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13 日至 14 日，由中国社会艺

术协会主办的首届 CAA 标准舞·拉丁

舞舞蹈艺术展演在北京国家奥林匹

克体育中心举办，邀请了北京舞蹈学

院、中国煤矿文工团艺术学院及来自

全国各地的近 200 家舞蹈培训机构的

2500余名舞者参加。

中国社会艺术协会举办此类大

型舞蹈艺术展演活动，不仅为舞蹈艺

术学员提供展示自我的舞台，同时初

步 检 验“ 中 国 社 会 艺 术 人 才 培 训 计

划”开展半年以来的教学成果，也为

未来甄选优秀的舞蹈艺术人才。

图为展演现场。

秋 天/文

中国社会艺术协会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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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松阳：“豺虎”进学堂
本报驻浙江记者 骆 蔓

《数字文化馆资源与技术基本要求》
列入国家标准计划

本报讯 近日，国家标准化

管理委员会官网公布了《2019 年

第 一 批 推 荐 性 国 家 标 准 计 划》。

在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科

技教育司指导下，全国文化馆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申报的《数

字文化馆资源与技术基本要求》

被列入本批计划。

《数字文化馆资源与技术基

本要求》由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

共文化发展中心牵头，联合安徽

马鞍山市文化馆、北京大学现代

公共文化研究基地、上海市群众艺

术馆、内蒙古自治区文化馆、浙江

宁波市文化馆、四川成都市文化

馆、江苏苏州市公共文化中心7家单

位提出研制建议，建议书于 2018年

7月通过国家标准委答辩。《文化部

“十三五”时期公共数字文化建设

规划》提出，到“十三五”末，副省

级以上文化馆普遍完成数字化，

50%以上市县文化馆提供数字化

服务。针对当前各地数字文化馆

建 设 缺 少 资 源 和 技 术 规 范 的 问

题，该标准拟对数字文化馆数字

资源建设、分类及版权，技术平台

建设与运行保障，数据采集、分析

和应用等内容提出基本要求。根

据国标研制有关规定，该标准将

在两年内完成研制，为全国各级

文化馆的数字化建设和服务提供

基本遵循。

下一步，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

共 文 化 发 展 中 心 将 以 牵 头 研 制

《数字文化馆资源与技术基本要

求》为抓手，积极推进国家数字文

化馆、文化馆（站）标准化和信息化

建设。 （陈移兵）

4月 13日晚，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非遗馆内座无

虚席，当晚的“非遗+”学堂，浙江省级非遗项目豺虎

画丽水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郑王义带来了题为《松阳

豺虎画的前世今生》的讲座。坐在记者身旁的松阳

县古市镇筏铺村村民吴伟明说：“我跟郑老师是邻

居，很喜欢他的画，一有空就去他那车库改建的作品

陈列室，看他的画，与他谈天说地。”

