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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象

“古渔雁”指的是古代像大雁
一样南北迁徙的打鱼人。古渔雁
民间故事，是反映原始渔捞生活
的民间口头文学，内容多为神话
故事、民间传说和渔歌等，由被
称为“古渔雁”的特殊捕鱼群体
创作和传承，因而得名。目前，

“古渔雁”式行踪在世界范围内
多已绝迹，唯独辽河入海口还有
遗存，堪称人类远古渔猎活动的
活化石。

位于辽河口海域的辽宁省
盘锦市大洼县二界沟镇是特殊
群 体“ 古 渔 雁 ”的 落 脚 聚 集 之
地。他们沿袭着一种不定居的
原始渔猎生存方式，每年沿着水
陆边缘迁徙，在江河入海口的滩
涂及浅海捕捞鱼虾。在积年累
月的捕鱼捉虾生活中，他们留下
关于海上漂泊的传说、故事，记
录了早年“渔雁”们在各个海域
海滩经历的传奇，并一代一代传
承至今。刘则亭就是其中最具
代表性的一位老渔民和古渔雁
民间故事的优秀传承人。

2006 年，古渔雁民间故事入
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同年，刘则亭被授予“辽
宁 省 民 间 艺 术 家 ”称 号 。 2009
年，他被命名为古渔雁民间故事

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刘则亭生于 1944 年，是古渔

雁的后代。多年来，刘则亭挖
掘、采录搜集有近千则解释古船
网由来和反映原始渔捞生活的
神话、故事和传说，是当地知名
的故事家。他从年轻时就有意
从事古渔雁民间故事的挖掘、整
理与保护工作，目前是辽河口古
渔雁民间故事的集大成者。

刘则亭告诉记者，他从小跟
着祖父、父亲在河北的白洋淀、
文安洼打鱼，10 多岁时跟随父母
来到辽河口海域，一边读书一边
打鱼。小时候的刘则亭特别喜
欢听故事、讲故事，闲暇时，他经
常从祖父刘英文、外祖父邵树
本、父亲刘维珍、母亲邵汝兰以
及老一代打鱼人那里了解关于
古渔雁的民间传说。这些故事
和难忘的“渔雁”生活伴随着刘
则亭的童年记忆，在他幼小的心
灵里生根发芽，渐渐枝繁叶茂。

随着社会的发展，辽河口的
“渔雁”越来越少，为了留住心中
对“渔雁”的记忆，当时在二界沟
镇从事文化宣传工作的刘则亭
开始有意识地回忆自己听过的
古渔雁故事，并利用工作之便潜
心研究辽河入海口地区的渔家

民俗、口头传说，先后收集、记录
文稿上百万字，整理和讲述古渔
雁民间故事 500 多则。他讲述的
古渔雁民间故事与内陆及海岛
的口头文学有所不同，内容和形
式上都带有鲜明的捕鱼生活特
点和原始文化韵味。这些故事
大都短小精悍，其中包括对“古
渔雁”祖先的追怀、对海神和龙
王的崇拜、对远古时代“渔雁”生
活足迹的描述，以及渔船、网具
等捕捞工具的起源与演变等。
因为刘则亭从小经历过“渔雁”
生活的缘故，他善于运用生动质
朴的语言来增加故事的感染力，
在讲述故事时，他还会偶尔穿插
一些渔歌、号子，运用手势等形
体语言，使故事的表现力和现场
感更强。

多年来，刘则亭通过挖掘、
收集、整理古渔雁民间故事的资
料，先后出版了《渔家的传说》、

《渔家风物民俗史话》和《辽东湾
的传说》，并有 65 篇故事被收入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辽宁卷》。其
中，《渔家的传说》于 1992 年获中
国北方民间文学二等奖，《渔家风
物民俗史话》于 2001 年获首届中
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学术著作优秀
奖。2006年，在刘则亭的提议下，

盘锦市文化部门积极筹划建立了
辽河口古渔雁文化遗产博物馆，
从此，“渔雁”有了一个保存和展
示海上文化的基地。

如今，已经年近七旬的刘则
亭老人，除了将全部的心力投注
到古渔雁民间故事、古渔雁民俗
等捕捞文化的挖掘、整理和研究之
外，还用自己的退休工资收集了
四五百件故事中提到的船、锚、海
碗等实物，使古渔雁民间故事有

可依托的物质载体。同时，刘则
亭还在每年寒暑假期间，为前来
参观学习和社会实践的学生们担
当义务讲解员，广泛宣传和传播
古渔雁民间故事和古渔雁文化。

刘则亭说：“只要我活着一
天，我就会做一天‘古渔雁’的守
护人。”在父亲的影响下，刘则亭
的女儿和女婿对古渔雁文化的理
解也越来越深刻，并决心要将古
渔雁民间故事传承下去。

