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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成为河北正定的金字招牌
本报讯 作为正定民间艺术

的代表，常山战鼓等一系列河北

正定的非遗项目如今已经成为该

县的金字招牌。

随着常山战鼓、正定高照等

项目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正定县以“保护、创新、融合、

发展”为主题，抓紧对这些民俗文

化资源进行整理和宣传，并为这些

非遗项目走出去创造机会。在政

府的支持下，一些传承人对发展前

景也充满了信心。省级非遗项目

龙狮道具制作的第六代传承人马

小增说，他 1987 年随岳父走上龙

狮道具制作这条路，通过潜心研

究，他们在继承传统工艺的基础

上，制定了更为规范的制作工艺，

以增加产品的观赏性、耐用性。

在市场开拓方面，政府也积极给

他们牵线搭桥，现在他们制作的

龙狮已远销国外，成为国内北狮

制作响当当的招牌。 （冀 文）

柳林盘子会又称“天官会会”

“小子会会”，是流行于山西省柳林

县县城及城郊穆村一带的民俗文

化活动，活动时间为农历正月十三

至二十六。活动期间，各街巷分段

轮值，张灯结彩、高搭彩盘，或配以

秧歌、弹唱，或佐以转九曲、斗活

龙，十里乡亲共庆节日，祈求来年

风调雨顺。2008年，该项目入选第

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柳林盘子会是一个有着悠久

历史的晋西年俗文化品牌。“盘子”

是柳林盘子会的核心和主要载体，

它是过去当地人对“祭盘”的俗

称。盘子会起源于古代搭棚祭神活

动，至明代时，柳林当地商品经济发

展迅速，原始的神棚已不能适应民

间宗教信仰活动的需要，于是开始

有匠人模仿唐代之“祭盘”，将民间

庙宇与神像按比例缩小，精雕细刻、

油漆彩绘、活铆活鞘，易装易拆易保

存。盘子的建造材料多采用质地细

密而又硬实的上等木料制作而成，

不仅总体结构合理，而且装饰工艺

古香古色、精美绝伦。这种浓缩的

庙宇比用砖木修建的庙宇造价低，

一般高约3到4米，有四角或六角，

或单层或双层，内分几个神龛，以

供奉天官、财神、观音等神像。盘

子的绘画主要分布在内装板上，主

要以各种历史故事、神话传说为

主，如四大金刚、十八罗汉、麒麟送

子、观音菩萨、二十四孝图等。因

此，它实际上是一座不分佛道的浓

缩性寺庙，一座盘子就成为一处民

间祭祀场所，举办活动时场地可大

可小，很受民众欢迎。到明末清

初，在柳林地区便形成了具有一定

规模的盘子会。

盘子会由民间社区组织，以每

座盘子为核心，由一名“主人家”

（社首）负责筹集钱资、搭盘、出盘、

祭祀、娱神、卸盘等活动。节日期

间，每当夜幕降临，当地百姓会在

盘子边搭起煤塔并点燃，祭拜后围

着火堆扭秧歌，人数可多达四五

万，场面非常壮观。专家认为，盘子

会是当地民间文化活动的百科全

书，以盘子为核心和载体，不仅保

留和传承了众多民间艺术和技艺，

而且通过祭盘的相关活动，能够化

解纠纷，增强民众团结与互助。

由于盘子会属于里巷乡村的

民俗活动，不能登大雅之堂，故正

史均不见记录，就是地方志也从未

有过记录。后来，盘子开始见之于

书籍报刊中，据《柳林民俗》载：“沿

川一带，元宵节崇尚搭盘子，梁栋、

椽柱、斗拱屋顶、飞檐、挑角、铜铃、

铁马、玻璃、纱窗等雕工精细，油漆

彩画……男女虔诚礼拜，求神许

愿，送灯送香，以企求天官保佑全

年通顺，消灾除邪，赐送子男。人

流蜂涌，昼夜不绝。”

