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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娄底市娄星区文化馆开展的“演艺惠民·送戏下乡”来到了涟邵矿务局，为社区居民奉献了一场文化大餐。这

次演出由舞蹈、小组唱、花鼓戏、京剧等 14 个节目组成，内容精彩丰富。开场舞《吉祥》祝福所有的人们幸福吉祥，营

造了欢快活泼的氛围；独唱《前门情思大碗茶》京腔京韵；花鼓戏《补锅》、《瓜子红》腔调婉转，湘韵浓郁。伴随着广场

舞《快乐广场》,演出受到观众热烈欢迎。 张祺琪 摄

浏阳文化产业亮相上海
杨晓东

张 玲 易添麒

长沙发现长沙发现长沙发现长沙发现长沙发现长沙发现长沙发现长沙发现长沙发现长沙发现长沙发现长沙发现长沙发现长沙发现长沙发现长沙发现长沙发现长沙发现长沙发现长沙发现长沙发现长沙发现长沙发现长沙发现长沙发现长沙发现长沙发现长沙发现长沙发现长沙发现长沙发现长沙发现““““““““““““““““““““““““““““““““厨神厨神厨神厨神厨神厨神厨神厨神厨神厨神厨神厨神厨神厨神厨神厨神厨神厨神厨神厨神厨神厨神厨神厨神厨神厨神厨神厨神厨神厨神厨神厨神””””””””””””””””””””””””””””””””詹王宫界碑詹王宫界碑詹王宫界碑詹王宫界碑詹王宫界碑詹王宫界碑詹王宫界碑詹王宫界碑詹王宫界碑詹王宫界碑詹王宫界碑詹王宫界碑詹王宫界碑詹王宫界碑詹王宫界碑詹王宫界碑詹王宫界碑詹王宫界碑詹王宫界碑詹王宫界碑詹王宫界碑詹王宫界碑詹王宫界碑詹王宫界碑詹王宫界碑詹王宫界碑詹王宫界碑詹王宫界碑詹王宫界碑詹王宫界碑詹王宫界碑詹王宫界碑 湖
南
建
立
省
级
非
遗
保
护
研
究
基
地

非遗进校园 传承民族基因
———长沙市雨花区非遗进校园工作纪实—长沙市雨花区非遗进校园工作纪实

张 玲 易添麒

11 月 21 日上午 10 时左右，长沙市

雨花区明德洞井中学的操场上，刚刚

做完广播体操的孩子们又整齐划一地

做了一套舞龙操，操场上还有 5支学生

舞龙队在表演着穿、腾、越、翻、滚、戏、

缠等精彩的舞龙动作，龙的精气神在

孩子们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2011 年，雨花区本着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从娃娃抓起”的理念，将明

德洞井中学等一批学校确定为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基地，分别进行谜语、剪

纸、诗歌、舞龙的非遗传承教学工作，

探索非遗进校园的文化保护和传承经

验。而舞龙则是明德洞井中学确定的

传承项目。

非遗成为校园独特风景

对燕子岭小学这群热爱剪纸的孩

子们来说，旁人眼里美丽复杂的窗花

图案已是最基础的剪纸图案，他们信

手就能剪出。邱月是这群孩子中的剪

纸大师，刚读小学五年级的她学习剪

纸已经有 3 年。邱月兴冲冲地拉着记

者看她在长沙市第二届剪纸大赛上获

得金奖的一幅作品《猫头鹰》，这幅剪

纸作品只经过了老师在画面布局上的

一些指导，从绘制到剪纸都由她自己

独立完成。

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以来，长沙

市雨花区将学校作为传承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主阵地，对全区的中小学校进

行了摸底，因地制宜设置了 4个非遗校

园传承示范基地。非遗项目受到了孩

子们的欢迎，校园也因引入非遗文化

而有了不同的气象。

明德洞井中学的学生每周有专门

的舞龙课程，每天还会伴随着《龙之

赋》的朗诵做上一套舞龙操，这一景象

已成为明德洞井中学的独特风景。“这

套专门编排的舞龙操既能锻炼学生体

魄，又能让孩子们在其中领悟舞龙的

动作步法和这一古老艺术的韵律美。”