近几年来，随着国家对生态
文明建设的重视，地 方 政 府 在
社会发展规划中也越来越突出
了生态文明的观念。如果把生
态文明建设的眼光始终局限在
自然环境保护工作方面而不去
关 心 生 活 方 式 和 文 化 生 态 建
设，可能就会满足于营造绿色
景观而忽略了生态平衡的深层
机制。

借用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
的一句名言：“诗意地栖居在大
地上”，回到大地、回到乡土是生
态文明的人文涵义。都市文明
需要一种回归，而这种回归是把
当代文明、当代生活方式和当代
想象与乡土、传统的联系重新建
立起来。这种联系的重构需要
建立在对乡土和传统文化的记
忆、认同的基础上。

非遗保护虽然从一开始就
提出了活态传承的理念，但一
些人认为，传统文化的活态保
护是一种逆历史潮流的幻想。
活态保护的结果无非是要么变
成假古董、伪民俗泛滥，要么就
是对那些残存的乡土文化遗留
做一些临终关怀式的保护。然
而在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重要
性的今天，乡土传统有了新的

意义。我们要走向人与自然和
谐共处，就必须找到人与大地
联系的传统纽带。乡土文化的
传承其实不是简单地保护文化
遗存，而是为这些遗存的生活
方式和文化记忆建设新的生存
空间，特别是在大都市空间中
重构传统文化的生存环境。

这些年来中国越来越现代
化、时尚化的都市变成了失去记
忆的城市。在都市文化建设中
突出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和振
兴，就是想让生活在城市中的人
们意识到、体验到城市空间的多
重性和文化的多样性，从而使城
市恢复感情、历史和记忆，这才
是生态文明。

乡土民俗如何嵌入现代化
大都市的生活空间？古老的文
化生活如何与当代时尚竞争？
这些从非遗保护一开始就发生
的质疑在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
背 景 下 有 了 新 的 解 释 。 这 几
年，我们在研究都市文化生态
多样性时，注意到在混杂空间
中文化生态壁龛的存在：一些
看起来因为脱离时代文化背景
而应当消失的文化形态却仍然
存活在当代文化环境中，这好
像是个违反历史逻辑的悖论。

产生这个悖论的原因就在于空
间的多样性混杂并置而形成了
不同的局部文化生态环境，即
文化生态壁龛。城中村、旧街
区、老茶楼、大排档，都是这类空
间的地理环境和文化符号；戏曲
杂艺表演、手工艺品制售、节日
庙会活动乃至茶室品茗、街头弈
棋，都是与现代都市的时尚生活
形成对照的具有另类空间性质
的传统生活活动。

近年来都市不断进行大规
模拆迁改造和重建，使得这些
空间一再被挤压，但这种空间
所容纳的社会群落、生活态度
和集体记忆并没有消失。当现
代化都市建设出现的危机越来
越突出严重的时候，这些曾被
忽视的乡土传统文化又重新受
到 关 注 。 自 2004 年 中 国 加 入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
来，社会公众对非遗保护的认
知和参与程度越来越高，从一
个侧面表明现代化的都市生活
并不能取代人们对传统文化的
需要。但现在面临的问题是，
当乡土文化成为非遗保护的对
象时，可能产生被“遗产化”或

“资本化”的情况。伴随非遗保
护而兴盛起来的伪民俗表演、

假古董销售等，使得传统文化
从 传 统 的 生 态 环 境 中 剥 离 出
来，蜕变为失去生态内涵的物
化“遗产”。

非遗要对都市生态文明建
设发挥作用，就不能消极地“转
型”成为时尚消费品，而需要与
现代都市文明的反生态发展趋
势逆行或疏离。以传统手工艺
保护为例，手工艺制品传统上
主要以商品形态生产和流通，
所以对这类项目的保护也应当
涉及其商品属性和价值。但为
避免商业主导倾向，将这种保护
方式称为“生产性保护”，其重点
在于培育传统工艺品的消费市
场，因此，这里所说的“生产性保
护”其实可以说是市场化保护或
营销性保护。营销性保护是使
传统手工艺具有生存活力和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但其真正
的文化内涵不是“营销”而是“生
产”，传统意义上的狭义生产——
手工劳作的成就感。手工艺保
护的成功不能单纯根据市场营
销情况评价。在国内外许多旅
游景点充斥着规模化复制生产
出来的粗制滥造的所谓旅游工
艺品，这些工艺品虽然可能有市
场，但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没有

