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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 述

各 地

风 俗

鄂伦春族自古以来繁衍

生息在黑龙江流域和大小兴

安岭的密林深处，日本学者浅

川四郎称之为“兴安岭之王”

与“严寒的征服者”。因为世

代以狩猎和游猎为生，所以火

对于鄂伦春人的生活尤其重

要，鄂伦春人对火是既敬重又

畏惧。鄂伦春族的古伦木沓

节就是一种源于火神信仰的

民 族 文 化 现 象 ，该 项 目 已 于

2006 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

古伦木沓为鄂伦春语，意

为祭祀火神。古伦木沓节由

祭 祀 火 神 的 仪 式 演 变 而 来 。

自古以来，鄂伦春人每到年节

或吉日，家家户户都要在自家

门前燃起篝火，并焚香跪拜祷

告，以求火神保佑平安；饭前

还要向火塘洒酒抛肉，以示供

奉。长此以往，形成了一种世

代传承的民间习俗。鄂伦春

族古伦木沓节活动习惯在每

年的春季举行，届时人们带着

好酒好肉及帐篷等物，举家骑

马到预定地点参加活动。节

日期间，活动内容丰富多彩。

夜间在篝火周围请萨满跳舞，

祭神祭祖；白天则举行赛马、

射 箭 、射 击 、摔 跤 及 唱 歌 、跳

舞、讲故事、下棋、玩木牌等文

体活动。

古伦木沓节并非是单一

的祭神祭祖日，同时还蕴含着

丰富的文化内涵。然而，由于

历史原因，古伦木沓节有很长

时间停止活动，虽然有群众自

发性地加以恢复，但活动的方

式和内容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一些传统活动濒临消失。自

该项目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

后，黑龙江省各级政府实施了

一系列保护和传承措施，在政

府的积极推动下，古伦木沓节

重回鄂伦春人的生活。如今

每逢节日，在黑龙江省黑河市

新生鄂伦春民族乡都会举办

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在迎宾

门前，鄂伦春的民间歌手会端

着自酿的“下马酒”，高唱鄂伦

春 语 祝 酒 歌 ，迎 接 远 方 的 朋

友。2012 年，当地在举办古伦

木沓节时还开展了黑龙江省

鄂伦春族学术研讨会、鄂伦春

族工艺品展览、鄂伦春族传统

竞技运动会等活动，如今古伦

木沓节已受到学界等各个社

会群体的广泛关注。

经济技术全球化的到来，令

新 生 事 物 从 城 市 向 乡 间 强 劲 渗

透，几乎无人还能从容选择慢节

奏的生活。这十几二十年里，那

些散布在大江南北的乡间村落，

似乎不再产生梦想和激情，年轻

人去往他乡，原本生气勃勃的乡

村空了、老了，只有偶然闯入的游

客会为它驻足流连。

具 有 漫 长 农 耕 文 明 史 的 中

国，是世界上农耕文化发育得最

充分的国家之一，古村落是传统

社会最重要的单元组织。一些有

千年以上建村史的古村落，不仅

有发达的农业做依托，还有过繁

荣的手工业、商业，等等。其文化

遗存是丰厚的，既有物态的，也有

不可触摸的文化遗存。营造、雕

刻、髹饰等既是技术又是人文，总

结天文、地理、生产的知识经验同

样既是技术又是人文。不管是软

实力还是硬实力，古村落的文化遗

存都是以极富人情味的生活方式

体现出来，它对传统文化的承载，

比正史来得更丰满，也更生动。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存续的

最重要的原生文化空间——传统

村落一旦消失，失去的不只是一

座座民居、一条条街巷，还会丧失

掉丰富的地方性知识。对于历史

的记忆，远不是建几个博物馆，保

存几件文物就可以，散布在乡村

社会的民间记忆、经验与官方史

料具有同等价值。对古村落的保

护，既是文物管理部门的职责所

在，同时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管

理部门应该关心的事情。

日前，笔者与几位专家学者

应江西省吉安市文化局的邀请，

实 地 考 察 了 庐 陵 文 化 的 存 续 状

况。从城市到乡村，几天走下来

最精彩的篇章应该是渼陂、陂下、

钓源、蜀口 4 个古村落的文化。这

4 个典型的江南古村落开基时间

可上溯到两宋，屋宇俨然，布局科

学又富于艺术性，千年古樟像一

个个巨人护卫着村民。庐陵自古

重文教，自隋唐开科取士以来考

