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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多措并举探索非遗保护新模式
张 英

今年，国家重点文物

保 护 单 位 柳 子 庙 游 人 不

断，据永州市相关部门统

计，1 月至 10 月，该地共接

待各类游人 5.2万人次，创

历 年 最 高 游 客 数 。 图 为

11 月 27 日，游客在柳子庙

参观。

杨万里 吕娟娟 摄

义演募捐现场 李 洋 摄

三棒鼓擂台赛上，民间艺人们的表演引来观众喝彩。 张 军 摄

年近古稀的黄民祥身怀绝技，能演

奏二胡、竹笛、葫芦丝、唢呐等 10 余种乐

器。他还有一口同时吹两支侗笛的绝

活，并把这项绝技“吹”遍了大江南北，

折服了无数观众。

11 月 22 日，由湖南绥宁县委宣传

部、邵阳市音乐家协会主办的《黄民祥

从艺 45 年师生演奏音乐会》在邵阳市楚

雄大剧院上演，黄民祥和学生们表演的

琵琶独奏《大浪淘沙》、侗笛独奏《鼓楼

月夜》、葫芦丝独奏《侗乡之夜》、二胡独

奏《洪湖人民的心愿》等精彩节目轮番

上演，让观众乐享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民

乐视听盛宴。

今年 67 岁的黄民祥出生于绥宁，湖

南省音乐家协会会员。黄民祥从小酷

爱音乐，尤其喜欢吹唢呐。那时他一直

渴望购买一件自己喜欢的乐器，可从小

因为家庭贫困，这个愿望在当时无法达

成。一次，大哥给了他 70 元钱，这让黄

民祥喜出望外。“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当时一个月的工资才几十元。我没有去

买衣服，而是直奔乐器店花 5.3元购买了

一把京胡，后来又买了把二胡。”回忆当

时的情景，黄民祥仍兴奋不已。

从此，勤奋学习乐器的黄民祥更加

努力了，就连课余时间他都不放过，抱

着 二 胡 跑 到 学 校 操 场 上 琢 磨 、练 习 。

1970 年 ，黄 民 祥 考 进 绥 宁 县 文 工 团 。

一开始，黄民祥在剧团搞样板戏，先后

出演过京剧《红灯记》中的李玉和、小

歌剧《换谷种》中的生产队长杨四龙等

角色。虽然没有参与演奏乐器，但只

要有空，他就会站在舞台旁看着乐手

们演奏。

后 来 剧 团 缺 二 胡 演 奏 员 ，同 事 苟

艺英发现他拉得很不错，于是向领导

推荐，被调整为乐手，从此开启了他 40

多年的民乐演奏生涯。1978 年，剧团

考虑组建一个琵琶队，可一连应聘了

好几个，结果都不理想，而只学了半年

琵琶的黄民祥却通过了考试，这让他

既意外又惊喜。为了能弹出一手好琵

琶，黄民祥一股脑地钻进了琵琶的学

习当中，不分昼夜地弹，经常凌晨 4 时

起床迎着凉飕飕的河风弹奏，中午就

躲在厕所里练功。正是这股韧劲和勤

学苦练，使他很快掌握了琵琶的弹奏

技巧。

此后，黄民祥还学习了小号、萨克

斯、竹笛、葫芦丝等乐器，并且都一一练

得掌控自如、游刃有余。“刚开始看别人

弹奏得特别好，就想学，于是在旁边看

人家怎么拉、怎么用指法，自己用心地

琢磨和练习。刚开始连一小段前奏都

拉不好，练习多了，就熟练了。”黄民祥

如是说。

为什么会这么多种乐器呢？黄民

祥坦言，只希望自己能多学几样，多玩

几样，给自己的生活增添一丝快乐。

黄民祥酷爱音乐和乐器，对民族乐

器更是情有独钟。他到广西三江侗族

自治县，得知当地侗族有一种侗笛很有

特色，便自费到当地向艺人拜师学艺。

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他嘴里都

会含着一支侗笛，笛不离手。多年的勤

学苦练，他把侗笛吹得出神入化。为了

让侗笛更有表现力，他五上三江，根据

自己的需要请工匠制作了一支又一支

侗笛。

侗笛是侗族独特的吹口气鸣乐器，

在湘、黔、桂三省区交界的侗族地区非

