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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性保护、活态传承是部

分非遗项目解决其传承、保护与

市场开发困境的重要途径。4 月

29 日至 5 月 2 日，在浙江省义乌

市举办的第四届中国（浙江）非

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以下简称

“博览会”），似乎能提供一些参

考。由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浙江省文化厅等共同主

办的这一活动已经是连续第二

年出现在义乌文博会。

“博览会以‘走进生活’为主

题，是为了说明非遗不是虚无缥

缈 的 ，而 是 在 我 们 每 个 人 身 边

存在。”浙江省文化厅副厅长陈

瑶认为，非遗只有融入生活，才

能 与 时 代 同 行 。 因 此 ，零 距 离

感受非遗的丰富内涵和独特魅

力以让人们更积极主动地去保

护 、传承非遗，是这届博览会的

重要追求。

于 是 ，本 届 博 览 会 设 置 了

“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曲艺）

展 演 ”板 块 。 展 演 舞 台 的 楹 联

“檀板弦歌丝竹管箫颂盛世，说

学弹唱承前启后传国风”虽不很

对 仗 ，却 清 晰 地 体 现 了 活 动 特

点。在由曲艺类（弹词、鼓曲、走

唱）三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进

行为期 3 天的精彩演出中，台下

的座位总是满的，还有许多人站

着欣赏。

来自浙江省余姚县小曹娥

镇的王桂凤老人已年近八十，这

是她连续第 4 年参加博览会。作

为“余姚土布”的国家级代表性

传承人，王桂凤娴熟地操作着当

地仅存的一台织布机。她的展

台总是围满了好奇的人们，快门

声不时响起。“现在村里就我和

我母亲一起织布。不过没什么

经济效益，主要是展示给孩子们

看，让他们知道以前布是这么来

的。”王桂凤的女儿说，“政府每

年会给我们发五六千元并给政

策上的扶持，许多展会也会邀请

我们免费参加。”

王桂凤女儿说的和陈瑶的

观点不谋而合：“ 我们就是要给

这些濒危、缺乏传承人、市场认

同度较小的非遗项目提供更多

的 展 演 展 示 平 台 ，让 它 们 充 分

展现自己的魅力。通过这种方

式，让更多人能产生兴趣，进而

群 策群力，保护好、传承好这些

项目。”

也许是受义乌文博会“文化

集市”的影响，不仅在展演展示

方面，博览会在推进交易方面的

努力也非常突出。

和第三届博览会类似，展馆

设置了一条近百米的非遗生活

长廊，集聚了来自 20 个省区市的

近 100 个贴近生活的非遗项目。

活态的现场演示，可以让观众看

到、听到、触到、吃到“非物质文

化遗产”。比如，“丹溪红曲酒”

展台由手工艺人现场展示酿制

技艺，并通过民俗表演告诉观众

“丹溪红曲酒”在义乌当地新娘

出嫁、回娘家等时节的重要文化

内 涵 。 据 了 解 ，打 着 文 化 牌 的

“丹溪红曲酒”在当地已经产业

化 ，并 日 益 带 动 义 乌 这 个 骆 宾

王、宗泽等名人的故乡挖掘更多

的文化内涵。

较于第三届，本届博览会在

交易方面的努力更明显。其通

过活态演示的方式将交易需求

巧妙融合在内，推动 订 单 化 交

易 。 如“ 名 茶 活 态 演 示”“ 石 雕

活 态 演 示”“ 青 瓷 活 态 演 示”三

大 展 演 区 ，集 中 展 出 了 龙 泉 青

瓷等 400 余件青瓷佳作，青田石

雕、昌化鸡血石雕等近 300 件石

雕产品，以及龙井、碧螺春等众

多名茶。

陈瑶介绍，浙江省文化厅近

年来举办的“非遗薪传”活动每

年都在手工技艺、民间美术等重

点非遗项目中开展成果展示和

评选活动，具有很强的延续性。

浙江正争取通过 5 年的努力，形

成重点非遗项目“百位名师、千

名高徒、万件精品”的可喜局面。

“我们希望这些宝贵的非遗

项目能传承下去，因此积极搭建

展 演 展 示 平 台 ，也 搭 建 交 易 平

台。力图通过活态传承，让更多

的人们对非遗的魅力感受得更

清晰；通过推进交易，也能让这

些非遗项目得到更好的传承和

保护。”陈瑶说。

“没想到我们足不出户就原生态了

一把。”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一名学生

说。4 月 20 日，一支由贵州省黎平县年

轻人组成的侗族大歌农民歌队走进中国

青年政治学院，为该校师生献上了 20 多

首婉转动听的侗歌。

侗族大歌是贵州黎平、从江、榕江等

我国侗族聚居区流传的一种多声部、无

指挥、无伴奏，自然和声的民间合唱形

式，以大自然、爱情和劳动等为歌唱内

容。1986 年，侗族大歌在法国巴黎金秋

艺术节技惊四座，被认为是“清泉般闪

光 的 音 乐 ，掠 过 古 梦 边 缘 的 旋 律 ”。

2006 年，侗族大歌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9 年，侗

族大歌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名录》。

今年 3 月初，这支歌队在“ 愚公移

山”“麻雀瓦舍”等京城知名音乐酒吧举

行了 5 场“侗族大歌演唱会”。一方面是

为了缓解生活压力，一方面是表达对侗

族大歌的喜爱，这群年轻人以这种方式

试图破解“生存与打拼”的两难。

“把侗族大歌唱下去”

