 产 代 表 作 —— 花 儿 保 护 论

坛”，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围绕花

儿的保护与发展纷纷建言献策。

发展花儿会

花儿是在甘肃、青海、宁夏等

西北地区广为传播的一种民歌艺

术，因其词曲丰富、内容包罗万象而

被誉为“西北之魂”“活着的诗经”，

传承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

民歌是一个民族的心声，它

能真实地展现人类历史、文化发

展的轨迹，是珍贵的文化遗产。

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城市化

进程的加快，花儿这种靠口头传

承的民歌正濒临消亡的险境。为

了让花儿得到原汁原味的传承，

与会专家建议目前首先要恢复、

发展好花儿会的保护工作，为花

儿的传承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花儿是野曲，旧时在西北山

野间几乎随处都能听到，但声势

最大、容纳歌手最多、最有民俗特

点的还是每年农历四月至六月间

在西北各地举办的花儿会。花儿

会多和当地的庙会同时举行，其

主要内容便是唱花儿，相传已有

几 百 年 的 历 史 。 花 儿 会 举 办 期

间，来自四面八方的男女唱家汇

集在一起，或拦路对歌，或相坐而

歌，连续数日昼夜不息。

专家们说，花儿是从泥土里

长出来的，原生态花儿与风花雪

月无关，它敢说敢唱，没有粉饰和

矫揉造作，是充满野性的艺术。

保持其原生态，是我们在保护与

传 承 花 儿 的 过 程 中 尤 其 要 注 意

的。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的雷侃说，花儿开在城市、开在

舞台上固然很美，但盛开在原生

态文化和自然环境中，它的美才

会更自然、更具生命力。

近年来为了发展地方旅游经

济、推动花儿的传承与发展，在甘

肃、青海等地各级政府的积极推动

下，花儿会一届比一届火。据不完

全统计，青海省至今仍在举行并有

一定影响的花儿会就有30多处，且

规模和人数都在扩展。但令人遗

憾的是听者众、唱家少。

专家们建议，政府在推动发

展花儿会的同时，还要遵循“民间

事民间办”的原则。花儿有其自

身的传承规律，如果政府干预过

多，客观上就会限制其自主传承，

所以要意识到民众是花儿的创造

者、传承者，各级政府在实际运作

过程中不能越俎代庖，而是要尽

力做一个让人满意的“管家”。

保护民间歌手

即兴是花儿最主要的特质之

一，花儿的演唱一般都是歌手即

兴的创作，这使得花儿曲调有较

多的变化，因此也出现了十唱九

不同的现象。民间歌手一代代地

传承，是花儿得以生存和发展的

关键。甘肃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名

誉主席柯杨在研讨会上强调，要

使花儿得到更好的保护与传承，

就必须下大力气保护花儿的传承

主体——民间歌手。

据悉，随着老歌手的相继谢

世，花儿的传承已出现危机，一些

珍贵的花儿唱词和曲令正在悄然

消失。为了加大对花儿传承人的

保护力度，文化部已命名了一批

花儿的国家级传承人，但在民间

还 生 活 着 许 多 不 为 人 知 的 唱 把

式，他们的生活依然十分窘困。

中国民协花儿专业委员会常委、

甘肃省临夏州民间文艺家协会副

主席董克义说，保护好这些民间

歌手、传承人不是短期行为，而是

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需

要一代代做下去。要实施好这项

工程，仅靠提高认识和采取一些

应急措施是不够的，必须有坚实

的法律做保障。因此出台相关的

地方性法规，对这些歌手实施立

法保护是当务之急。

专家们认为，保护好民间歌

手就意味着原生态的花儿得到了

保护，否则无法杜绝一些伪花儿

充斥舞台和电视屏幕的现象，如

果任这些“ 文化内囊渐空，所剩

不过外壳”的花儿大行其道，那

么那些充满泥土气息、蕴含了巨

大 情 感 的 花 儿 将 会 在 未 来 的 岁

月里消逝。

推广“校园花儿”