明德洞井中学校长彭本良说。

走进燕子岭小学，随处可见历届

学生留下的优秀剪纸作品，这些作品

在熟练的技巧间融入了儿童独有的

视角，展现了剪纸技艺校园传承的特

殊魅力。

东 方 红 小 学 则 将 谜 语 教 学 纳 入

课 堂 ，开 展 了 各 种 形 式 的 谜 语 文 化

教 学 工 作 ，还 将 整 个 校 园 布 置 成 了

谜 语 的 乐 园 ，走 进 校 园 就 像 走 进 了

谜语的世界。

因校制宜创建非遗传承基地

“舞龙、谜语、剪纸等都是在当地

有文化基础并广为流传的非遗项目。

我们根据学校的特点和非遗资源来建

设传承示范基地，并组织非遗传承人

走进学校进行授课，非遗活态保护工

作取得了更好的成效。”雨花区文化体

育新闻出版局副局长李翚说。

明德洞井中学以“龙马精神”为校

训，学校一直以龙文化来引导校园文

化建设。2007 年，洞井舞龙成功申报

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明

德洞井中学的龙文化教育与非遗项目

进校园有了很好的结合点。2011 年，

雨花区文化馆为学校介绍了一位特殊

的客人——曾获世界龙狮锦标赛金牌

的洞井舞龙湖南省级传承人周招娣。

经过周招娣的多次授课，明德洞井中

学的 4位老师成为学校教授舞龙课、建

设舞龙传承示范基地的基础力量。

今年 8月，明德洞井中学的学生破

格参加了在南京举行的第六届全国大

学生舞龙舞狮锦标赛，他们克服年龄

小、力量不足的劣势，从 70多所院校代

表 队 中 突 围 ，获 得 了 第 四 名 的 好 成

绩。“我们通过队员间默契的合作让手

中的龙更有生气。”比赛时负责舞动

“龙珠”的刘淋说。

让孩子更加亲近民族传统文化

燕子岭小学的剪纸教师张询在教

学工作中不断鼓励孩子们创作属于自

己的有童心童性的作品。“孩子们的纯

真和对美的追求十分珍贵，我希望他

们具有把美展现出来的能力，这也是

素质教育的题中之义。”张询说。

非遗课程不仅成为素质教育的点

睛之笔，还能让孩子们从小就对传统

文化心生亲近。“有人说民族文化就是

一个民族的基因，在孩子们成长的关

键时期为他们提供优秀的传统文化教

育对民族文化的传承至关重要。”燕子

岭小学校长陈益说。

多年来，周招娣一直致力于在全

国各地的校园中广泛培养舞龙的热

爱者。“传承断代是非遗传承人最担

心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培养

下一代对这些古老艺术的热爱。非

物质文化遗产需要加大宣传普及工

作的力度，非遗进校园就是培养群众

基础和传承非遗文化的重要方式。”