取进士的接近 3000 人，单是不足

200 户的蜀口村欧阳氏一族就有

21 位 进 士 傲 然 入 仕 。 适 宜 的 气

候、肥沃的丘陵水土、贯通南北的

水道运输、中原士族人口的不断南

迁、发达的农工商等有利条件，都

令这块“吴头楚尾”之地成为繁华

富庶之地、文章节义之邦。这 4 个

古村里祠堂多、书院多、牌坊多、牌

匾楹联多、阡表多。儒家的宗族伦

理和道家的法自然观念落实在村

落营造中，欧阳修、文天祥、杨万

里、黄庭坚、王阳明、方以智等高官

大儒在这里留下不少墨迹，有关他

们的传说仍在村里代代相传。历

代官宦雅士卜居于村落，做入世前

的沉潜或出世后的逍遥，使青砖黛

瓦的庐陵村落在质朴之中不失儒

雅、尊贵与秩序。

青原渼陂的“彩擎”、富田陂

下的“喊船”、钓源古村的舞龙都

是 当 地“下 元 宵 ”民 俗 的 系 列 活

动，各村的形式虽有不同，目的都

是为在开春之际娱神祭祖，祈求

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正月

三十，是陂下村“喊船”的送神日，

按照习俗只有送完神之后村民才

能外出打工，当日聚集到该村的

男女老少有三四千人。村里老者

在古祠堂前主持祭祖献牲仪式，由

青壮年组成的仪仗队穿着整齐，他

们举彩旗、赶金龙、执銮架、抬龙船，

在鞭炮和土冲的巨响中，游行队伍

浩浩荡荡穿行于祠堂民宅之间，然

后一路过桥蜿蜒出村去往下游河

边，焚烧送神。尽管整个仪式活动

流光溢彩，但因在古老的文化空间

里进行又显得特别的自然庄重。仪

仗队员手中举着的 20 件锡器，居

然是宋仁宗所赐的使用了千年的

一套完整的历史銮架。老主持人

的“喊船”声虽用的是乡间土语，

却也对仗、押韵，颇具文采。

类似“喊船”这样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假如离开了它原生的文

化空间来做保护传承工作是否行

得通？古村民居中的木雕、石雕、

木刻、石刻、砖雕、彩绘壁画等，谁

是阐释者和继承者？是村民还是

专家？假如从建筑构件上把它们

剥离到博物馆中做一劳永逸式的

保护是否合理？

目前，全国各省市县都在积

极规划、申报立项、建设非物质文

化遗产展示馆。国家层面上建馆

自然要通过民间征集或行政命令

方式从地方调集项目内容，省市县

里要建馆自然要向村里调东西，如此

难免造成大量承载非物质文化的物

态化产品、作品和工具等都要从它原

生的文化空间里剥离出来，在非遗展

示馆中它们的功能变成了文字上的

功能“展示”。而对于大量民间戏曲、

民俗、舞蹈、音乐、传说而言，因为要

集中做“展示”，同样会遇到脱离它们

的“老主顾”“老戏台”的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的陈

列远比单纯的文物博物馆要来得

复杂。就目前情况看，普遍的做

法是综合运用图文展示、实物展

示、制作展演、舞台展演和多媒体

展示方式，尽可能多角度、多层次、

立体化地反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

涵，让观众身临其境。常识告诉我

们，人为搭建的场景再逼真也取代

不了原生文化空间的意义。各级政

府所规划建设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展示馆比较容易做成非遗的文献

馆、文物馆以及保护工作的成就馆，

突出这些功能自然也有它的社会教

育价值和研究价值。由于非物质文

化遗产与活着的文化主体不可分

离，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原生的文化

空间不可分离，因此我们应多重视

那些非遗项目较集中的古村落的

整体性保护。只有保护了非遗的

原生文化空间，才谈得上维护非

遗保护的真实性和整体性原则。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到几号了？我前面还有几

个？哎哎，他们在我后面来的，凭

什么先进去？”饭点儿遇到餐馆人

满，凡是能耐着性子等位的人，大

都是十分中意店里的菜品，手里

紧握着号牌，闲聊时还不忘紧盯

着饭店的出口，凡有一桌散场，便

会马上冲到前台……

初到郑州寻访河南省非遗项

目葛记焖饼的代表性传承人葛永

志，记者就看到上述景象，看来这

葛记焖饼确实名不虚传。“今天赶

上是周末，平时人会少一点。”葛永

志很谦虚地告诉记者，“来葛记吃

饭的大都是一大家子人，很多年长

的人就好吃我们这一口。”