为了不让花儿消逝，自花儿

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名录后，甘肃、宁夏等地为了做好

花儿的传承想了许多办法，其中

通过“校园花儿”策略的实施，为

花儿培养了许多后继人才。

“校园花儿”是西北地区一些

教育界的有识之士与相关专家学

者联合发起的一项工作。据宁夏

教育电视台副台长韩宏介绍，宁

夏早在 1990 年就先后发行了两套

共 6 本音乐乡土教材，其内容包括

原生态的花儿和其他回族风格的

舞蹈、音乐等。为了将“ 校园花

儿”落到实处，在启动前宁夏就成

立了“宁夏教育学会艺术教育专

业委员会”筹备组，组织编写了

《宁夏校园花儿》教程，并举办了

音乐骨干教师“ 校园花儿”培训

班。在随后的工作中，宁夏的许

多市县还通过举行教育系统花儿

演唱大赛，将“校园花儿”开展成

效作为学校年终考核评价项目等

方式，使花儿的教育教学活动得

以稳步推进。

韩宏说，令人遗憾的是，目前

仍然有许多文化界人士和管理部

门对“校园花儿”的推广工作不理

解、不支持，甚至偏执地认为花儿

是情歌，不适于在校园推广。在

无经费支持的情况下，许多老师

牺牲了自己的休息时间，积极参

与到这项工作中，成效是显著的，

许多孩子爱上了花儿、爱唱花儿，

越是到一些乡村学校，这种感受

会越深。

这 两 年 来 宣 纸 价 格 年 年 看

涨，普通宣纸涨幅已经普遍在一

倍以上，一些中高端宣纸涨幅更

是惊人。记者近期到位于皖南的

“宣纸之乡”泾县和文房四宝集散

地屯溪老街采访了解到，剔除原

料和人工的自然增长因素外，宣

纸现在的价格暴涨含有很明显的

炒作因素。

持续高涨，“纸”比金贵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如今宣

纸的价格已经暴涨到了令人惊愕

的程度。1999 年时泾县的中国宣

纸集团公司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50

周年专门出品的主题宣纸，当时

出厂价一刀（100 张宣纸为一刀）

3000 多元，现在市场上最高能卖

到 2 万多元。至于清代和民国时

期的宣纸，不仅价格堪比黄金，而

且已经是有价无货。

记者在泾县当地几家正宗宣

纸厂家采访时了解到，近两年来，

个 人 客 户 订 单 呈 快 速 上 升 的 态

势。这些厂家库存的宣纸已被抢

购一空。“从 2010 年初到现在，已

经 4 次提价，平均每次涨幅都在

20%以上。”屯溪老街上的宣纸经

营户潘晓青说。屯溪老街相距泾

县不远，是皖南最大的文房四宝

集散地。

在屯溪老街 126 号荟萃轩，记

者了解到，红星牌 4 尺净皮宣纸，

去年一刀 480 元，今年卖 1200 元；