和其他事物一样，盘子会也

有它的发生、发展、衰落、复兴的过

程。明末清初时期，是其萌芽发展

的时期，也是由“搭神棚”向木结构

盘子过渡的时期，当时的盘子结构

简单、造型粗糙。清中后期至民国

期间，盘子的雕工变得十分精细，

画技也日益高超。20 世纪 50 年

代至70年代，是盘子会的衰落期，

盘子被作为“四旧”几乎全部被焚

毁。从 80 年代开始，盘子会又逐

渐恢复起来。如今，每到元宵节

前后，柳林地区大街小巷都是盘

子的世界、灯的海洋。

“山歌勿唱忘记多，搜搜索索

还有十万八千九淘箩，吭嗨吭嗨，

扛到吴江东门格座垂虹桥浪去唱，

压坍仔格桥墩塞满东太湖……”近

日，在江苏省吴江市芦墟镇文体

站，吴歌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杨文英在笔者的恳求下唱起了长

篇叙事山歌《五姑娘》的歌头。当

天，杨文英患重感冒未愈，嗓音沙

哑，但她一开口哼唱，一股淳朴、自

然、清新的田野之风便扑面而来。

山野之歌，清而不靡

提到芦墟山歌，一些人往往

会发出这样的疑问：芦墟是一片

水乡泽国，不见一点儿山的影踪，

为何称为山歌？现在人们普遍认

同的一种解释是，芦墟山歌不是

根据地形地貌而命名的，而是取

山野之歌之意。吴歌中的白茆山

歌、河阳山歌，以及其他一些地区

的民歌均可作此解释。芦墟山歌

是吴歌中的一个重要支脉，在吴

江境内传唱的山歌几乎全部源于

芦墟山歌。

芦 墟 山 歌 产 生 于 哪 个 年 代

目 前 并 无 确 切 的 文 字 记 载 ，今

天 所 能 见 到 的 最 早 的 文 字 记 载

是 清 乾 隆 年 间 的《吴 江 县 志》，

其《声歌》篇这样描述：“ 宋以后

声 音 之 学 尽 失 其 传 ，而 民 俗 歌

谣 庙 堂 亦 不 采 以 入 乐 。 今 民 间

所作之歌谓之山歌，而吴江之山

歌，其 辞 语 音 节 尤 为 独 擅，其 唱

法 则 高揭，其音以悠缓收之，清

而不靡……”这里描述的吴江山

歌也就是今天的芦墟山歌。

吴江的芦墟山歌与常熟白茆

山 歌、张 家 港 河 阳 山 歌 都 是“ 吴

歌”的代表，2006 年，吴歌成功进

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2007 年，杨文英被命名为吴

歌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师从“山歌女王”陆阿妹

杨文英生于 1948 年，上小学

时，学校里有个叫陆阿妹的校工，

闲暇时喜欢哼唱一些山歌小曲，

十分动听。许多学生被她的歌声

吸引，课余时喜欢聚在她的身边，

杨文英就是其中的一个。由于对

山歌十分痴迷，每逢星期天、寒暑

假，杨文英都会来到学校听陆阿

妹唱山歌。久而久之，那些旋律、

歌词就深深地印在了杨文英幼小

的心灵里。

提到芦墟山歌，不得不说一

说陆阿妹和她传唱的《五姑娘》。

陆阿妹肚子里有唱不完的山歌，

那 都 是 她 父 亲 传 下 来 的。《五 姑

娘》等许多传统山歌“多男女燕私

离别之事”，虽有强烈的反封建意

识，但毕竟是描写男女私情的情

歌，解 放 后 依 然 不 能 公 开 演 唱。

但陆阿妹可以即兴编词，用传统

旋律唱新歌，如编唱合作社、互助

组、大炼钢铁等内容的歌曲，有时

也会唱一唱《五姑娘》的歌头。上

世纪 80 年代，吴江文化部门发掘、

整理的长篇叙事山歌《五姑娘》，

就是由陆阿妹演唱的，填补了汉

族无长歌的空白，陆阿妹也因此

被称为“山歌女王”。

杨文英得到专家和社会的认

可源于一次交流演出。1998 年 5

月，杨文英演唱的用传统芦墟山

歌 曲 调 填 词 的《分 湖 边 上 新 事

多》，参 加 了 江 浙 沪 毗 邻 地 区 田

（山）歌演出，赢得好评。曾听过

陆阿妹演唱的专家称赞道：“她的

味道就是陆阿妹的！”从此，杨文

英经常出现在省内外山歌演唱的

舞台上。

“两条腿走路”

