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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 述

各 地

“介子推之于寒食，犹如屈原

之于端午，两者可以相提并论，一

个在北方，一个在南方；一个在山

上，一个在水边；一个死于火，一

个死于水。过端午节是为了纪念

屈原，家喻户晓；而过寒食节是为

了 纪 念 介 子 推 ，知 道 的 人 还 不

多。”民俗学者李汉秋在第五届中

国 介 休 清 明（寒 食）文 化 节 上 呼

吁，应大力宣传介子推的形象和

精神，提升传统节日对广大年轻

人的吸引力。

4 月 1 日，由中华炎黄文化研

究会、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

等研究院、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山西省文

明办主办的第五届中国介休清明

（寒食）文化节在介子推故里——

山西介休绵山拉开帷幕。全国人

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北京师范

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院长许

嘉璐，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

会副会长学诚法师，中央社会主

义学院党组书记叶小文，中国民

间文艺家协会节庆委员会主任李

汉秋，香港慈氏文教基金董事长

王联章等嘉宾，与来自海内外的

60 余位专家学者共聚一堂，畅论

“慈孝文化与道德复兴”“清明（寒

食）文化的当下价值”“中华传统

文化与古代民间信仰”等话题。

呼唤“慈孝文化”回归

许嘉璐在发言中认为，“孝”

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支点，是中华

民族几千年来社会关系和人伦关

系 的 精 髓 ，深 深 植 根 于 百 姓 之

中。道德的复兴首先要从“孝”做

起，要加大家庭、学校、社会等多

方面的教育力度，从小培养，知行

合一，并树立道德楷模。介休作

为寒食节的起源地，要继续将传

统文化发扬光大，打造成为山西

乃至全国的慈孝之都。

学诚法师认为，中国传统社

会伦理道德的观念以慈孝文化为

核心，古代有一句话叫“自古忠臣

出孝门”，体现了社会伦理与家庭

伦理的重要关系。伦理道德的复

兴必须考虑到把当下的社会结构

和传统的慈孝文化精神结合起来。

叶小文说，近代以来我国经历

巨大的社会变迁，孝文化观念日趋

淡漠。孝是做人的基本道德，孝文

化的真正含义是对生命的热爱、

尊重和敬畏，它是不断发展的。

王联章表示，现代社会孝文化

面临困境，这个时候在介子推故里

呼唤慈孝传承极有意义，将“亲情

之小孝”转变为“社会之大孝”，让

渐行渐远的慈孝文化回归社会。

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张本楠教

授通过接触西方教育人士，发现对

于孝文化，中国人跟西方人的理解

完全不同。当代中国人孝的观念

在发展过程中，可以考虑吸收西方

人人平等和尊重个人的价值观。

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

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朱小健从儒学

角度阐述了对孝的认识，他称孝

是人与人之间最自然的、最重要

的、最本质的一种关系。孝是一

种感恩的情怀，是一种敬畏的理

智，是一种责任的体现。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陆昕认为，孝不光是对父母，还有

师恩不能忘。如果大家对师恩能

报，那么就能报国家之恩、民族之

恩，扩而大之就有人类之爱。

山西作家董大中认为，养和

孝组成了人生的链条，两代人之

间分担了养和孝两种职责。就上

辈说，先是养人，然后受养于人；就

下 辈 说 ，先 是 孝 人 ，然 后 受 孝 于

人。在新的时代、新的社会环境

下，正确认识孝道、执行孝道，丰富

完善中国人的价值观，这是现在提

倡孝道的意义。

李汉秋认为，介子推身上最突

出的品质：一是功不言禄，一是志

向清明。“我觉得这是介子推这个

形象闪光的地方，他的精神很值得

我们继承和发扬。”长期致力于节

庆文化研究的他提出了“清明三重

奏”的观点。他认为，寒食节在清

明前一二日，上巳节是农历三月

三，也邻近清明，唐以降都融汇入

清 明 节 ，正 好 形 成“ 清 明 三 重

奏”。清明节包括三层文化内涵，

即生命清明、政治清明和生态清

明。其中，生命清明是清明节最

重大的意义和内涵。“清明节的情

感本体和它最原本的意思是纪念

已逝的先人，当我们站在已故先

人的墓前，他们的一生就浮现在

我们的面前，使我们不由得思考

生命的意义。生命从哪里来，到

哪 里 去，这 是 一 个 永 恒 的 疑 问。

那么清明节的文化意义就在于提

升生命的品质和价值。”