常流行。侗笛的音色柔美、明亮，介于

竹笛与洞箫之间，明朗而不浮华，甜美

而不消沉，并富有浓郁的山野风味，是

侗族乐器中的佼佼者。它是以水竹为

材料，每次表演前都要用水浸泡，以保

证声音饱满，一般只适于吹一些简单的

小调，无法在舞台上演奏复杂的乐曲，

必须与其他乐器配合才能完成。黄民

祥经过长期摸索、训练，与邵阳市作曲

家邓玉华、音乐创作人佘刚林合作创作

出可以独奏的曲目，如《鼓楼月夜》、《竹

林春风》等。

1992 年，黄民祥参加了全国文艺调

演，他同奏两支侗笛的表演获得群星

奖，从此一举成名。后来，他发现侗笛

的演奏很有特点，气息往前，而横笛的

气息是向下的，于是他又为侗笛写出了

专门的乐谱。

在 演 奏 上 ，他 博 采 众 长 、虚 心 好

学。虽年近古稀，但他的身影经常活

跃在全省乃至全国的舞台上。他表演

的侗笛独奏《鼓楼月夜》曾荣获全省文

化馆站文艺调演金奖、第二届全国音

乐舞蹈大赛银奖、2006 年湖南省首届

少数民族文艺调演一等奖。2007 年，

他的侗笛独奏《竹林春风》代表邵阳参

加 全 省 迎 国 庆 文 艺 调 演 获 银 奖 ，2011

年获全省老年大学文艺调演最佳表演

奖、2013 年获全省“欢乐潇湘”文艺会

演银奖。

黄民祥介绍，他的两支侗笛，声调

高低不同，一支是降 B 调，一支是 F 调。

如今，他同吹两支侗笛的功夫已经炉火

纯青。黄民祥说，退休后除了一周三次

在市老年大学授课，周末给学生上琵

琶、葫芦丝课外，其余时间他都用在了

轮流练习乐器上。

“我这一生不求名利，与世无争，只

愿日子平平稳稳。”黄民祥老人将自己

的人生感受娓娓道来。

黄民祥：在乡间涂抹多彩的民乐风景
陈贻贵 伍军华 陈 星

三湘掠影

本报讯 “ 给 我 来 一 份 ！”日

前，长沙市天心区文明办、天心区

文体新局、天心区文化馆联合区星

宫艺术团举办的“天心区文化馆学

雷锋志愿者行动义卖演出”活动在

长沙市太平老街宜春园古戏台举

行，吸引了众多市民的参加。

义卖活动帮助的主人公名叫

王露果，18 岁，是浏阳市一中一名

成绩优异的中学生。正在她努力

攻读的时候，发现身上有部分皮肤

变青，检查之后被确诊为白血病，

反复的治疗，不仅花光了家里的积

蓄 ，还 欠 下 了 许 多 债 。 为 了 帮 助

她，许多工作在文化战线的志愿者

们凑到了一起，举办了这场温馨感

人的义演活动。

离演出还有两个小时，义工们

已在布置展台，爱心志愿者们也将

用于义卖的产品搬到了现场。下

午 3 点，学雷锋文化志愿者上台进

行了精彩的文艺表演，之后，王露

果 的 父 亲 讲 述 了 王 露 果 的 病 情 。

不少人慷慨解囊。有的人，看到产

品所剩不多，索性直接捐款。

据天心区文化馆负责人介绍，

近年来，该区“学雷锋”从官方自觉

走向了民间自觉，自身主导的助人

活动在民间与日俱增，尽管没贴上

“学雷锋”的标签，却体现着雷锋精

神的本质。学雷锋由注重形式走

向了注重本质。社会尤其是文化

界将雷锋精神贯穿于日常教学活

动中，学雷 锋 正 在 成 为 生 活 的 常

态 。 再 者 ，学 雷 锋 的 政 治 意 味 逐

渐淡化，学雷锋的目的，是让人们

相 互 关 爱 ，传 递 温 暖 。 这 次 活 动

是将纪念形式的学雷锋变成真实

的捐助，通过实实在在的措施，结

合 文 化 馆 本 身 的 职 能 优 势 ，弘 扬

雷锋精神，帮助弱势群体。

（李 洋 谢 兰）

长沙文化志愿者义演义捐

三湘动态

本报讯 11 月 28 日，由湖南日

报报业集团、醴陵市政府、湖南省美

协、省书协等单位联合主办的“艺象

粲然·澍群 90 书画展”在湖南省画院

美术馆开幕。

澍群，原姓贺，号异寰，字启宇，

生于 1925 年，湖南醴陵人，中国书画

研究院艺术委员会委员。青年时期

先后就读于华中高级艺术师范与武

昌艺术专科学校，1949 年参加中国

人民解放军，从事美术工作。1969

年转业到湖南日报社，担任美术编

辑，其艺术成就已收录于《当代中国