多少直接价值。传统手工艺的
市场价值应该体现文化内涵：通
过手工劳作创造出的效用和技
艺、美感的成就。

在许多国家的奢侈品专卖
店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专门派
技师在现场进行手工制作演示，
向顾客表明奢侈品牌的价值就
在于手工劳作的传统、工艺水平
和美感。国内也有不少文化旅
游景点有了类似的手工艺表演，
还有一些供人们参与学习手工
技能的场所，如陶艺馆之类。当
然，与欧洲的奢侈品文化观念比
较，中国的奢侈品消费还大半停
留在财富身份炫耀的层次，对传
统文化特别是手工艺价值的重
视远远不足。无论如何，这些真
正具有传统意味的“生产”活动
的传承保护，是沟通当代人与传
统文化生态的重要方式。通过
这种传承、教育和传播，有助于
使当代人转向对自然的真实体
验和对手工劳作的尊崇。从这
个意义上讲，都市文化建设中的
非遗保护，是在引导城市恢复文
化记忆，恢复都市人与历史、与
自然的生态关系。

（作者系中山大学中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副主任）

重构传统生存空间 恢复都市文化记忆
高小康

刘则亭：辽宁盘锦“古渔雁”的守护人
本报驻辽宁记者 袁 艳 通讯员 李 阳

专家视点

刘则亭 袁 艳 摄

讲 述

4月23日，在肯尼亚内罗毕非洲遗产设计公司的生产作坊内，一名工匠在肥皂石手工艺品上雕刻。
肯尼亚的肥皂石手工艺品具有浓郁的非洲风情，因其原料形状及大小的不同，制作时间也有所差异。

这种从肯尼亚西部基西开采出来的柔软石头，在工匠们手中经过塑型、打磨清洗、上釉、抛光、雕花、二次抛
光等工序，变成形态各异的摆件，深受人们喜爱。 新华社记者 李 京 摄

本报讯 日前，《景泰蓝》特
种邮票在全国正式发行。景泰
蓝，是一种瓷铜结合的珐琅工艺
品，距今已有 600 多年的历史，
是最具民族特色的北京手工艺
品之一。

该套邮票共6枚，取材6件元

明清时期的景泰蓝顶级珍品，原
件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北京
观复博物馆。邮票印制采用调频
超高网线多色印刷方式，将金属
油墨置于下，色彩位于上，很好地
表现了景泰蓝器物的丰富色彩与
质感，精致逼真。 （周润健）

芦山花灯是四川的地方
灯戏，兴起于汉，盛行于宋，
已经有 2000 多年的历史，当
地俗称“跩花灯”。主要角色
有两人，一是丑角（俗称“花
鼻子”或“三花脸”），一是旦
角（俗称“幺妹子”），在表演
中 ，其 眉 眼 、身 段 、步 法 、念
白、唱腔等仍具有祭祀、驱邪
的影子。所以，芦山花灯是

“傩中有灯，灯中有傩”，是研
究傩戏的活化石。2006 年，芦
山花灯入选四川省首批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

演员“跩”花灯常常用到
芦山的方言土语、歇后语，诙
谐机趣、通俗易懂，具有浓厚
的泥土气息。花灯表演不择
场地，村前广场、田间地头，随
处都可表演。伴唱的乐器也
多少不拘，唯独二胡必不可
少。芦山花灯表演中，“花鼻
子”常常反穿皮袄，斜挎半边
膀子，奇特的扮相常令外地观
众感到吃惊。反穿皮袄是羌
族人的习俗，斜挎半边膀子
是藏族同胞的穿着，而表演
者的唱词和念白又是地道的
汉语，一个地方戏曲有多种
民族风情，可见芦山花灯是民
族融合的产物。

有 人 认 为 ，在 2000 多 年
前，芦山是古青衣羌国的治
所，后来秦灭巴蜀，汉人与少
数民族在这块不大的土地上
你来我往，芦山成了“民族走
廊”，也许在民族融合交往的
过程中，芦山花灯就诞生了。
也有人说，芦山花灯与巫术有
关，是一种庆坛法事与演剧艺
术相结合的傩戏剧种。芦山
庆坛在古代十分盛行，家中需
要祈福祝愿时常花钱请傩戏
班子设坛做法事，单调乏味的
法事旷日持久，很难吸引人
们的兴趣，于是庆坛中加上
灯戏活动，达到娱人又娱神
的目的。久而久之，“灯坛两
开”，芦山花灯就从芦山庆坛
中独立出来了。据说，以前
芦山花灯表演者无论丑、旦
均为男性。有专家考证，角
色反串说明花灯跟庆坛有着
千丝万缕的关系，因为做法事