“活在我们自己的节日里”

介休作为我国寒食民俗文化

的重要留存地，2008年被中国民间

文艺家协会授予“中国寒食清明文

化之乡”称号。当地民间历来就有

祭扫、蹴鞠、放风筝、插柳等民俗活

动，山西各界也一直致力于清明、

寒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现今各种

传统习俗保留都较完备。

自 2008 年以来，中国介休清

明（寒食）文化节已举办 4 届，广受

瞩目，渐成品牌。介休市市长王

怀民表示，以“我们的节日”为主

题的清明寒食文化节，旨在传承

介子推忠烈爱国、孝老敬亲、功不

言禄的美德，成为传承历史、倡导

文明、荟萃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

精神的重要载体，同时成为充满

乐趣、情趣、雅趣，吸引更多民众

参与的公共文化活动。

“这几天，我真正感觉到是活

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中，活在我们

自己的节日里。”首次参加介休清

明（寒食）文化节的中国艺术研究

院 研 究 员、作 家 摩 罗 颇 有 感 慨。

他认为，文化复兴必须以本土文

化资源为基础，由于各种原因，西

方文化大行其道，所以必须大力

推广民族文化。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曲润海表示，在汹涌澎湃的现代

化大潮中，重视抢救和保护传统

文化，尤其是重要的文化遗产，已

成 为 一 项 非 常 紧 迫 和 重 要 的 任

务。介子推一个人的命运发祥了

一个节、一个县、一座山、一方民

俗，寒食节比端午节的发生还要早

358 年。介休是寒食节的发祥地，

弘扬寒食节文化，我们责无旁贷。

“目前国内很多人尤其是青

少年，对介子推的故事并不了解，

这是我们宣传不够造成的。如何

扩大介子推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是值得我们思考和努力的。”介休

市宣传部部长李成海透露，未来

介休将以拍摄电视剧、动漫等形

式推广寒食清明文化。

在第五届中国介休清明（寒食）文化节上，参与活动的专家学者提出——

文化复兴须以本土资源为基础
本报记者 续鸿明

山西大部分地区目前仍保留着寒食节传统民俗，其中独特的寒食

面塑文化很有代表性。 本报记者 续鸿明 摄

近日，台湾古琴学会主办的“琴为何物——古琴文化生活展”在台北琴道馆开幕，展出古琴历史、琴人

书房、琴室生活空间以及古琴制作过程等，吸引众多观众参观。图为一名琴师在古琴文化生活展上弹奏

古琴。 新华社发（吴景腾 摄）

“耶嘿，我久不唱歌，耶，忘了

歌，那我久不撑船，哪贤友儿，忘

了河，秀才提笔忘了字，燕儿含泥

忘了窝……”到达四川省南江县

乐坝镇，远远就能听到从半山腰

的 白 云 庵 里 传 来 高 亢 绵 远 的 歌

声，待笔者一行赶到那里时，便看

到一群人正在忘情地高歌。在他

们中间有一位面色红润、声如洪

钟的老人，他便是国家级非遗项

目——巴山背二歌的省级代表性

传承人袁吉芳。他不仅嗓音好，

对山歌更是如痴如醉，人送他外

号“歌疯子”。

山歌是一种具有浓郁地域特

色的歌曲形式，山里人擅用唱歌

的方式来排解劳累、抒发感情，以

点缀寂寞的日子。大巴山区在未

通公路之前，人们的各种生活用

品全靠人力背夫运进运出，山里

人将从事背运的人叫背二哥。每

