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本版责编 李 静 非 遗 2012年5月21日 星期一

区域文化：有活力，有潜力
——山东潍水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启示录

鲁 文

陕西剪纸传承人集体“充电”

云南马龙：

一年一度采花山
白付平

采花山，是云南省马龙县苗

族祖辈传下来的盛大节日。据

《马龙县志》记载，采花山在这里

已 有 900 多 年 的 历 史 了 ，并 于

2006年入选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

关于采花山的由来说法各

异。有一种传说是，这里的山洞

里曾住着一个妖精，每逢腊月就

会跑下山来抢夺苗家少女、危害

人畜。为治服妖精，苗家人竖起

花杆、吹响芦笙、拔出长刀，冲上

花山除掉了妖精，救出被抢走的

苗族姐妹。为了纪念这个胜利，

苗族人就把这个时候定为自己的

节日。

虽然每年腊月初五是举办采

花山的时间，但是在办节的前两

个月，龙山各苗家村寨有威望的

长辈和村长们就会身背芦笙、竹

笛或草管等乐器，到其他村寨邀

请宾客了。他们的足迹不仅遍及

周边县市的苗村，甚至远到贵州

威宁等地的苗寨。进了村寨后，

他们会一边吹奏乐器，一边唱起

古老的民歌：“尊敬的客人哟，苗家

举行采花山；我们已宰好了羊杀好

了猪，我们备一杯牛角酒，欢迎你

们的到来！”各路宾客如果接受了

苗家人的歌舞邀请，届时都会前来

参加采花山。一回到村寨，他们

就要号召村民捐钱捐物筹办节

日，但往往不等村长上门，村民就

会拉上猪、牵上羊、带上钱粮，集中

送到村长家，以做采花山之用，因

为苗家人都觉得举办采花山是祖

辈传下来的节日，是苗家人引以为

荣的事，不应计较个人得失。

举办采花山的场地大都是离

村子较近向阳的山坡，在宽阔的

山坡上，村民会砍来松树栽起一

棵棵树桩，又从山上采来野花野

草，扎起一道道绚烂多彩的采花

门，并巧妙地设置拔河场、赛马

场、射弩场、穿针引线场，以及搭

建男歌台和女歌台。

腊月初五这天，来自各地的

苗家人会穿上节日盛装赶赴盛

会，欢聚在一起。从腊月初五至

初八这几天里，他们会开展拔河、

射弩、赛跑、骑马、穿针引线等体

育竞技活动，并评出各类奖项。

白天这里是开展体育竞技活动的

场地，晚上则是歌舞的海洋，苗家

人会在花山上燃起几大堆篝火，

成千上万的苗族群众会围着篝火

跳起舞、唱起歌。他们规定演唱

必须用苗语，并且都是一些古老

的苗歌，如《开创》、《说爱》、《种

麻》、《织布》、《迎亲》等。在他们

三天三夜通宵达旦的歌舞中，青

年男女们还会趁机择偶。男女青

年在初次见面时，往往会通过歌

声表情达意，以探询对方心意。

“远方的客人哟，雀鸟落地是为了

贪食，你远道赶来采花山，到底是

为哪样？”对方听了，也会用歌声

来回答：“漂亮的姑娘哟，你心里

明白却要故意讲，一年一度采花

山，就要来把伴寻访。”爱情就这

样在对歌跳舞中产生了。

办采花山时，苗家人都会热

情接待前来参加活动的客人。漂

亮的苗族姑娘捧上美酒，还会唱

上这样一首歌：“小小牛角酒汪

汪，小妹捧着喜洋洋，笑迎亲人喝

下酒，苗家情意长又长。”热热闹

闹的采花山活动完成后，苗家人

就会摆上祭台，跪拜祖先，祈求祖

先 保 佑 这 里 大 吉 大 利、平 安 无

事。祭拜完祖先，苗家的花山节

才算正式结束。

设立文化生态保护区是延续

中华文脉、守护精神家园的重大

举措，是我国非遗保护工作的一

项 创 新 性 文 化 实 践 。2010 年 11

月，山东潍水文化生态保护实验

区被文化部正式命名为国家级文

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近年来，在

保护和推进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

的过程中，山东针对潍水文化的

鲜明特点，积极探索有效的保护

途径，使区域内的非遗项目在适

宜其生存的环境中得到了保存和

传承，成为活的文化。

潍水文化源远流长

潍水是一个历史地理概念。

潍水又称潍河，是我国历史上一

条古老的河流，流经山东潍坊大

部分地区，潍水区域是齐文化形

成的核心地带和齐文化传承发展

的重要区域。千百年来，这里逐

步 孕 育 形 成 了 以 潍 坊 地 区 为 核

心、以民间文化为特色的区域文

化体系。自明清以来，潍水流域

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民间工艺制

作形成规模，在我国民艺商贸史

上有“南苏州，北潍县”之称。20

世纪中后期，潍坊地区的风筝、年

画、剪纸、泥塑、核雕、嵌银漆器、

仿古铜、布玩具、刺绣、草编、砖雕

等传统工艺都得到广泛传承、快

速发展，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潍水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以