27 岁的吴金燕，是这支侗族大歌农

民歌队的领队。2004 年，她和歌队的吴

艳琼第一次来到北京，参加那一年的央

视青年歌手大奖赛。她们获得了铜奖。

之后，吴金燕回到家乡继续过着简朴的

山乡生活，一如往常。

吴金燕会唱的侗歌有四五十首，这

在当地年轻人中颇为少见。“我们寨子有

300 来户人家，像我们这个年龄会唱侗

歌的不到 10 个吧！年轻人都外出打工

了，在家的很少，喜欢侗歌的也不多。”吴

金燕抿了一下嘴说：“我们家只有我和我

妈妈会唱，我弟弟妹妹都不会，他们对侗

歌也没有兴趣。”

2009 年，吴金燕和吴艳琼再次来到

北京。这一次她们不是来参加演出，而

是在一个小餐馆里当服务员。每天干活

超过 10 个小时，月薪不足 1500 元。半年

后，餐馆倒闭，吴金燕不得不回到了家

乡。吴金燕一直希望在北京找到一份稳

定的工作，安顿下来，“想把侗族大歌唱

下去，让更多的人听到”。

这一次的北京之行，吴金燕认识了

同为侗族人的“幸福大街”乐队主唱吴虹

飞。吴虹飞给了她们极大的支持。2011

年，当得知吴金燕想组建歌队到北京演

出时，吴虹飞毫不犹豫地决定帮助同乡

姐妹寻找演出机会。“如果歌队在城市里

存活不下来，大不了自己出路费把她们

送回家。”吴虹飞说。

于是，2012 年，吴金燕约上在家乡

唱侗歌时结识的伙伴，千里迢迢来到北

京，开始了“以歌养身”的生活。

26 岁的欧化情就是这样第一次来

到北京。3 月份在酒吧演出的报酬大大

超出了预期。“没想到会挣那么多钱，一

个月的收入和我在家一年的收入差不

多！”舞台上的欧化情耀眼夺目，台下的

她却少言寡语。在 3 月的最后一场演

出，当又一次被观众问到“还会回来跟

大家一起唱歌吗”，欧化情一反平时的

沉默，微笑着说：“我是想回来的！”

刚满 18 岁的吴成兰是歌队里年龄

最小的。她年幼时，便展现出唱歌天

赋。除了奶奶教她一些童谣外，更多的

是听别人唱，慢慢地自己也会唱了，5 岁

时 就 能 哼 唱 一 首 挺 复 杂 的 侗 族 大 歌

了。初中毕业后吴成兰考上当地的艺

校，但 1100 元的学费让她只上了半个

学期就退学了。吴成兰希望能在北京

找到一份工作，并且经常演出，这样就

可以帮家人减轻负担。记者问她在北

京赚到钱后，想不想回学校读书，她大

声说：“当然想啦！”

歌队演出悄然起步

在北京演出，“以歌养身”并非如吴

虹飞和歌队所想的那样简单。“小剧场演

出对歌队来说是最好的。我们也去剧场

演出过，也在和一些剧院谈合作。因为

不认识更多的北京小剧场经营者，我只

能凭自己这几年做原创音乐演出的经验

来帮歌队找机会。”吴虹飞无奈地说。

“ 到 酒 吧 演 出 不 需 要 事 先 缴 纳 费

用，并且这些原创音乐酒吧的经营者大

都是我结识多年的朋友。”最终，在吴虹

飞的安排下，歌队得到了在酒吧的演出

机会，解决了到北京后首先面临的生活

和住宿问题。

由于歌队成员的收入只能靠酒吧

门票分成，考虑到目前演出还没有规

律，为了让她们在北京能有相对稳定的

生活，吴虹飞两个月来四处托人，为他

们在咖啡馆、酒吧等地找到工作，让他

们一边打工一边唱歌。“我希望慢慢改

善他们的生活，让他们坚守侗族大歌，坚

守自己的梦想。”

正值农忙季节，吴虹飞便送其中一

部分人回家插秧，尽量不改变她们“原生

态”的生活。至于未来，她认为只能顺其

自然。“我试图寻求资金的介入，但因为

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毫无头绪，歌队前途

未卜。这也是我给他们找工作的原因。”