周招娣说。

11 月 22 日，一块刻有“詹王宫界”字

样的石碑在长沙市都正街被发现。据了

解，这是目前全国詹王庙现存的唯一实

物见证。这块石碑和都正街近期发现的

城隍庙墙砖一起，让都正街历史文化街

区的面貌在文夕大火之后前所未有地清

晰起来。

“垫脚石”竟是珍贵文物

11 月 22 日，家住都正街的余东海坐

在都正街的老巷子中与邻居聊天，看到

工人在翻修台阶，一块有字的石碑引起

了他的注意。“定王台街道办事处曾经

提醒过我们这一带的居民，在街区改造

过程中要注意留心保护可能有历史文

化价值的物品，所以我看到这块有点年

头的石碑上面有字，就觉得很特别。”余

东海说。余东海将这块石碑搬到一边，

轻轻抹掉石碑上的泥土，但见“詹王宫

界”几个大字。

余东海从小在都正街长大，儿时他

常和小伙伴们一起在附近的城隍庙和游

击坪打弹子。“这里的湖南饮食行业协会

当时非常著名，很多湘菜大师都聚集于

此。”余东海对都正街当年的厨文化盛况

还有记忆。

厨文化圣地得以验证

据了解，有着“厨神”詹王坐镇的都

正街，曾经在长沙声名赫赫。近代以来

都正街曾经是长沙酒席业同业公会的驻

地，湘菜大厨们在这里切磋讨论，创造出

众多在当今仍有重大影响的湘菜菜式。

五六十年前，这里居住的 30 多户人家几

乎家家户户都有大厨，玉楼东、潇湘酒家

等长沙有名气的餐馆都有人住在这条小

巷。湘菜宗师石荫祥、陈福彦曾是这里

的居民，新中国成立以来，这条窄巷里走

出过 4位在北京掌勺国宴的湘菜大厨。

詹 王 是 中 国 厨 师 行 业 四 大 厨 神 之

一，也是湖南湘菜行业信奉的祖师爷。

2008 年，湖南省湘菜产业促进会副会长

彭子诚为了《中国湘菜大典》的编写工作

寻到都正街，在都正街发现了疑似詹王

庙遗址的墙壁并拍摄了照片。然而，没

有寻找到证实詹王庙存在的确切实物始

终是一个遗憾。“全国很多地方都存在过

厨神庙，然而詹王庙现在在全国各地都

只余地名，没有遗址。”彭子诚说。如今，

“詹王宫界”界碑与那堵城墙成为詹王宫

存在于长沙的历史实物见证，也是都正

街作为长沙“食神”聚集地的有力证据。

这块界碑的发现让众多专家兴奋不

已。长沙著名文史专家陈先枢说，它使

都正街的厨文化圣地有了实物佐证。

演绎老照片里的城市记忆

都正街位于长沙市芙蓉区西部，毗

邻天心阁，全长 314 米，清朝时期都司衙

门、千总署、游击署曾驻于此。与都正街垂

直相邻的县正街因明清善化县署位于此而

得名，城南书院、近代各种公馆让这里在政

治军事色彩外更有厚重的文化韵味。

“都正街有着曾经的善化县衙门，驻

军的都司衙门，有曾经的文化地标城南

书院和文昌阁，有崇拜北斗星母亲的斗

姆阁，再加上这次发现的詹王宫，都正街

能够比较完整地呈现明清到近代长沙的

军事、政治、教育和文化状况。”长沙大学

历史文化研究所教授梁小进说。

如今，这条承载着长沙几百年历史

痕迹的老街将承担起延续长沙历史文脉

的责任。长沙市芙蓉区定王台街道办事

处负责人告诉记者，为寻求历史文化保

护街区与现代商业成功结合的经营模

式，提升历史街区的品位和文化内涵，现

在的都正老街正在进行历史文化街区改

造。他们将利用都正街地处天心阁下

方，西邻化龙池、东临简牍博物馆和白沙

古井的地理位置，力图让这条老街恢复

长沙美食中心的风采，同时把古城长沙

的主要历史元素连接起来，修复出一条

有长沙文化记忆的街道。

融入舞龙表演的课间操现场。

本报讯 11 月 22 日，湖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研究基地”在湖南省艺术研究院正式挂牌成立。湖南省文

化厅副厅长孟庆善为基地授牌。

湖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基地将承担全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含民 间 美 术 、传 统 音 乐 、传 统 舞 蹈 、传

统戏剧、曲艺、民间文学、民俗）保护研究的有关具体工

作，履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工作的政策咨询、宣

传职责；组织全省范围非遗普查调研工作的开展；指导

非遗保护研究计划的实施；进行非遗保护的理论研究；

举办学术、展演及公益活动，交流、推介、宣传保护研究

工作的成果和经验；组织实施研究成果的发表和人才培

训等工作。

据 湖 南 省 艺 术 研 究 院 院 长 魏 俭 介绍，为进一步加

强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工作，特别是加强以舞

台艺术为核心及与舞台艺术有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保护研究，及时总结经验、广泛深入开展调查，探索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基本规律，为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序