潍坊市行政区域所属的奎文、潍

城、寒亭、坊子 4 区，青州、诸城、寿

光、高密、安丘、昌邑 6 市，昌乐、临

朐 2 县为地缘范围，保护区总面积

为 1.61 万 平 方 公 里 ，海 域 面 积

1400 平方公里，人口 867.9 万，境

内有汉、满、回等众多民族。

对于文 化 生 态 的 保 护 要 因

地制宜，一切从实际出发。正是

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山东在组织

实 施 推 进 文 化 生 态 保 护 区 建 设

的过程中，出台了一系列行之有

效、贴 近 实 际 的 做 法，使 区 域 内

各 项 非 遗 保 护 和 传 承 工 作 得 到

了推进。

建手工业发展链条
以生产性保护促传承

山东潍坊历来手工业发达，

生产性非遗项目众多，史称这里

有“二百只红炉、三千砸铜匠、九

千绣花女、十万织布机”，是我国

北方有名的手工业发达地区。针

对这一文化现象，山东提出了“以

生产促保护、以利用带动传承”的

工作方针，对风筝、年画、剪纸、

核 雕 、泥 塑 等 能 够 产 生 经 济 效

益、通过市场开发能更好存续的

项目采取生产性保护，以此改善

传承人的生活水平，激发非遗传

承的生命力。

风筝制作是潍坊市的一项骨

干文化产业，近年来经过各级政

府的培育和扶持，从事风筝扎制

经营的工厂、作坊更是遍及城乡，

风筝艺人队伍不断扩大，传承有

序。据不完全统计，潍坊市目前

有较大规模的风筝厂 300 多家，从

业人员 1 万多人，年销售风筝 2 亿

只，风筝每年带来的直接销售收

入达到 20 多亿元。对风筝文化的

挖掘打造还产生了连带效益，带

动了当地交通、旅游、餐饮等行业

及城市建设的步伐。

杨家埠木版年画依托丰厚的

文化底蕴，在做好木版年画挖掘、

保护的基础上，精心打造“民俗文

化”品牌，出现了新的繁荣景象。

杨家埠村现有 310 户、1115 口人，

常年从事年画生产的家庭画店就

有 200 多家，有 700 多人常年在画

案前忙碌，年产年画 1500 余万张，

远 销 省 内 外 和 几 十 个 国 家 与 地

区 。 另 外，高 密 剪 纸、聂 家 庄 泥

塑、高密扑灰年画、潍坊核雕、潍

坊嵌银髹漆、潍坊刺绣、潍坊仿古

铜等众多传统手工技艺在实施生

产性保护的过程中也得到了代代

相传，持续发展。

借助节会效应
激发民众的文化认同

通过举办重大节会，促进民

间文化的保护和挖掘，促进文化

生态的建设与优化，是开展文化

生 态 保 护 区 建 设 的 一 个 重 要 支

撑。目前，在潍水文化生态保护

区内共有潍坊国际风筝节、诸城

大舜文化节、高密红高粱文化节、

寒亭民间艺术节、青州花卉节等

节庆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形式新

颖多样，已具有非常广泛的文化

影响力。

潍 坊 是 著 名 的 世 界 风 筝 之

都，是我国北方地区民俗文化的

代表性地区，特别是每年一届的

潍坊国际风筝会，不仅成功打造

了风筝文化这一品牌，而且对潍

坊的文化生态起到了很好的保护