作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杨文英说，她深感肩上的担子重

了。1997 年，杨文英从企业退休

后，就进入芦墟镇文体站成为一

名文化志愿者。她积极参与文体

站的送戏下乡活动，策划节目、担

任主持、演唱山歌，深受百姓的欢

迎 。 许 多 村 民 已 成 为“ 追 星 一

族”，山歌手们走到哪里，他们就

跟到哪里。

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特别

是中小学生喜欢芦墟山歌，在山

歌的传承方式上，杨文英采取了

“两条腿走路”的方法：一方面坚

持原生态的保护与传承，把原汁

原味的芦墟山歌传授给学生；另

一方面，保留芦墟山歌的精髓，对

山歌曲调进行适度改进，加入流

行音乐元素，并编排、设计与山歌

相吻合的舞蹈、服装，让山歌更容

易被现代人所接受。

实施“两条腿走路”取得了很

好的效果，保持原生态唱法受到

专家肯定，改编后的新山歌受到

了观众的欢迎。根据芦墟山歌编

排的《村口》、《水乡飞出金凤凰》、

《芦 墟 风 情 歌》等 先 后 获 得 吴 江

市、苏州市的大奖。近年，苏州市

博物馆在每年的端午节期间，都

会邀请杨文英去教唱芦墟山歌。

面对自愿报名而来的普通市民，

杨 文 英 先 将 芦 墟 山 歌 作 简 要 介

绍，尔后示范演唱几段或原汁原

味、或经过改良的山歌，市民们喜

欢哪段，杨文英就教唱哪段。此

项活动不仅受到群众欢迎，而且

为普及芦墟山歌知识，让百姓亲

近传统文化提供了平台。此外，

杨文英还坚持到学校教唱山歌。

1997 年 9 月，芦墟实验小学开办了

少儿山歌班，每周六集中教唱排

练，杨文英是教唱的主要老师之

一。至 2011 年，该校共举办了 5

届校园山歌节，为山歌班的孩子

们提供了展示的舞台。

原来杨文英一直为找不到合

适的接班人而着急，现在她的心

总算比较安定了。一是在山歌班

发现两个小学生唱得有滋有味，

并且对传统山歌十分喜爱，杨文

英有重点培养的打算；二是文体

站有几个年轻人都爱唱山歌，并

且有一定的功底和实践经验。一

有时间，杨文英就会向他们传授，

或交流或切磋，营造出一个较为

浓厚的山歌传承氛围。

“放开喉咙唱山歌，唱一唱分

湖 边 上 新 事 多 ，呜 哎 ……”临 别

时，杨文英又演唱起了新编芦墟

山歌，那歌声带着泥土的芬芳，在

春风中传得很远。

本报讯 近日，江苏省苏州

市第二届青年琴家音乐会在市图

书馆举行，12位青年琴家现场演奏

了《阳关三叠》、《关雎》、《平沙落

雁》、《梅花三弄》等经典曲目，数百

位古琴爱好者现场观摩了演出。

都说古琴艺术曲高和寡，知

音难觅，但在江苏苏州，古琴爱好

者目前已逾2000名。苏州著名琴

家裴金宝说：“这已经是一个很壮观

的队伍了。”青年琴家音乐会始创于

去年，由苏州音乐家协会主办，吴门

琴社及清微雅集承办，是以音乐会

的形式为古琴爱好者提供一个交

流的平台，主办方有意将其固定

下来，并在每年的 4 月举办。

裴金宝说，苏州古琴演奏已

有 3000 年历史，并产生了历史上著

名的吴派。“清朝至解放前后，中国

有影响力的琴家多为苏州人。古琴

之所以不像昆曲一般为人熟知，是

因为琴家好隐，更喜欢在私人场所

演奏。”不过，近年来古琴的认知度

渐高，也培养了一大批爱好者。“现

代生活节奏太快，古琴的缓慢节奏

养生又养心，弹奏者在古曲中不仅

能感悟到古代的传统文化，亦能感

受到古人的生活趣味。” （褚 馨）

每到农历三月二十三，阵阵

乐声就会从天津天后宫传出，熟

悉天津民俗的人都知道，一年一

度的天津皇会开始了。从 1994 年

至今，天津皇会已经恢复举办了

19 年。2008 年，妈祖祭典（天津皇

会）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

“娘娘”不是本地神

最初天津人称皇会为“娘娘

会”，娘娘是天津人对妈祖的亲昵

称呼。乾隆年间，“娘娘会”因其

宏大规模引起皇帝注意并受到嘉

奖，由此改称皇会。天津民俗博

物馆馆长尚洁于 1987 年开始研究

皇会，她说：“天津皇会是为祭祀

海神——天后娘娘诞辰而举行的

大型庆典。伴随天津社会、经济、

文化的发展，皇会逐渐演化成一

种独特的将神祗崇拜、宗教信俗、

问医求子、祈福还愿、会亲访友、

社会交往、城乡商品交换等活动

集于一体的庙会形式。”