一个背二哥从他背起背兜那一刻

起，生活的重担便伴随他一生，有

一首歌是这样唱的：路回头，水倒

流，山里背兜装苦愁；家中无，留

背兜，背着背兜翻山头过溪流，不

知何时到尽头。这首歌谣唱出了

他们的伤心和无奈，但唱山歌也

能缓解他们的疲劳，在漫长的背

运途中大家更唱迭合，歌声在山

间流转，也颇能动人心魄。据《巴

州志·风俗篇》载：“ 康熙雍正年

间，春田栽秧，选歌郎二人击鼓鸣

钲于陇上，曼声而歌，更唱迭今，

丽丽可听，使耕者忘其疲，以齐功

力。”这里的山歌与其他地方的山

歌相比，沧桑中带着些豪放粗犷，

十分耐人寻味。

听说有客来访，袁吉芳十分

高兴，便先放下自己的教唱工作，

为我们唱上了一曲迎客的山歌：

早晨喜鹊喳喳叫，就知家有贵人

到。客不嫌我路程远呃，我求友

情比天高。欢快的歌声、热情的

笑脸，顿时让大家有了宾至如归

的感觉，一路的疲惫也随之烟消

云散。

在下山的路上，袁吉芳为我

们讲述了他的故事。他说自己从

小就生活在大巴山偏远的农村，

由于家里穷，从小就靠背运货物

为生。袁 吉 芳 的 父 亲 也 是 背 二

哥出身，他从小就跟父亲上山下

坡，“父亲会唱上千首巴山民歌，

但 我 学 到 手 的 只 有 几 百 首。”当

背 二 哥 的 日 子 让 袁 吉 芳 至 今 难

忘，虽 然 苦 但 也 有 许 多 快 乐，比

如唱山歌的时候。“你想想，淌着

汗背着货，在陡峭的羊肠山道上

艰难前行，累了，将背篓一放，吼

上一曲山歌，就是背着 200 斤的

货多跑 10 里山路也不累了。”就

这样，袁吉芳就养成了天天山歌

不离口的爱好，如今虽然早不当

背二哥了，但山歌一天不唱他心

里就憋得慌。

袁吉芳说，巴山背二歌的唱

词非常丰富，也很美。比如说：下

蛋鸡母脸儿红，娼妇婆娘大不同，

走路好似风摆柳，一对眼睛像灯

笼。还有一首：清早起来去爬坡，

露水荞儿笑呵呵，我问荞儿笑啥

子，就笑昨晚你两个……“这些词

虽非常直白，但这就是我们巴人

的性格，唱的也是我们巴人的心

声。”谈及别人称他为“疯子”的

事，袁吉芳呵呵一笑说，“其实只

要心里高兴，随他们咋喊都行。

疯，恰说明我对山歌爱得执着，就

像对我家那口子一样，一辈子不

离不弃。”

后来年纪大了，袁吉芳从山

上搬迁到镇上，和自己的女儿一

起生活。而真正让他出名是参加

了 2007 年举办的南江县首届民歌

大赛之后的事了，那年他一举荣

获冠军。从此，仅念过两年学的

袁吉芳当起了老师，免费教大家

唱巴山背二歌。由于没有资金支

持，袁吉芳把教学地点安在了半

山腰上的白云庵。刚开始慕名找

他来学歌的人很多，从 20 多岁的

小 伙 子 到 七 八 十 岁 的 老 年 人 都

有。没钱他就自己往里贴、学员

们一起凑，但好景不长，学生逐步

减少，尤其是年轻人来学歌的越

来越少。

专家们认为，巴山背二歌是

巴山人精神文化的一种体现，是

研究巴人历史的依据，是承载巴

山风土人情、生活习俗的载体，但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剧，传统的

背运业由原来的长途背运演变为

今天的短途背运，且从业人数越

来越少，巴山背二歌正逐渐失去

生存和 发 展 的 空 间，濒 临 危 机。

袁 吉 芳 也 认 识 到 了 这 一 点，“ 山

歌 在 我 们 这 里 传 承 了 3000 多 年

都 没 有 衰，说 明 它 有 生 命 力，现

在大家生活条件好了，反而它要

失传，这一点我怎么都想不通。”