葛记焖饼虽然属于风味小吃，

但算起来可说是出身名门。葛永

志的祖父葛明惠年少时在京城的

一个王府里负责赶马车，闲时便到

厨房帮厨。当时，王府中有一种主

食叫千层饼，还有一种菜肴叫坛子

肉。一次王爷回府，感到腹中饥

饿，葛明惠灵机一动用坛子肉为王

爷焖了一盘饼，配上榨菜、香菜沏

的一碗汤，饼软肉香、清汤爽口，得

到了王爷的大加赞赏。

民国初年，战乱频发，葛明惠

携两个儿子到郑州投奔亲戚，靠

在火车站旁卖北京炸酱面为生。

一次葛明惠自己做焖饼给两个孩

子吃，食客们闻到后纷纷要求来

一份。不久葛明惠便亲自站灶，

开起了“葛记坛子肉焖饼馆”。

郑州是我国铁路交通的重要

枢纽，也因此产生了以郑州火车

站为中心的商业区。上世纪 40年

代，在郑州火车站周围有几十家

大 大 小 小 的 饭 店 ，葛 记 也 在 其

中。而与别家不同的是，每天天

不擦黑葛记就打烊了。“45 斤一袋

的面粉，我祖父每天要用两袋，有

时中午就把饼全部卖光。”说到自

家红火的生意，葛永志显得十分得

意，“好多铁路上的工人会专门在

葛记包餐，过去的老话讲，吃面条

走 5里地，吃馒头走 8里地，吃焖饼

走 10里地。我们家的小吃既经济

又经饿，所以卖得特别好。每次葛

记炖肉的坛子一开，整条巷子都飘

着浓浓的肉香。”说到学做焖饼，葛

永志说，他一开始也并没有把祖传

手艺传下去的想法。1971 年插队

回城后，他被分配到一家粤菜馆学

习烹饪，但闲暇时他也常去找父亲

的大徒弟探讨焖饼料包的调制。

所以，多年后在恢复葛记时，葛永

志显得游刃有余。

说到葛记的发展可谓几经波

折，上世纪 50 年代，由于实行公私

合营，葛记被归到郑州市饮食公司

经营。在之后的30多年中，因不同

原因葛记几经迁址，直到 1987 年，

在郑州市的大规模城市改造中，葛

记销声匿迹了，而人们并未因此忘

记葛记。1988年，郑州一家媒体题

为“葛记哪儿去了”的文章道出了

人们怀念葛记的心声。为了满足

消费者的需求，郑州饮食公司找来

葛永志和他的弟弟葛永胜，共同恢

复葛记的传统风味小吃，复兴“葛

记”字号，并请葛永志的姐姐葛素

云和妹妹葛素芳先后出任葛记焖

饼连锁总店的经理，从此葛记走上

了连锁经营的道路。

2002 年前后，由于郑州饮食

公司经营策略的改变，葛记连锁

店面先后关闭了。退休后的葛永

志 被 问 到 最 多 的 一 个 问 题 还 是

“葛记哪儿去了”。为了不辜负那

些“就好这一口”的人们对葛记的

喜爱和支持，2005 年葛家人再次

出山复兴葛记焖饼，几年来葛永

志不仅将制作焖饼的手艺传给了

儿子葛斌，还培养了多名徒弟。

如今，葛永志虽不用再亲自站灶，

但他每天还会骑着自行车早早来

到焖饼店，检查一下烙饼的质量，

品尝一下炖汤的味道，与老顾客

聊聊天、喝喝茶。

如今，葛家已在郑州开了两家

焖饼店。葛永志说，坚持把生意做

下去，是希望人们记住这老味道。

到过山东胶州的人都会对

当地的公共汽车候车亭印象深

刻，茂腔、秧歌、剪纸等与非遗相

关的宣传画贴满了站台，色彩艳

丽、独具乡土特色。其实像类似

的非遗宣传，在胶州比比皆是。

近年来，胶州市在非遗保护工作

中，注重营造社会氛围，通过打