书法艺术大成》、《中国当代国画家

辞典》、《中国当代书法家辞典》、《世

界美术家传》、《湖南省志》等。

此次展览共展出澍群绘画作品

90 幅，题材以花鸟为主，风格独特。

展览现场还首发了新书《澍群画集》

和《澍群艺术文集》。 （陈 薇）

澍群 90幅绘画作品展出

本报讯 11 月 29 日，湖南衡南

县美术家协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

暨“水之韵”书画笔会。衡阳市文联

主席林乐伦、市美协主席颜志武及

衡南美协全体会员约 70 余人出席了

会议。

衡南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黄

科卫要求全体文艺工作者，认真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

上的重要讲话，领会讲话精神，并贯

彻到艺术创作的实践当中。

全体会员在衡南县文化馆观摩

了由衡南县水利局、衡南县美协联

合举办的“水之韵”书画笔会活动，

林乐伦、颜志武等 11 位书画家现场

挥毫泼墨，以示庆贺。 （谭 绩）

衡南县举办“水之韵”书画笔会

本报讯 11 月 28 日，国内首部

以姓氏文化为题材的三维动画力作

锦绣神州之《姓氏王国》项目发布会

在长沙举行。《姓氏王国》将陆续在

全国各电视台、网络媒体播发，紧随

其开播，其系列衍生玩具将通过各

地实力玩具经销商销往全国，将逐

步形成以动漫内容输出为核心、节

目发行、衍生品研发、销售于一体的

综合产业链。

据《姓氏王国》创作人员介绍，

该片以故事的形式解读《百家姓》，

运用当前国际化的三维动画制作技

术，力求将人们耳熟能详的百家姓

同姓氏背后的典故与青少年感兴趣

的励志、热血主题融合。“故事不仅

只讲姓氏来源，还通过一些事情的

经历，如片中主人公对身世的探索，

对亲人的眷恋，对友情的珍惜，传递

了健康向上的正能量，弘扬了真善

美的价值观。”

湖南锦绣神州影视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董事长周斌认为，动漫产业的

发展，内容最终要为产品服务，要为产

业服务。我们要实现延续性发展、长

久性发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三

维动画片《姓氏王国》抢占了行业发展

先机，走出了一条动画艺术片的产业

发展之路，为新时代“动漫湘军”的崛

起增添了光辉的一笔。 （邓雅琴）

三维动画片《姓氏王国》首发

为加强湘鄂渝边区文化交流与合

作，推动武陵山区非遗的保护和传承，11

月 26日至 28日，中国武陵山区（湘西·龙

山）首届三棒鼓擂台赛暨龙山县非遗保

护节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举

行。活动期间，来自湖北、重庆、湖南三省

18个县市的三棒鼓参赛队伍齐聚一堂，过

五关斩六将，进行激烈的技艺比拼。

三棒鼓是流传于湘鄂渝边区的一

种民间地方曲艺，它以西南官话为语言

材料，以演唱为主，辅以精彩的刀技和

杂耍，讲究韵脚，语言风趣，雅俗共赏，

深受湘鄂渝边区群众的喜爱。自上世

纪 80 年代始，龙山县兴隆街乡就成立了

三棒鼓协会。2007 年，龙山三棒鼓被列

入湖南省非遗保护名录。

龙 山 历 史 悠 久 ，民 间 文 化 资 源 丰

富 ，有 着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十 大 类 215

项。近年来，为了弘扬当地的特色文

化，推动非遗项目的保护和传承，龙山

县积极创新、多措并举，探索非遗保护

新模式。

坚持以传承人为核心

“ 我 自 觉 遵 守《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法》，切实履行传承义务，积极开展传承