的都是男性。
芦山人说看花灯表演就是

去看“跩花灯”，似乎离开了
“跩”，就不是花灯似的。其
实，一个“跩”字，道出了芦山
花灯的绝活，那就是除了学、
说、逗、唱外，还有“跩”。丑、
旦闻乐起舞，扭“鸭子步”，唱
花灯调。芦山花灯，一“跩”就
是 2000 年，“跩”过了风雨千
年、人间百态。近年来，芦山
花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
有关专家的帮助下，从芦山花
灯的基本舞步中提炼出了“集
体跩花灯”表演，把古老的艺
术变成了群体表演艺术。“集
体跩花灯”看上去步履轻盈、
姿态优美，配上极具地方特色
的花灯曲调，群众的参与性相
当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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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琼奴与徐苕郎演
绎的凄美爱情故事源自宋朝年
间，在浙江省常山县流传了近千
年，被誉为“常山版梁祝故事”。
自2012年民间文学《琼奴与苕郎》
入选第四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后，当地政府对其加大了
保护传承力度。

常山姑娘王琼奴与同乡才俊
徐苕郎的故事，在宋代《古今事文
类聚》、明代《剪灯余话》、清代《女
聊斋志异》等古籍皆有记载。上
世纪20年代初，川剧名家尹昌龄
以该传说为蓝本，编写了大型川

剧《离燕哀》，被称为近代三大川
剧名剧之一。然而，随着时间的
流逝，王琼奴与徐苕郎的爱情故
事在当代年轻人中已少有流传，
地方传说正面临失传境地。为了
更好地保护这一传说，常山县文
广新局主动联系四川省相关演出
团体，购买了《离燕哀》剧本古文
本 ，完 善 资 料 的 收 集 与 整 理 。
2012年，该县又编印出版了《王琼
奴》连环画。今年，他们将通过越
剧、话剧、音乐电视等诸多表现形
式讲述琼奴与苕郎的故事，以利
传承。 （费 斐）

“常山版梁祝故事”流传千年

浙江出台非遗工作推进年实施方案
本报讯 （驻浙江记者苏唯

谦 通讯员祝汉明）记者从有关方
面获悉，浙江省文化厅日前印发
了《浙江省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
系建设非遗工作推进年实施方
案》。方案提出了2013年度“八个
全覆盖”的主要工作目标、“八个
强化”的基本思路、重点实施的“八
大项目”以及分月推进的计划。

“八个全覆盖”的工作目标主
要包括，省级以上非遗项目代表
性传承人带徒传艺基本全覆盖、
市级区域非遗生态保护实验区基
本全覆盖、市级区域非遗品牌活
动基本全覆盖、县级以上非遗信
息化建设基本全覆盖、县级区域

非遗集成志书编纂出版基本全覆
盖等。

“八个强化”的工作思路是：
强化建章立制，促进科学管理；强
化项目带动，放大特色优势；强化
基地建设，融入社会发展；强化基
础工作，提升整体水平；强化保障
力度，推进持续发展；强化志书编
纂，彰显保护成果；强化宣传声
势，凝聚社会共识；强化规律总
结，实施二次跨越。

为了切实促进目标任务的落
实，浙江省文化厅非遗处还制定
了“月度推进计划”，从而有计划、
有步骤、有重点、有序地推进各项
工作的开展。

内蒙古首套非遗普查工具书出版
本报讯 近日，由内蒙古自

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出版的《内蒙古自治区非物质文
化遗产普查手册》与《内蒙古自
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试点
集》首发仪式在呼和浩特市举
行。这是内蒙古自治区出版的
首套非遗普查专业工具书，汉文
版共计58万字，蒙文版正在翻译
过程中。

本套非遗普查工具书对非遗
保护、普查准备、实地调查、普查
总结编写、数据及资料收集整理
等工作方式、方法进行了全面阐
述和举例说明。

内蒙古自治区于2004年全面
启动和加强了非遗保护工作。
2009年完成了第一次线索性的普
查工作，初步掌握了自治区内非
遗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情况、
生存环境、保护现状及存在的问
题。2011年组建非遗普查工作指
导小组赴鄂尔多斯市开展普查试
点工作，取得圆满成功。在此基
础上，《内蒙古自治区非物质文化
遗产普查手册》与《内蒙古自治区
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试点集》汇
编成书，这套专业工具书为进一
步摸清自治区非遗家底打下了坚
实基础。 （刘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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