4 尺特皮宣纸去年 10 月卖 700 元，

现 在 卖 1400 元 ，涨 幅 100% 。 老

板 周 火 龙 说，就 这 个 价 格，现 在

还缺货。

那么都是哪些人在买宣纸？

潘晓青说，一类是有收藏宣纸习

惯的书画家，他们基本上到生产

厂家直接购买；另一类来老街收

购宣纸，他们中有些是书画爱好

者，另一些基本上是收藏宣纸当

做投资的，“这两年，来老街购买

宣纸的浙江、上海等地的顾客越

来越多”。

“宣纸收藏之风近两年开始

兴盛。”潘晓青说，宣纸容易保存，

一 张 宣 纸 可 以 保 存 800 至 1000

年，业界默认的期限是 5 年以上的

即可称之为“陈纸”。

揭开一张纸的涨价账

事实上，即便加上各种涨价

因素，宣纸价格并不至于如此暴

涨，这样的价格背后已经明显出

现了非正常的因素。

据了解，宣纸制作技艺早已

入 选 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名

录，其制作过程分两个阶段：原料

制作和纸张制作。

生 产 宣 纸 主 要 需 要 两 种 原

料：青檀皮和沙田稻草，这种原材

料配比已沿袭了近千年，至今不

变。青檀是我国特有树种，一棵

青檀树需要生长 7 年之后才产青

檀皮。沙田稻草是长在泾县及附

近地区含沙量较高的稻田里的水

稻秸秆，与一般的泥田稻草比，高

杆节少，灰分杂质少，木质素含量

低，纤维素含量高。檀皮和稻草

要用山泉水浸泡，经浸渍、蒸煮、

拣选、摊晒等工序，使每一根青檀

皮、每一根稻草都洁白如棉，柔而

有韧，原料制作方告结束。仅此

一项就需要 10 个月时间。

纸张的制作工艺，自唐代以

来一直保持传统的手工操作。采

用竹簾过滤抄捞法进行捞纸；用

火墙烘烤、人工揭贴的烘干法晒

纸；在 检 验 工 序，是 逐 张 目 测 手

检。整个流程要求操作工人心手

默契，既小心翼翼，又沉着果断。

新 纪 元 宣 纸 厂 的 老 板 曹 阳

明，出生于泾县的造纸世家，自小

跟随父母从事宣纸生产，至今已

经有近 30 年历史。曹阳明告诉记

者，青檀皮完全要由工人手工从

青檀树的树枝上剥下来，劳动强

度非常大。现在农村青壮年大多

情愿外出打工，愿意留在家里做

这项工作的人越来越少。

记 者 在 泾 县 采 访 了 解 到 ，

2009 年，100 斤青檀皮收购价格在

400 元到 500 元间，今年差不多要

涨到 650 元；100 斤沙田稻草 2009

年收购价是 400 元，一些厂家预计

今年要涨到 500 元左右。至于人

工工资，生产厂家都给出近两年

年递增 20%的答复，一个熟练工一

天的工资现在已经达到 100 元。

曹 阳 明 细 算 了 宣 纸 的 成 本 账 后

说：“虽然由于原料价格上涨、人

工工资增加，导致了宣纸价格一

路攀高，但涨幅应在 20%左右。”