吴虹飞表示，若一切顺利的话，计划今年

七八月份带着歌队到全国巡演。

对于侗族 大 歌 在 酒 吧 演 出 ，究 竟

是在传承非遗，还是为了谋生这一问

题，吴虹飞回答说：“在我看来，生存和

传承同样重要。希望她们能够快乐地

唱歌，获得远比在家乡务农更高的收

益，同时相互学习、揣摩技艺，把民族

音乐传承下去。”

“关键是要有人知道”

“这首《单身罗汉》相当于侗语版的

《单身情歌》，送给大家！”中国青年政治

学院的演出现场，歌队成员吴良峰的介

绍引来一片笑声。“之前完全没有听过，

感觉挺新鲜，但我主要冲着它是非物质

文化遗产才来看的。”大三学生小唐说。

据她讲，获知这类演出信息的渠道基本

是通过校方发布，而对于自己喜爱的流

行歌星的演唱会信息会主动去关注，有

时不惜花一两百元买票。当被问及是否

会去酒吧或剧场看类似的原生态音乐演

出时，小唐表示不会去酒吧，剧场的演出

如果值得就会去看。

哪里更适合侗族大歌这样的原生态

音乐演出？

“愚公移山”酒吧的老板吕志强认

为：“找到愿意听、喜欢它们的人就可以

了，没有适合不适合之说。”3月，侗族大歌

歌队在这里演出，效果很好。

北京某剧院负责品牌宣传工作的陈

女士则认为，在酒吧演出只能解决一时

的问题，而且酒吧的环境可能会令一些

观众望而却步。“是否能有相关部门针对

这样的群体打造一个正规的小剧场？”

带着家人、同事来酒吧看侗族大歌

演唱会的张女士说：“其实，在哪里演出

不重要，关键是要有人知道他们。”她认

为，到剧场演出对歌手们来说很多方面

都有利，但年轻人不一定能留意到，在酒

吧演出似乎能收到相反的效果。

创建了 6 年的“江湖酒吧”的演出定

位是原创音乐、民谣及民族音乐。酒吧

经营者张锦灿表示：“原生态音乐其实一

直有人在做，但只是近年来才出现在大

众面前。人都有怀旧思古心理，所以这

些老祖宗的艺术，以后会被更广泛接受，

不必局限于传统的演出市场。”因为歌队

与酒吧的音乐定位和整体风格十分相

符，张锦灿表示愿意与歌队再次合作。

他也建议，歌队在演唱的内容、方式上要

有调整和变化。

紫色脸膛、中等身材的“泰山

皮影”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范正

安总是一副乐呵呵的样子，但作

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泰山

皮影”目前的唯一传人，为了能把

皮影艺术传演下去，他经历了许

多的酸甜苦辣。4 月 26 日，记者

来到山东省泰安市范正安经营的

皮影茶馆“弄影轩”，在他营造的

光影世界里回溯他的传承之路。

一个人演活一场戏

“来者何人？俺乃泰山石敢

当！胆大的妖狼，竟敢在泰山上

拦路吃人，俺岂能容你！”一阵锣

鼓齐鸣后，害人无数的“恶狼妖”