天津位于渤海之滨，百姓们

创造一位“海神娘娘”符合我国民

众依生存环境造神的文化传统。

然而天后宫里的娘娘却不是本地

神，而是由福建传入天津的外来

神 。 据 说 这 位 海 神 出 生 在 福 建

莆 田 湄 洲 岛，因 生 前 多 行 善 事，

尤其擅长航运救助，逝世后被当

地 人 尊 奉 为 神 。 宋 元 明 清 历 代

朝廷都对其进行过封赐，其信俗

随 航 运 发 展 被 传 播 到 全 国 乃 至

世 界 沿 海 各 地 。 湄 洲 岛 民 称 这

位 海 神 为“ 娘 妈”。 妈 祖 由 台 湾

信众所创，后被世界各地信众广

泛使用。

盛大精彩颇有皇家气势

根据考证，元代是该信俗在

天 津 得 以 发 展 的 重 要 时 期 。 当

时，为满足大都（北京）的需求，需

要发展海上漕运，天津是漕运的

重要转运地，妈祖信俗遂借助漕

运 由 福 建、江 浙 一 带 传 入 天 津。

为使漕运顺利进行，当时朝廷加

封妈祖为天后，并在天津三岔河

口漕粮转运码头敕建天后宫。于

是，统治者和普通百姓的共同支

持使妈祖信俗在天津扎根。相传

乾隆年间天津皇会最为兴盛，当

时 天 津 的 百 姓 纷 纷 捐 资 兴 办 皇

会，尤其是一些富豪更是不惜重

金为天后娘娘诞辰祝寿，组织兴

办各种花会展演。

旧时天津皇会的会期为 9 天，

从农历三月十五日起至二十三日

天后娘娘诞辰日止，其中十六日、

十八日、二十日、二十二日有花会

展演。花会展演场景宏大精彩，

路线贯穿天津卫的城里城外。现

收藏在国家博物馆的《天津天后

宫行会图》绘于清代，共画有人物

5000 余人、白马 8 匹、圣母銮驾 5

乘，各种执事灯、扇、伞、旗、阁、

塔、亭、乐器共计 4000 余件，可见

盛大壮观的天津皇会确有皇家气

势，远非一般庙会能比。

历史上，皇会并非一年举办

一次，20 世纪仅举办过 5 次皇会。

然而天津人认为，其实广大信众

每年都要给天后娘娘祝寿，只是

较小规模的庙会没有引起外界注

意而已。1936 年，天津举办了民

国历史上的最后一次皇会，此后

停办，直到上世纪 90 年代才得以

恢复。

规模逐年扩大
内容不断丰富

1954 年，天后宫被评定为市

级文物保护单位；“文革”期间，天

后宫神像被毁；1985 年，天后宫全

面复建，天津民俗博物馆也设立

在 此 。 天 后 宫 管 理 委 员 会 主 任

委 员 蔡 长 奎 在 天 津 民 俗 博 物 馆

工作 20 多年，据他介绍，娘娘信

俗在天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即

使在信俗观念被严重打压的“文

革”期间也有一些民众暗地信奉

娘娘。天后宫复建之后，信众马

上 恢 复 为 娘 娘 祝 寿 的 民 俗 活

动。根据百姓需求，天津民俗博

物 馆 的 工 作 人 员 多 次 组 织 专 家

学者探讨娘娘信俗现代存续的合

理性，积极筹备天津皇会的恢复

工作。1994 年，在天津民俗博物

馆和广大信众的共同努力下，纪

念 天 后 诞 辰 的 仪 式 及 皇 会 花 会

展演等民俗活动正式恢复，规模

逐年扩大，内容不断丰富。恢复

天津皇会的同时，民俗博物馆与

各 地 的 文 化 交 流 活 动 也 活 跃 起

来。2011 年，天津天后宫与台湾

北 港 朝 天 宫 首 次 联 合 举 办 庆 祝

妈祖诞辰仪式。

日 前 举 办 的 2012 年 妈 祖 诞

辰 祭 典 仪 式 基 本 沿 袭 了 近

几年的祭拜模式。典礼于上

午 9 时正式开始，整个祭典仪

式分为 3 个阶段：献礼前的准

备活动；献礼仪式；天后出巡

活动。其中献礼仪式是祭典

的中心环节，包括迎神礼、盥

洗礼、上香礼、问讯礼、读祝

礼、进献礼等 9 项内容。献礼