造节会品牌等模式，让非遗走出

了深闺，为大众所喜爱，呈现出

勃勃生机。

胶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闫晓峰说，由于历史原因，原来在

胶州大地随处可见的一些传统艺

术，比如茂腔等纷纷沦为“小众化”

艺术门类，并面临着“青黄不接”

“人气不旺”的局面。为确保非遗

后继有人，胶州确定了非遗传承必

须要走“大众化”路线的方针，让群

众保持高昂的参与热情，让千百年

来形成的宝贵遗产在群众的广泛

参与中实现传承，最终焕发活力。

因 此 ，近 年 来 胶 州 市 在 非

遗的硬件建设上投入了大量资

金，先后投入近 10 亿元建设了

中 国 秧 歌 城、非 遗 展 示 厅 等 基

础设施。在加强硬件建设的同

时 ，胶 州 市 又 投 入 大 量 专 项 资

金 用 于 各 种 传 承、传 播 活 动 的

开 展 ，以 及 相 关 非 遗 教 材 的 出

版和人才的培养。

通过社会各界的努力，今天

走在胶州的大街小巷，处处都能

看 见 群 众 扭 秧 歌、唱 茂 腔 的 身

影，一些曾经一度消失的非遗项

目重新回归大众生活。在刚刚

过去的正月，青岛明光茂腔剧团

忙得不亦乐乎，全团 40余人连轴

转，东村演完西村请，一个月演出

百余场。该团团长法秀花说：“没

办法，大家都喜欢。”像明光这样

的庄户剧团，胶州市有 30多个。

通过举办非遗进校园活动，

非遗同样受到当地中小学生的

欢迎。“猛虎灯，样儿凶，瞪着两眼

似铜铃，百兽之中它为王……”新

学期刚开学不久，胶州大同小学

学生郑萧便利用闲暇时间练起功

来，他正在排练茂腔的传统戏《赵

美蓉观灯》片段。自 2009 年 9 月

胶州市全面启动非遗进校园活动

以来，全市 126 所中小学都开设

了非遗基础课程或选修课。大同

小学校长战德锐说，除了由校内

艺术老师负责教授茂腔、秧歌外，

学校还定期邀请专业剧团的专

家来校指导。

当地通过打造非遗节会品

牌 ，不 但 促 进 了 非 遗 项 目 的 传

播，也让一系列文化节会变成了

广 大 市 民 热 切 期 盼 的“ 欢 乐

汇”。据悉，目前胶州每年都会

定期举办新春秧歌会、戏曲票友

大赛等系列群众文化活动。在 2

月 24 日举办的新春秧歌会上，

108 支秧歌队、3000 多名男女老

少轮番上场，跑毛驴、划旱船、扭

秧歌，吸引了 5 万余名市民广泛

参与。另外，自 2008年胶州市承

办了首届中国秧歌节以来，至今

已举办 3 届。秧歌节举办期间，

全国各地的秧歌队伍及国外的

民间舞蹈队会齐聚胶州，通过交

流展示，扩大了胶州秧歌的影响

力，同时也叫响了胶州“中国秧

歌之乡”这一文化品牌。

古村落古村落，，重要的文化空间重要的文化空间
邱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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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吉安富田镇的“喊船”送神仪式。 邱春林 摄