为了巴山背二歌的传承，袁吉芳

也有意培养自己的两个外孙，但

每 次 都 是 在 他 的 哄 骗 下 两 个 孩

子才开口唱上几句。“说实在话，

硬是这样哄着他们唱，我自己都

要 流 泪 了 。”袁 吉 芳 哽 咽 地 说 ，

“ 只 要 我 有 一 口 气，我 就 必 须 要

把 它 传 承 下 去。”离 开 时 他 对 我

们说，自己最大的心愿还是能招

收一批热爱山歌的徒弟，免费教

他 们 唱 山 歌 ，直 到 他 们 唱 会 为

止，好让山歌代代相传。

巴 山 有 个“ 歌 疯 子 ”
——记巴山背二歌的代表性传承人袁吉芳

王安全 袁 腑

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后裔，

婚俗文化演变至今已有2000多年

的历史了。陪十姊妹是以往土家

族婚庆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主要是在姑娘出嫁前一天，请9名

未婚女青年围席而坐，唱“祝愿

歌”，土家人称“十姊妹歌”。其形

式温文尔雅，实为土家文化中的

一朵奇葩，遗憾的是现在这种婚

庆形式已不多见。

据介绍，早在清代鄂西土家族

就已有了陪十姊妹的确切记载，规

模大、内容多、形式活、气氛浓是其

主要特点。入夜，摆放着姑娘陪嫁

物品的堂屋里红烛生辉，香烟缭

绕。两张朱红桌子摆在堂屋中间，

桌上一般会放有糖食果饼和瓜子、

板栗、核桃、花生等干果，被邀的9

位土家未婚女子围桌而坐，陪新娘

唱十姊妹歌，听歌看热闹的人则挤

得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歌声

通宵达旦，直到新娘出嫁前一个

时辰才会降下帷幕。

陪十姊妹有一定的程序。先

唱《开台歌》：十姊妹来都请坐，听

我唱个开台歌。一张桌子四只

角，四只角上站喜鹊。喜鹊口里

含白米，天不亮明歌不落。我们

姊妹团团坐，唱起歌儿话离别。

这《开台歌》就像水库的闸门，闸

门一打开，歌浪滚滚而来。随后，

她们会海阔天空，尽情而歌。歌

唱内容十分丰富，有对媒人的揶

揄，有对旧情的抒发，有对亲情的

怀念，有对未来的憧憬。唱词长

短成句，格调清新，有历代相传的，

也有即兴创作的，大都富有诗韵和

乐感。在演唱过程中，姑娘们常以

“十”为题，创作有“十要”“十唱”