仪式进行一个小时以后，由

宝辇、旌旗等组成的仪仗和

各道花会依序出天后宫进行

天后出巡散福的民俗活动。

据悉，参加 2012 年皇会出巡

和展演的花会有法鼓、飞镲、

高跷、舞狮等共计 12 道花会，

1000 多名民间艺人参加巡游

展演。各道花会争奇斗艳，

纷纷拿出绝技绝活，一路敲

锣打鼓，沿街站满了观看巡游展

演的民众，巡游队伍所到之处总

能听到阵阵欢呼声。

异彩纷呈的天津皇会一方面

折射出经济的繁荣，另一方面也

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它所蕴含

的社会文化意义更为深远。作为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天

津皇会体现着一座城市的历史和

精神风貌；作为人类口头与非物

质遗产代表作“妈祖信俗”的重要

组成部分，天津皇会也成为全球

华人共同的精神文化财富。

歌 声 飘 溢 田 野 风
——记国家级非遗项目吴歌代表性传承人杨文英

姚付祥

天津皇会：壮观气势非一般庙会能比
桂慕梅

近日，重庆市九龙坡区驿都实验学校举行“川剧艺术培育基地”授牌仪式。一年多以来，该校为三至六

年级的近千名学生每周开设一节川剧课，让青少年学生了解、参与、弘扬传统民间艺术。图为学生们在进行

脸谱绘画创作。 新华社发（周 舸 摄）

各 地

印 象

“朝霞侗歌培训基地”在贵州从江挂牌
本报讯 近 日 ，由“ 朝 霞 工

程”扶持创办的全国第一家“朝霞

侗歌培训基地”，在贵州省从江县

小黄村小学挂牌。

“朝霞工程”是中国文联和中

国文学艺术基金会为响应国家

“文化扶贫”的号召而发起的一项

活动，旨在资助和培养具有艺术

天赋的少年儿童。10 多年来，“朝

霞工程”帮助全国几万名具有艺

术天赋的贫困儿童实现了梦想。

小黄村位于贵州从江县城东

北部，是极负盛名的“侗歌窝”。

在小黄村，不论男女老少，人人都

爱唱古老的多声部侗族大歌，村

里现有 52 支不同年龄段的男女歌

队。1989 年，从江县教育部门在

小黄小学开设侗歌课，聘请歌师教

学生侗歌，成为全国最早开设侗歌

课的学校。“朝霞工程”决定与当地

教育部门联手，在小黄村成立培

训 基 地 ，以 培 养 更 多 的 侗 歌 人

才。未来他们还将帮助这些孩子

走出国门，登上世界舞台。在挂

牌仪式上，从江县文联、高增乡人

民政府正式向 10 位老歌师发出了

聘书，这些老歌师们还为学生们

上了开班第一堂课。 （从 文）

兰州西艺秦剧社赶排传统剧目
本报讯 为满足各界群众对

传统秦腔剧目的观看需求，日前，

甘肃省兰州市文化馆从民间演出

组织中选拔一批秦腔骨干，组成

西艺秦剧社，并加班加点地赶排

《双官诰》等 10 多部传统剧目，准

备尽快奉献给城乡观众。

走 进 兰 州 市 文 化 馆 排 练 大

厅，看到的是一派热闹忙碌的景

象。铿锵的锣鼓不时响起，高亢

的唱腔一阵高过一阵，十几位演

员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正在有

条不紊地排练秦腔传统剧目《铡

美案》。文化馆有关负责人说，秦

腔在兰州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

这些演员都是从民间演出组织中

选拔出来的，共有 30 多名，都具有

扎实的演出功底。以后剧社将会

走街串巷地进行演出，让更多的

人爱上秦腔。 （陈 莉）

苏州古琴爱好者已逾两千

杨文英

热闹的天津皇会现场

元宵前后，装饰精美的“ 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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