节日期间，一位鄂伦春族青年身着民族服装骑马经过黑龙江

省黑河市新生鄂伦春民族乡的大门。

让人忘不掉的老味道
———记葛记焖饼代表性传承人葛永志—记葛记焖饼代表性传承人葛永志

本报记者 王学思

胶州百姓乐享非遗
刘振华

湘鄂赣皖合力打造非遗保护平台
本报讯 首届湘鄂赣皖非物

质文化遗产联展将于今年 5 月在

湖北武汉举行。

早在 2012 年，湖北、湖南、江

西三省文化厅就共同签署了《湖

南江西湖北三省文化发展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非遗保护为框架协

议的重要内容。在此基础上，三

省组成了长江中游非遗保护“中

三角”，展开多样的文化交流和合

作。此后，安徽又向“中三角”伸

出了橄榄枝。专家认为，湖北、湖

南、江西、安徽四省在 我 国 历 史

文 化 中 都 占 有 重 要 地 位 ，同 处

北纬 30 度线，山水相依、地域相

近、人缘相亲、文脉相同，历史上

都留下了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四角”格局的形成，不仅可以

打破四省间的文化壁垒，使之成

为我国非遗保护的重要一极，同

时也将形成极具特色的区域文化

生态圈。

湖北省非遗保护中心副主任

张晓慧说，四省将在拥有许多共

同点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春节、清

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

传统节日，打造一批具有地方特

色的历史文化活动品牌，同时在

非遗保护及传承等方面展开全面

合作。 （曹旭峰）

《青城古镇非遗保护丛书》首发
本报讯 由甘肃人民出版社

出版的《青城古镇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丛书》近日正式发行，这是

甘肃省兰州市近年来深入挖掘、

系统整理、保护传承地方文化的

一项重要成果。

青城位于兰州市境内，是省

级历史文化名镇和全国民间艺术

之乡，也是甘肃省古民居保存较

为 完 整 、非 常 难 得 的 古 镇 。 该

丛书是甘肃文化自然遗产保护

与 开 发项目中青城古镇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研究课题的主要

成果。该 课 题 由 兰 州 市 文 化发

展研究中心承担并组织实施。课

题组深入青城开展了深入的田野

调查，对当地及外地相关的文化知

情人、非遗传承人、文艺爱好者等

600余人进行了采访，对相关的大

量文献资料进行了认真梳理。丛

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实用价

值，为青城古镇文化遗产的保护、

文化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参考。

（李 超 安 宁）

安徽阜南 23名孤儿入“非遗班”
本报讯 为培养嗨子戏接班

人，近日安徽省阜南县开设了“阜

南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培训

中专班”，共招收学员 50 名，其中

享受孤儿基本生活费的学员有

23 人。

嗨子戏大概形成于清嘉庆道

光年间，主要活跃在淮河中上游

一带，以其起腔多用“嗨”字而得

名。在嗨子戏形成初期，艺人采

取“围鼓坐唱”形式，演唱一些带

有故事情节的“花腔小调”，表演

简单朴实，目前该项目已入选国

家级非遗名录。

举办非遗传承培训班是阜南

实施文化惠民工程的一项重要

举措，由县教育局、民政局和第

一职业高中等联合办学。培训

班纳入该县成人职业教育计划，

从全县孤儿和特困家庭中招录

学员，县财政投入办学经费，学

员学杂费全免，学制 3 年，毕业后

颁发中专文凭。同时，对自愿到

“非遗班”学习的孤儿，统一将孤

儿基本生活费转发到“非遗班”，

保障孤儿学员的基本生活。培训

班共聘请了 19 名专业老师、7 名

文化课老师，课程设置以嗨子戏

学习为主，兼顾文化课。

（方松高 张殿兵）

江西吉安渼陂村的古街巷。 邱春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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