作用。潍坊国际风筝会堪称世界

风筝界的“奥运会”，通过举办风

筝会不但为艺人搭建了交流与沟

通的平台，提升了他们的制作技

艺，而且风筝会期间举办的各项

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也吸引了

许多百姓前来参加，其中一些非

遗展览展示活动更是将全国各地

的非遗项目汇聚在一起，雅俗共

赏、名家云集，让人目不暇接。节

会的丰富内容在提升当地民众的

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的同时，也必

将激发区域文化的活力和潜力。

健全管理保护机制
建设文化生态博物馆

近年来，潍坊积极探索进行

非遗扶持的新模式和新方法，根

据 当 地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生 存 现

状，制定了项目传承单位和传承

人扶持经费补贴办法，为促进非

遗的有效传承和合理利用提供了

一定的物质条件。同时，他们还

积极组织民间艺人参加全国各类

展览、展演活动，通过技艺展示提

高他们的自信，扩大他们的社会

影响力。在 2010 年世博会山东周

以及其他一些大型展会上，潍坊

传统艺人的精湛技艺吸引了大量

的参观者，受到大家的赞赏。

据悉，潍水文化生态保护实

验区目前已有国家级非遗项目 14

项、省级 35 项、市级 164 项。已认

定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5 人、省

级 17 人、市级 89 人，一个完整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四级名录保护体

系已经形成。

同时，潍坊市还加大了非遗

展示传承基地的建设力度，辖区

内各县市区普遍建立了非物质文

化遗产展示厅、重点项目传习所

和 各 类 民 间 工 艺 生 产 作 坊 。 目

前，实验区内已建立了潍坊风筝

博物馆、高密民俗博物馆、杨家埠

民间艺术大观园、青州非物质文

化遗产博物馆、寒亭民间艺术一

条街等较具规模的展示场馆和传

承基地。风筝、年画、泥塑、剪纸、

核雕等传习所的数量不断增加，

这些展示场馆、传习所和传承教

育基地的建立，为传承人教徒授

艺提供了条件，为后续人才建立

了成长平台，使非遗项目的保护

与传承收到了实效。

据新华社消息 （记者陈欣）

数百位贵州艺人近日在北京央视

演播大厅表演了枪尖上的舞蹈、

秤杆提米、土家山歌、侗族大歌等

少数民族原生态文艺和绝活，主

办方中央电视台《中国文艺》栏目

希望借此使这些少数民族文化遗

产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

距离地面将近两米的一排锋

利枪尖上，两位苗族姑娘身轻如

燕赤脚行走，进退自如。已经不是

第一次看到这个表演的《中国文

艺》栏目的导演刘丽娜依旧为她们

捏了一把汗：“她们能够战胜自己

心里的恐惧和脆弱，让我们看到苗

族人民勇敢、顽强、执著的精神，这

不光是源于她们对家乡的喜爱，更

是一份传承家乡文化的责任。”