传承和科学保护提供有力的决策参考和专业指导，湖南

省艺术研究院成立了湖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

究基地”。

目 前 ，“ 基 地 ”已 启 动 开 展《湘 剧 志》续修、《湘剧高

腔音乐分类研究》（三册）、《祁剧传统音乐保护与研究》

等项目，并将陆续申报立项湖南地方戏各剧种项目传承

人口述史等系列课题。 （张祺琪 文 卫 陈嘉琪）

授牌仪式现场。 张祺琪 摄

日前，2013“美丽浏阳”文化产业招

商恳谈会在上海举办。来自长沙浏阳市

的“米仓”创意产业园、浏阳河生态文化

创业城、浏阳国际花炮技术学院、“浏阳

河之夜”剧场演艺 4 个文化产业项目签

约，签约总额 15.8亿元。。

长沙市副市长、浏阳市委书记曹立

军说，这种从“浏阳河到黄浦江”的招商

推介模式，来源于“浏阳河”文化品牌在

新思路下焕发出来的无限生机及创意活

力。浏阳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文化品

牌，通过文化产业的提速来提高城市发

展的软实力，增加城市文化吸引力。

2012 年，浏阳作出“重点扶持做大文

化创意产业”的战略部署，充分利用文化

资源丰富、产业要素活跃的优势，按照

“园区驱动、产业融合、集群互促、区域呼

应”的总体思路，着力打造浏阳文化产业

新优势。去年 10 月，成立浏阳市文化产

业园管理委员会，重点建设浏阳河文化

产业园，把浏阳河两岸做成“水上、岸上、

天上”同步呼应的文化消费聚集区。

今年 3月份开始着手打造的“智慧浏

阳河”文化创意孵化基地，利用浏阳河畔

已有的 5 万多平方米商业街区，注入“智

慧浏阳河”的文化价值和“文化创意”的

产业导向，将街区规划为“水岸风情文化

街”“创意孵化中心”“美食文化街”和“文

化商贸中心”。

浏阳河文化产业园以“浏阳河”“浏

阳花炮”两大核心文化品牌为线索，塑

造“红绿相间、山水灵动、名歌婉转、焰

火闪亮”的“浏阳河”文化品牌新形象，

将“浏阳河”塑造成湖湘文化品牌新标

杆，构建以完善“欢乐浏阳河”群众文化

活动平台、“智慧浏阳河”文化产业思想

实践平台、“浪漫浏阳河”文化旅游产业

平台为内容的“浏阳河”文化价值新体

系。今年 10 月，以“心中那首歌，最美

浏阳河”为主题，举办了浏阳河首届音

乐节，七大活动 37 场演出，20 多万群众

参与互动。

浏阳烟花历史悠久，文化品牌价值

1028 亿元，居全国第七位，去年实现销售

总额近 300 亿元。在当前烟花行业面临

环保提质、文化价值提升的双重考验下，

该市将烟花与科技、文艺、美学、民俗学、

景观环境学、色彩学、动漫技术融合，充

实产品的文化张力，提高浏阳烟花的文

化内涵和品牌文化价值。

除了产业本身的创意升级，园区还

通过产业之间的跨界融合，创新了“浏阳

烟花绣”的文化新品牌，投资 280 万元建

设了“浏阳烟花绣艺术展示馆”，用湘绣

技术绣烟花美景，将瞬间的烟花灿烂固

化为湘绣的永恒静美，开创了烟花衍生

文化产品的新领域。“烟花陶”“烟花泥

塑”、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创意中心以及

立足前沿的浏阳河艺术品金融平台等，

也已在策划和规划中。

本报讯 近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遗产中心传来消息，世遗中心对湘

西土司遗址联合申遗预审文本的完整

性核查评审完成，并且顺利通过，湘西

永顺县老司城申遗工作进入最后的冲

刺阶段。这也意味着湖南世界文化遗

产有望实现零的突破。

老司城遗址位于湘西永顺县灵溪

河畔，遗址核心区考古发 掘 工 作 基 本

完 成 ，发 掘 面 积 4800 平 方 米 ，勘 探

面 积 2 万 平 方 米 ，出 土 各 类 文 物 5 万

余 件 。 老 司 城 是 古 溪 州 彭 氏 土 司 政

权 的 政 治 、经 济 、文 化 和 军 事 中 心 ，

该 政 权 自 五代后梁开平四年（910 年）

开始，直至清雍正五年（1727 年）改土

归 流 结 束 ，共 世 袭 27 代 、35 位 土 司

王。该遗址总面积 25 平方公里，完整

反 映 了 古 代 中 国 西 南 地 区 土 司 及 土

司 制 度 的 产 生 、发 展 和 消 亡 的 全 过

程 ，具 有 全 球 范 围 的 突 出 普 遍 价 值 ，

符合申请文化遗产多项要求，被国家

文 物 局 确 定 为 2015 年 中 国 申 报 世 界

文 化 遗 产 唯 一 项 目 。 世 遗 中 心 要 求

中国政府必须在 2014 年 1 月 31 日 17

时 前 递 交 正 式 文 本 。

老司城遗址申遗涉及本体保护、

陈 列 展 示 、环 境 整 治 、配 套 设 施 和 利

益相关者五大类 35 个项目，总投资约

5.189 亿 元 ，目 前 已 完 成 8 个 项 目 ，剩

下 的 27 个 项 目 必 须 在 2015 年 7 月 前

全面完成，届时世遗中心专家委员会

和 世 界 遗 产 大 会 对 申 遗 文 本 表 决 通

过，申遗工作才算结束。 （石 月）

湘西永顺县老司城申遗进入冲刺阶段

本报讯 11 月 22 日，湖南省老干部

大学为庆祝成立 25 周年举行了隆重的

纪念大会，并进行了文艺会演。

会上，湖南省老干部合唱班表演的

湖南省老 干 部 大 学 校 歌 ，声 乐 提 高

班 的《四 渡 赤 水》。 老 干 部 艺 术 团

的 舞 蹈《欢 聚 一 堂》、京 剧 班 的《穆

桂 英 挂 帅》以 及 老 干 部 艺 术 团 压 轴

舞 蹈《盛 世 鸿 姿》都 引 来 现 场 观 众

阵 阵 掌 声 。

文 艺 会 演 结 束 后，原湖南省委书

记熊清泉，原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夫

生、副主任沈瑞庭等上台和演员合影

留念。 （余传棣） 图为湖南省老干部合唱班在表演。 余传棣 摄

湖南省老干部大学举行校庆文艺会演湖南省老干部大学举行校庆文艺会演

三湘掠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