“十想”“十爱”“十杯酒”等，把哭唱

的内容不断拓宽和延伸。如《十

劝》的内容为“一劝姐儿要学好，堂

前来人你不要跑，大的是大来小的

小。二劝姐儿要手脚快，等天亮就

起来，三个早工做双鞋……”有时

她们也会触景生情，即兴创作，比

如吃宵夜时，她们就会唱赞厨师

手艺。新娘还要唱《斟酒歌》来答

谢众姐妹，如“点燃红烛灯花开，

九姊九妹陪我来。团圆桌上来结

拜，胜似同娘共母怀。今晚我把酒

来斟，辞别大堂祖三代。女是娘的

罗裙带，长大成人知好歹……”天

亮了，夜以继日的陪十姊妹活动

会在“一张桌子圆又圆，中间圆个

古镂钱，古镂钱上四个字，花好月

圆到百年”的《圆台歌》声中降下

帷幕。

本报讯 （驻河北记者李秋

云 通讯员宗凤丽）近日，中国定

兴首届非遗文化旅游节在河北省

定兴县文化广场举行。此次非遗

文化旅游节由非遗项目展览、代

表性传承人展演、文艺演出等活

动组成。河北定兴县的贤寓调、

九曲黄河灯阵、黄金台传说 3 项省

级非遗项目，以及 10 项市级非遗

项目、7 项县级非遗项目都会在此

次文化旅游节中一一亮相。

定兴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

厚，历史上出过不少的名人名士，

包括战国时的音乐家高渐离、名

士郭隗，元代杂剧作家王实甫，明

代散曲家薛论道等。

两岸名家将在台湾“传艺·献丑”
据新华社消息 （记者张承志

任沁沁）来自河南鹤壁市豫剧团的

演员近日出席了在台北举行的

“2012 传统表演艺术节”新闻发布

会，该团名丑金不换登台献艺。艺

术节期间，他们将在台湾宜兰等地

为台湾观众献上多场豫剧折子戏。

在豫剧《红娘》中扮演张生的

陈安福对记者说，这已经是他第 4

次到台湾，前 3 次主要是为台湾培

训豫剧演员，这次是应邀在“2012

传统表演艺术节”上表演豫剧节

目，他为能在岛内弘扬传统艺术

出一份力而感到高兴。

台湾国光剧团团长陈兆虎担

任艺术节筹备处的代理主任。据

陈兆虎介绍，由台湾文化主管部

门组织的此次传统表演艺术节将

以“传艺·献丑”为主题，邀集海峡

两岸戏曲界多位“丑角”名家，在

台北、宜兰、桃园、新竹、台中、高

雄等地，轮番上演经典戏曲“ 丑

角”喜剧，让民众体验“无丑不成

戏”的滑稽魅力。

台湾文化主管部门负责人龙

应台说，“小丑”是东西方戏剧不可

或缺的关键因素。此次齐聚两岸

豫剧、高甲戏、歌仔戏、客家戏之丑

角大师，相信更能见识到两岸“雅

俗同欢、愚智共赏”的不同风华。

陈兆虎说，在艺术节期间，参与

演出的名家包括大陆豫剧界名丑

金不换、大陆高甲戏名丑纪亚福、

台湾歌仔戏第一丑角陈胜在等。

于 4 月 5 日至 5 月 5 日在台湾

多地展开的“2012 传统表演艺术

节”今年已经是第 4 届，参与此次

艺术节的有两岸 10 个剧种、15 个

表演团队，它们将举办 45 场演出

和讲座。

晋剧名家谢涛首次收徒
本报讯 （记者翟群）近日，

晋剧表演 艺 术 家 谢 涛 收 徒 传 艺

拜师仪式在山西省太原市举办，

这也是谢涛第一次收徒。拜师

仪式上，谢涛示范演唱了《范进

中举》，弟子李国萍和贺燕茹汇报

演出《傅山进京》、《杀驿》片段。

谢涛出生于梨园之家，是新

时期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晋剧表演

艺术家，曾获文华奖、梅花奖、白

玉兰奖等奖项。近年来，她担纲

主演了《丁果仙》、《范进中举》、

《烂柯山下》等一批新创和新改编

的剧目，成功塑造了丁果仙、范

进、傅山等一系列人物。谢涛师

承马派，是著名晋剧表演艺术家

李月仙的弟子。谢涛在继承马派

风格后，根据自己的声腔再继承

丁派的艺术风格，兼收并蓄，形成

了自己的声腔特色和表演风格。

她认为，口传心授是戏曲表演艺

术传承中最重要的手段，有效的传

承才能使晋剧得到弘扬和发展，使

晋剧生生不息。此次谢涛收的两

位弟子都来自太原市晋剧艺术研

究院，李国萍曾获山西省青年演员

大奖赛一等奖，贺燕茹曾获太原

市艺术新秀比赛一等奖。

河北定兴举办首届非遗文化旅游节

土家奇异婚俗——陪十姊妹
葛晓泉

本报讯 （驻浙江记者骆蔓

通讯员蒋炜宁）继 5 年前明贝堂中

医药博物馆开馆之后，明贝堂国

医馆于近日开诊。

明贝堂中医药博物馆是明贝

中药业有限公司于 5 年前创办的，

馆藏珍品包括中医药名中医像、

文物档案、古药方、医画、珍贵稀

有的中药珍品、古老的中药器具、

古今中医中药名著刻本等，都是传

承、研究、振兴中医中药的重要历

史实物。为进一步弘扬中医药文

化，在明贝堂中医药博物馆的基础

上，他们又创办了明贝堂国医馆。

明贝堂国医馆开诊也得到了

宁波社会各界的重视，它是一家

以中医药治疗为核心的非营利性

医疗机构，已延请中医名家王晖、

洪善贻、叶海、陈学达、王明如和

沈力等坐诊。

袁吉芳（左）在指导大家唱山歌

宁波明贝堂国医馆近日开诊
风 俗

姐妹们围席而坐唱“十姊妹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