来自贵州沿河土家族的山哥

山妹组合，用清澈嘹亮的嗓音唱

起山歌《这山望去那山高》时，导

演李申说，现在土家族的大多数

年轻人已经不会唱山歌了，摄制

组将这些口口相传的山歌记录下

来，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大山外的

人听到。

今年 3 月至 4 月期间，中央电

视台《中国文艺》栏目组辗转于黔

贵高原的山寨与村落之间探寻民

间艺术，用镜头记录下苗族绝技

绝艺、傩戏、土家山歌、侗族大歌

等这些亟待保护的少数民族民间

文化艺术。据介绍，本期节目将

于 6 月在《中国文艺》周末版播出。

辽宁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

治县南哨镇白音爱里村，是一个以

蒙古族人为主的聚居地。这里虽

没有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但一走进

村落，马背民族的风情就会扑面而

来。张立勇是喀左东蒙民间故事

的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听他讲故事

是这里的人们在茶余饭后最喜欢

的事。年逾古稀的张立勇虽为残

疾人，但为传承蒙古族文化做出了

贡献，近日记者有幸采访到了他。

白音爱里村现有居民 415 户，

蒙古族人口占全村总人口的 88%，

有着“辽宁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民间语言生态保护基地”等称号。

这个村蒙古族语言和文化都保护得

很好，在村里，记者看到无论是宣传

画，还是老百姓家里贴的对联，用的

都是蒙古文。听当地文化部门的人

介绍，这与张立勇等几位民间故事

传承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们把

蒙古族文化带到了田间炕头上。

喀左东蒙民间故事反映的是

蒙古族人森林狩猎和草原游牧的

文化传统，同时也汲取了中原汉

族农耕文化的营养，呈现出草原

文化与农耕文化交汇相融的鲜明

特色，这些故事对研究蒙古族历

史、考察蒙古族文化的变迁都具

有重要的价值。

早在 1980 年夏，该县文化馆

就着手抢救和挖掘蒙古族民间故

事了，当时这里的许多村落藏着

能讲民间故事的好手。当年工作

人员到这一带采风时，老乡们就

曾提起一位姓白的老阿嬷：这位

75 岁的蒙古族老阿嬷在临终前默

默地穿上自己最心爱的蒙古袍，

梳好羊板头，又戴上了一朵鲜艳

的小红花，给围绕在身边的儿女

们讲她满肚子的东蒙民间故事。

老阿嬷的故事没讲完，就带着遗

憾走了，传自祖先的部分文化记

忆也随之消失了。

面对多位传承人先后离世、

后继乏人的严峻现实，自 2005 年

开始，这里的文化工作者克服重

重困难，加强了对东蒙民间故事

的抢救工作。为确保大普查少走

弯路，2006年该县文化馆首先选择

白音爱里村进行试点普查。就在

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了张立勇。

当时进行非遗普查的工作人员在

他家一呆就是 5 个月，期间他讲了

近 200 则故事、50 多个笑话，还有

大量的蒙古族谚语。采录人员说，

张立勇讲的故事完全可以编一本

喀左民间故事集。那年，张立勇

66 岁。同年，喀左东蒙民间故事

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随后张立勇也被命名为该

项目的市级代表性传承人。

张立勇的蒙古语名字叫宝颜

巴图，小时候因注射青霉素过敏而

导致腿部残疾，但他从没有向命运

低头，始终自强不息。二十几岁

时，张立勇开始学习裁剪衣服，没

过几年便成为制衣能手。他是南

哨镇第一个万元户，也是白音爱里

村第一个买电视的人。更难能可

贵的是，张立勇爱好文学，自小喜

欢听大人讲故事。别人讲的故事，

他听一遍便能倒背如流，且每个故

事都能用蒙汉两种语言讲。

去采访张立勇时，他正盘腿

坐在自家炕上和村里几个老人玩

牌。小小的屋子里贴的都是蒙古

文对联，因为老人行动不便，书柜

便安置在了炕的最左边，摆放着

《三国演义》、《水浒传》、《清史演

义》等书籍。现在，张立勇每天的

“工作”就是玩牌、看书、讲故事。

尤其到了晚年，他把讲故事当成

一种乐趣。老人家讲的故事丰富

多彩，能从喀喇沁部在贝加尔湖

畔的渔猎生活讲到成吉思汗的征

战功绩，从善恶美丑讲到人生百

态。因此，村里人送他一个外号

“单田芳”，村里的大喇叭每天还

用蒙汉双语播放他讲的故事。

2008 年出版的《喀左·东蒙民

间故事》蒙汉双语十二卷里，其中

第 十 一 卷 辑 录 的 就 是 他 讲 的 故

事。现在，虽然记忆力退化了，他

还 能 讲 200 多 个 故 事 ，有《竹 叶

鱼》、《娜仁湖》、《敖木伦河的来

历》、《照明树》等。

张立勇说，蒙古族是擅长讲

故事、弹唱的民族，他们村里的一

个习俗就是农闲时大家会聚集在

一起讲故事。讲故事对于这里的

人们来说是自然而然的事，不用

刻意去学，很多人能讲，只是会的

多少不同而已。“只是因为我爱好

文学，又好琢磨，遇到故事中不妥

的地方，能加工、润色，让故事显

得丰满些罢了。”