死在了“石敢当”的红缨枪下。在

古色古香的弄影轩里，品一杯泰

山女儿茶，看一出泰山皮影《泰山

石敢当》，是很多来泰安的游客领

略泰山文化的不二选择。

而影幕后面，范正安挥舞着

皮影道具，左脚踩鼓，右脚敲锣，

口中念唱，双手并用挥舞皮影，古

老的皮影活灵活现地呈现在幕布

前。脑子里想着词儿、口里边唱

着曲儿、手里边舞着人儿、脚下踩

着锤儿……一般由六七人才能完

成的表演集中由一人完成是泰安

皮影戏的特色，表演者五官、四

肢、大脑一刻都不得闲，于是泰山

皮影又称“十不闲”。

据范正安介绍，皮影距今已

有 2000 多年的历史，中国虽然有

不少地方盛行皮影，如唐山皮影、

山东皮影、陕西皮影等，但泰山皮

影独具一格。“泰山皮影是山东皮

影的重要嫡脉，它的曲风主要是

山东大鼓，人物的语言和性格也

有鲜明的山东特色。”范正安说，

皮影有句行话叫“七紧八松九消

停”，意思是 7 个人表演皮影戏有

些紧张，8 个人正好，9 个人表演

的话就会有一个人闲着没事做

了。泰山皮影区别于其他皮影流

派的地方在于唱词、舞影、伴奏皆

由一人完成，这对表演者的要求

之高可想而知，故此，“十不闲”是

皮影界难度最大、掌握人数最少

的技艺。据了解，目前这项皮影

绝技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只有范正

安一人完整地继承和保留下来。

每每表演到高潮，满头大汗

的范正安就会举着皮影从幕后来

到台前，选一名观众进行现场教

学，一起演完剩下的一小段。“我

想让观众亲自体验一下，拉近皮

影与观众的距离。”范正安说，传

播与传承皮影戏的意识已经渗透

到了他的骨子里。

老祖宗留下的东西
不能叫它没了

据说，“十不闲”始于唐宋时

期，最初是皇帝封山祭祀时的一

种仪式。一次在泰山封山祭祀

后，皇帝身边的一位艺人将这一

艺术留在了泰安，随后就逐渐在

泰安一带流传开来。范正安是

泰山皮影有据可查的第六代传

人。8 岁那年，范正安拜泰山皮

影大师刘玉峰为师，从艺至今已

近 60 年。

“当年，我师父一共收了 8 个

徒弟，到现在还从事这个工作的

就只有我了。”范正安说，很多人

问自己，快 70 岁的人了还整天这

么演，不累吗？“我想的其实只有

两个字，那就是责任。老祖宗留

下来的东西传到我这一代，不能

叫它没了。”范正安的话很朴实。

师傅临终前的交代、各级领导的

殷切叮嘱，让范正安觉得，必须把

“十不闲”的绝技传承下去。

范正安小时候从老艺人堆里

成长起来，看见什么都想学，但现

在想找个愿意学皮影的年轻人太

难了。“学习皮影戏，必须全身心

投入，诸如学习唱念的功夫、表演

的手上技巧、画图刻皮的用刀技

法等，哪一项都得认真学。学习

皮影戏很苦。”

要有展示平台，才会有人愿

意学皮影，才能带出好徒弟。抱

着这样的想法，几年前，范正安

劝服家人，翻箱倒柜凑出 40 多万

元，举全家之力建起了弄影轩。

目前，范正安有 36 名员工。员工

们在他的指导下苦练泰山皮影

的基本技能，已经基本都能登台

表演。

现在，范正安只要有空，都会

登台演出。尤其每周五晚的市民

专场和每周都有的学生免费专

场，他肯定要来。今年，在泰安市

有关部门的协调下，泰安市 7 万

名小学生都可以免费到范正安的

剧场看戏。“孩子们喜欢看，我也

喜欢给他们演。他们代表着未

来。”为了贴近孩子的兴趣，范正

安还把喜羊羊和灰太狼的故事搬

到了皮影舞台。

这些年，范正安除了教学、演

出外，还在着手整理多达 100 余

出的古今皮影戏本。“过去皮影演

出都没戏本，全都是口头传，我要

是再不整理下来，一些老戏就失

传了。”范正安说。

一步步扎实地开拓市场

据统计，我国公布的第三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

承 人 中 ，80 岁 以 上 的 占 到 1/3。

很多民间艺术都面临传承乏人的

严峻形式。虽然现在演起“十不

闲”来，已经有点“喘不匀气儿”，

但范正安的想法一点不落伍。他

说不能只等着政府来扶持，趁着

自己还能干，得想办法开拓泰山

皮影的市场。

范正安经营弄影轩，用他的

话讲是“场子不大，包袱不轻”。

让一位年近七十 的 老 人 经 营 一

个剧场，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

“第一年亏，第二年没赔，今年算

是开始盈利了。”范正安说，能赚

钱，自己和儿子范维国的市场意

识很重要。“从建剧场，我就瞄准

旅游了。”

通过弄影轩这一演艺平台，

范正安一家人定期向本地市民和

游客表演，把演出和旅游结合起

来。泰安方特欢乐世界、泰山封

禅大典、东平水浒影视拍摄基地

等大型旅游项目在引来大量客源

的同时，也给弄影轩带来一定的

经济效益。目前，泰安诚之旅旅

行社每年会带来 5000 多人的团

队游客看表演。

衍生品开发也在进行。包含

泰山皮影元素的服装类、镜框类、

挂饰类和实物类四大类 60 多个

品种的商品挂满了弄影轩的展售

区。范维国说：“我们现在还在进

行皮影工艺品的开发，可以根据

游客形象定做影人。”

在范维国的规划中，弄影轩

只是泰山皮影挺进市场的一小

步。范维国说，他还拍摄了泰山

皮影的微电影，想通过新媒体传

播这一门古老艺术。

活
态
保
护

活
态
保
护
，，才
能
更
好
传
承

才
能
更
好
传
承

本
报
记
者

简

彪

在光与影里坚守
本报记者 王立元

侗族大歌：在哪唱更适合
本报实习记者 李 颖

第四届中国（浙江）非遗博览会上的丹溪红曲酒展台。 梁 祎 摄

侗族大歌农民歌队在北京“江湖酒吧”演出场景。 本报记者 陈 曦 摄

范正安教游客学习泰山皮影技巧。 （弄影轩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