活动，努力培养后继人才。妥善保存相

关资料，配合进行调查挖掘，主动参与

非遗宣传，不计名利，不计得失，弘扬真

善美，传递正能量，争做一名德艺双馨

的传承人。”11月 26日，在中国武陵山区

（湘西·龙山）首届三棒鼓擂台赛的开幕

式上，国家、省、州、县四级的百余名非

遗传承人集体宣誓，对传承和弘扬非遗

庄严表态。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非遗，作为

非遗大县，龙山县坚持以非遗传承人为

中心，积极推动非遗保护和传承。

首先，出台了《龙山县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管理办法》，明

确了非遗传承人必须“熟练掌握非物质

文化遗产、在特定领域内具有代表性、

在一定区域内具有较大影响、积极开展

传承活动”等条件。近年来，龙山县共

申报或认定国家、省、州、县四级非遗传

承人 172 人，其中国家级 6 人，省级 14

人，州级 42人，县级 146人。为了广泛宣

传各级传承人，相关部门在此基础上围

绕传承人录制专题片 200 余部，记录了

非遗项目的表现形式、技艺、技能和知

识等，并在当地电视台开设专栏，对四

级传承人进行集中展示。

其次，不断规范传承人管理。完善

传承人档案，对濒临失传的非遗项目及

年迈的传承人进行拍摄、记录，形成电子

数据库。明确传承人在带徒数量和技艺

传授等方面的义务，相关部门与传承人

签订责任书。此外，龙山县非遗中心根

据传承活动开展情况，对非遗传承人统

一考核，对优秀的传承人进行表彰。

打造品牌节会

11 月 27 日，在武陵山区首届三棒

鼓擂台赛总决赛的舞台上，来自重庆

市酉阳县，湖北省来凤县、宣恩县，湖

南省龙山县、花垣县、桑植县等湘鄂渝

边 区 的 5 个 县 市 竞 相 争 艳 ，参 赛 的 33

支队伍围绕中国梦、湘鄂川黔革命根

据地的辉煌历史、中国上下五千年、武

陵山区的文化特色等 50 个方面的主题

临场发挥，加上绝妙的杂耍表演，令观

众连连叫好。此次大赛群众参与性颇

高，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要将此项活

动持续办下去。

早在 1993 年和 2007 年，龙山县就

举办了湖南龙山土家族摆手节。通过

举办品牌节会，一批具有浓郁土家族

特色的非遗展演精品应运而生。例如

土家族打溜子《锦鸡出山》、溜子说唱

《岩生哥的婚事》等，其中，《毕兹卡的节

日》和《岩生哥的婚事》走进了国家大剧

院，《舍巴乐》参加了中国首届农民艺术

节，《猎归》参加了上海世博会的展演。

打造品牌节会和节目的同时，龙山

县还注重培养品牌传承人。通过组织

代表性传承人参加各级各类展演，申报

各类奖项和荣誉，田隆信、刘代娥等代

表性传承人走出龙山，走向全国乃至全

世界的舞台。

截至目前，龙山县获得“全国文化

先进县”“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土家织锦之乡（苗儿滩）”等荣誉，有力

推动了当地非遗项目的传承和发展。

推动阵地建设

阵地建设是非遗传承和保护的基

本保障。为了确保非遗保护的阵地建

设，2007 年，龙山县成立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中心，为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

位。该县县委、县政府成立了非遗保护

领导机构，明确文物局等 13 个职能部

门为成员单位，并提出实施“生态文化

旅游兴县”战略，形成了领导有力、齐抓

共管的非遗保护格局，并通过多渠道筹

集非遗保护经费 ，加 大 非 遗 保 护 的 资

金投入。

目前，龙山县已创办 4 个州级传习

所，2 个州级非遗生产性保护基地，另

外，9个传习所正在筹建中。

同时加强民间队伍建设，扶持成立

民间戏曲队 11 个……成立了土家织锦

专业委员会，三棒鼓协会等民间社团组

织，巩固了非遗传承的阵地建设。

龙山县计划用 3 年时间，完成全县

30 个乡镇文化体育活动广场的建设，实

现“一乡一广场”建设目标，积极筹建以

公共文化服务为主题的龙凤文化产业

园，打造土家族民族文化标杆，进一步

推动非遗项目传承和保护的阵地建设。

演员在进行动漫人物秀 王益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