张立勇讲故事还分对象，给不

同的人讲述不同题材的故事。他

的故事给缺少文化娱乐的村民们

带来了很多乐趣，他自己也乐在其

中。他认为，这些传统故事中关于

民情、民俗等方面的描绘对本民族

的文化传承有着重要作用，对大家

的生活也有一定的启发教育意义。

平时，每到学生放学后或是

周末，张立勇家总会有好多孩子

聚在一起听他讲故事，他从来都

不烦，“现在有的孩子自己都能讲

上几个故事了”。一位书法家曾

赠他这样一副对联：如痴如醉海

青房里数家珍，伴风伴雨好汉桩

头 集 大 雅 。 张 立 勇 也 常 以 此 自

勉，决心把自己知道的故事都讲

出来，并传下去，他说这是身为蒙

古族人的责任。

近日，由南京

艺 术 学 院 陶 瓷 艺

术设计专业的10名

大 学 生 耗 时 两 个

多月打造的“陶瓷

屋”正式亮相。该

“ 陶 瓷 屋 ”面 积 约

30 平方米，除必要

的辅助材料外，墙

壁、茶几及灯饰等

均 为 手 工 制 作 的

陶瓷制品，主要用于

艺术观赏。

（新华社发）

乡亲们称他“单田芳”
——记喀左东蒙民间故事的代表性传承人张立勇

本报记者 王立元 通讯员 马 隽

张立勇（右一）在给乡亲们讲故事

本报讯 （驻陕西记者任学

武 孟子发）这是一个特殊的课

堂，学员高凤莲今年已经 77 岁了，

上课时也不忘带上小剪刀，边听

课边剪纸。这个课堂就是近日在

陕西省定边县开办的“中国剪纸

（陕西）传承人研修学习班”，学员

们是来自陕北、关中、陕南的 60 余

名剪纸艺术传承人和 30 余名基层

文化馆（站）的工作者，这是陕西

省近年来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

多的一次剪纸艺术培训和经验交

流活动。

据陕西省艺术馆馆长洪济龙

介绍，陕西的国家、省、市、县四级

剪纸传承人绝大多数为农民，理论

知识水平普遍偏低。同时，陕西的

剪纸可以分为陕北、关中、陕南三

大流派，有着较为明显的风格差

别，而分处各地的艺人们平时也难

得有同场切磋交流的机会。为了

有效保护和弘扬这门艺术，提高传

承人的能力和水平，陕西省艺术馆

和省非遗保护中心联合定边县文化

广电局，共同举办了本次培训班。

在为期 4 天的培训中，有关专

家为学员们讲解了当前的非遗保

护工作形势、解读了相关的政策

法规等。除了理论学习外，同时

还举行了两次剪纸比拼活动，参

加培训的传承人用手中的剪刀现

场亮出自己的技艺。

王麻子剪刀传承人面向社会招徒

本报讯 北京王麻子剪刀家

喻户晓，作为国家级非遗项目的

王麻子剪刀手工锻制技艺，最近

遇到了后继乏人的问题。近日，

王麻子剪刀的传承人史徐平宣

布，将面向社会招徒。

王麻子剪刀手工锻制技艺分

为炉上和炉下技艺，炉上和炉下

各包含 13 道工序，其中炉上有锻

打、淬火等工序，炉下有开刃、盘

活等工序。炉下技艺相对复杂，

一般人员学习 3 个月，也只能达到

保养、修理剪刀的程度。目前，剪

刀生产已实现了半机械化，但因

为工作还是十分辛苦、学徒时间

长、待遇不高，很多人不愿学习这

一技艺，造成后继人才匮乏。史

徐平说，学习手工剪刀锻制技术

是十分辛苦、乏味的工作，当初有

30 多人和他一起拜师学艺，到最

后坚持下来的只有两个人。

去年，史徐平的厂子招收了15名

工人从事开刃、圈骨、盘活等炉下工

艺，原本希望从中发现德才兼备的

好苗子，可不到3个月，就有 9 个人

因为工作辛苦等问题离开了。目

前，厂内只有 4 名老职工掌握着剪

刀锻制的部分工序。为了让该非遗

项目传承下去，史徐平希望面向社

会招收徒弟。 （韩 慧 徐 娜）

景德镇农民用竹编编就美好生活

本报讯 近日，在江西省景

德镇市荷塘乡仓下村，景德镇市

级非遗项目农耕竹编工艺传承人

刘四龙正在忙碌地编织花篮。据

了解，刘四龙从事竹编已有 30 多

年了，而像他这样选择从事竹编

的农户在荷塘乡已达 20 多户，年

产值达 50 多万元。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

该地的竹编工艺品如竹篮等逐步

取代了对环境污染严重的塑料制

品，成为市场中的香饽饽。近几

年，景德镇加大了对竹编工艺这一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投入

了一定经费，成立了竹编工艺传习

所。在当地文化部门的大力引导

下，刘四龙等人抢抓机遇，把竹编

工艺品推向市场，并且品种也越来

越丰富，包括竹筛、畚箕、箩筐、竹篮

等10多个品种。他们还在产品中编

入“喜”“福”等字样和花纹图案，做

工精细、造型美观，深受老百姓的

喜爱，不仅在市内热销，而且还远

销江浙等沿海发达地区。（景 文）

数百位贵州民间艺人进京秀绝活

近日，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古壮寨的壮族村民在龙脊梯田举行热闹的传统农事活动——开耕

节。龙脊古壮寨全村壮族村民在梯田上展现祭神田、牛耕、耘田等传统农耕技艺和民风习俗，表达山民崇

尚自然，祈盼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望。图为龙脊古壮寨的壮族妇女手捧竹杯酒，唱着山歌欢庆梯

田开耕。 新华社发（王滋创 摄）

讲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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