收藏宣纸谨防炒作和陷阱

宣纸价格猛涨，是目前产量

偏少供不应求造成的吗？记者调

查发现，其实也不然。

泾县的中国宣纸集团公司是

国内最大的手工宣纸生产企业。

泾县副县长、中国宣纸集团公司

董事长肖阳告诉记者，泾县出产

的宣纸，市场供给量目前维持在

总量 1000 吨左右。

潘 晓 青 以 经 营 宣 纸 零 售 为

主。他认为，从今年市场零售情

况看，宣纸现在的产量与市场实

际需求是基本匹配的。“正品红星

牌宣纸主要被上海、广东、安徽、

山东、北京等地的 5 家总代理商垄

断了。一般零售户现在很难按厂

家正常出厂价格拿到货。”潘晓青

抱怨一些代理商“囤积居奇”。

曹阳明说，制作宣纸的主要

材料之一就是青檀皮，但由于原

产地独特的气候和地理环境，青

檀皮的品质也不一样，所生产出

的宣纸有很大区别。现在国家已

对宣纸进行了严格的“原产地保

护”，对宣纸的定义为“利用产自

安徽泾县及周边地区的沙田稻草

和 青 檀 皮，在 泾 县 范 围 内，用 泾

县特有的山泉水以及传统工艺精

制而成”。

曹阳明说，宣纸上面密布着

云朵样的丝状物，这些丝状物就

是檀皮纤维，对着光亮透视，还能

发现稻草的筋丝，而书画纸上没

有这些，过于洁白。还有一种简

单的识别办法是，宣纸受墨后，能

清晰显示笔痕与层次，而书画纸

在笔痕交叠处显得模糊，不出层

次。收藏者应当防止一些商家借

机会做起挂羊头卖狗肉的生意，

以普通书画纸冒充宣纸销售。

“花儿”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
本报记者 李 静

▶ 7 月 7 日是日本的“七夕节”，许多女孩穿着色彩艳丽的夏季和

服走上街头庆祝这一传统节日。姑娘们手持日本传统扇子，脚穿木

屐，成为街头亮丽的风景。日本的“七夕节”源自中国的牛郎织女传

说，只不过日本人把它挪到了公历 7 月 7 日。图为在日本东京街头，穿

着夏季和服的女孩参加“七夕节”庆祝活动。 （新华社发）

宣 纸 价 格 缘 何 暴 涨
新华社记者 王立武

河北出版传承人图志
本报讯 近日，由河北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编写的

《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

表 性 传 承 人 图 志》（第 一 辑）由

河北美术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这是河北省首部全面完整地反

映全省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情况

的地方性典籍。

该书囊括了河北所有的国家

级传承人和第一批省级传承人，

共计 260 名，其中国家级传承人

有 91 名。《图 志》以 项 目 类 别 为

序 对 传 承 人 进 行 了 逐 一 介 绍 ，

内 容 包 括 传 承 人 的 从 艺 经 历 、

传 承 谱 系 、技 艺 特 征 、艺 术 成

就、传承现状及主要作品等，并

配 以 精 美 图 片 。 该 书 图 文 并

茂，极具收藏价值。 （冀 文）

景德镇制瓷技艺有望申遗成功
据新华社消息 （记者罗鑫

沈洋）记者近日从江西省文化厅

获悉，景德镇手工制瓷工艺已进

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作名录的评审阶段。

江西省文化厅社文处处长刘

昌兵说，受工业化和规模化生产

的影响，景德镇传统手工制瓷技

艺面临传承与发展的压力。“ 如

果 这 次 成 功 入 选 人 类 非 物 质 文

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将使更多人

了解景德镇手工制瓷的魅力，吸

引他们来学习与传承这一传统手

工技艺。”

景德镇手工制瓷工艺有 1000

多年的历史。近年来，景德镇手

工制瓷工艺的传承和保护受到政

府和民间人士的共同关注。2006

年，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入选首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09 年 10 月，世界上现存最古老、

体积最大的蛋形柴窑——镇窑在

景德镇陶瓷文化历史博览区重燃

窑火，为保护和传承景德镇手工

制瓷工艺迈出了重要一步。2010

年，“世界最古老、分工最为精细

的陶瓷生产流水线”——圆器生

产线在景德镇恢复商业生产。

有关专家表示，采用生产性

方 式 保 护 是 传 承 利 用 传 统 技 艺

的最佳途径，只有这样景德镇传

统 手 工 制 瓷 技 艺 才 能 一 代 代 传

承下去。

湖北“皮影王”携孙子亮相舞台
本报讯 湖北云梦“皮影王”

秦礼刚与 10 岁的孙子、被誉为皮

影界“六小龄童”的秦朗，近日联

袂亮相中央电视台，表演了精彩

的皮影戏《武松打虎》，受到观众

和专家的好评。

云梦县是湖北的皮影艺术之

乡，云梦皮影已入选第三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现年 62

岁的秦礼刚从事皮影艺术 40 余

载，人称“云梦皮影王”。秦礼刚

在当地开办梦泽影戏馆 27 年来，

曾接待来自美国、日本、德国、意

大利、法国等 10 多个国家的友人。

秦礼 刚 的 孙 子 秦 朗 现 为 小

学四年级学生，在爷爷的悉心传

授下，他已能表演《孙悟空大战

牛魔王》等皮影戏，4 岁登台时即

引起轰动，成为云梦皮影艺术的

小传人。 （李剑军 李安仙）

羌族女孩立志传承羌笛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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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6 日，中国玉石雕刻“玉星奖”获奖作品展及开奖仪式在“中国

玉都”辽宁岫岩举行。“玉星奖”由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设立并

主办，旨在促进中国玉石文化的传播和专业人才的涌现。图为参观者

在观看获奖作品。 新华社记者 汪永基 摄

7 月 6 日是农历六月初六，是山东邹平县青阳镇醴泉村村民传统的

赶山会的日子。人们在山会上选购民间工艺品、看杂耍、品小吃、祈福

求愿，庆祝夏季丰收。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