“以前松阳山高林密，各种猛兽很多。有一次，

一对老夫妻遇见一只受了伤的豺，就好心把它带回

家，并悉心照料，待豺养好伤后放它离开。老人膝

下有一个漂亮的女儿，山上那些成精的猛兽商议着

要来抢人，为此老人成天提心吊胆、郁郁寡欢。豺

听说后对老人说，这件事交给它来处理……”郑王

义绘声绘色的描述，紧紧抓住了听众的心，赢得满

场喝彩。郑王义说，豺虎画中是一只神化的豺和一

只老虎，豺虎的故事出自松阳，所以豺虎画也只有

松阳才有。

“第一次听这个故事，感觉很新鲜。我想这是因

为以前的老百姓对自然心存敬畏，需要这些豺虎画作

品放在家中来镇宅，以求逢凶化吉。”在松阳工作的马

敏说。

松阳县非遗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周文婷介绍，松

阳豺虎画也称为驱邪巫画，由当地神汉巫师或民间画

师以猛兽为原型，在木板、宣纸或动物甲壳上绘制而

成。豺虎画造型诡异乖张，被当地百姓供奉用以驱

邪，是民间巫文化的特殊表现方式。

松阳四周环山，古时松阳山民在生产和生活中常

常遇到山中猛兽伤害人畜、损害庄稼等不顺心的事，

对鬼神的恐惧和崇拜产生了以驱鬼逐疫为目的的巫

画。山里人通常把虎、龙、豺当成镇邪的神灵来对待，

于是便请民间画家绘制此类画像，悬挂在大门、中堂、

房间，用以避邪。驱邪巫画一般分豺虎画、豺画、虎

画、钟馗画、八卦画、紫薇星。“其中的豺画、紫薇星为

松阳所独有，它们的产生与当时的历史、政治、经济、

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因素有关。”郑王义说。

浙南山区以松阳为代表的松阳豺虎画，其起源时

间尚无考证，据郑王义了解已有千年历史。“如今对驱

邪巫画的信仰仍是松阳世俗生活的一部分，比如大东

坝的迎神赛会、竹溪拜祭都是当地村民自发组织的民

俗活动，驱逐鬼神、祈求平安，一直是村民们的良好愿

望。如今走进玉岩镇、古市镇、象溪镇、板桥乡，还能

看见一些被收藏的巫画作品。”郑王义说。

郑王义是郑家第五代豺虎画传承人，师从大伯郑

光华，后拜丁光为师。郑王义从艺近 40 年，致力于松

阳豺虎画的传承和发展，他画的豺虎画、瓯塑作品远

销我国台湾、香港以及马来西亚、美国等地。多年

来，郑王义不仅为农村百姓绘出了上万幅豺虎画，还

创新利用蔬菜、水果、岩石等自制颜料和胶水，用以

保持豺虎画鲜亮的色泽。郑王义的作品先后 5 次荣

获全国书画大奖。

郑王义祖上所画的那些豺虎画，大多被当时乡里

家境宽裕的人以几担谷或几块洋钿买走。随着经济

的发展及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加上猛兽的消失，人

们对豺虎画镇宅的需求越来越少，但郑王义依旧传承

着豺虎画作画的技巧。他坚持不懈传授松阳豺虎画

技艺，多年来授徒 100 余人，这些徒弟有的在当地已

小有名气，有的还开办了美术培训班。郑王义则连续

5 年受邀为非遗传承人群研培计划培训班的学员上

课，2018 年还成为丽水市唯一入选“中国非遗年度人

物”百强名单的传承人。

记者在松阳县非遗馆一角，看到张贴着一张“非

遗+”学堂课程的安排表，其中包括周芳娣的“古法造

纸技艺”、金康法的“松阳端午茶”、吴永明的“松阳高

腔知多少”、邱建平的“道教音乐月宫调”等，这些课程

均已安排至年底。

松阳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杨建明告

诉记者，“非遗+”学堂是以非遗传承人、本土专家授

课为主开设的课堂，以“松阳技艺”“松阳味道”“松阳

好戏”“松阳故事”为主要内容，旨在更好地推进传统

文化融入生活，推进非遗馆常态化开放，以期建立一

批松阳本土传承群体的教学队伍，培养一批热爱传统

文化的青年群体，探索文旅融合研学新模式。

“世界瑶都”更多群众吃上了旅游饭
宾 阳 李志雄

地方戏不妨在景区“住下来”
芭 蕉

在山东济南趵突泉景区有

个白雪楼戏台，每逢节假日或重

要的时间节点，都会有吕剧、京

剧等的艺术团体上台演出，台下

围观的游客“里三层外三层”，堪

称趵突泉一景。

地方戏进景区，近年来已颇

为常见，且是各美其美的好事。

对景区而言，兼具当地民俗特色

与审美的地方戏，能丰富景区的

内容，增加人气；对游客而言，到

景区游玩不仅能欣赏美景，放松

心情，更能通过看戏接触地方的

特色文化，加深对当地人文历史

的了解。

如今，各大景区纷纷致力于

丰富游玩内容，提升游客体验

感。但地方戏的“加盟”也存在

一些制约因素，很多“戏”不能真

正入“景”，存在“蜻蜓点水”“即

停即走”的现象。究其原因，笔

者分析存在如下几方面问题：一

是找不到合适的戏曲团体，由于

客观原因，一些地方的戏曲团体

数量偏少，演出水平也一般；二

是尽管有团体愿意在景区驻场

演出，但由于戏曲表演的特殊

性，演出成本较高，景区不愿承

担；三是景区对地方戏驻场演出

的受欢迎程度持怀疑态度，如演

出为公益则增加运营成本，演出

为商业则市场前景不明朗。

应当承认，地方戏在景区

“住下来”，短期内较难立竿见影

地给景区带来明显经济效益，但

从长远来看，将有利于景区打造

文化名片乃至增加客流量。对

一些景区尤其是新开放的景区

而言，不妨尝试探索景区与戏曲

表演团体的长效合作机制。比

如景区出部分资金扶持戏曲团

体发展，后者用一定场次的公益

演出来回馈这种扶持；景区通过

付费方式，邀请戏曲团体在景区

开设传统戏曲体验课，开发研学

游线路等。

在文化娱乐方式愈发多元

化的当下，可供民众休闲放松的

文化产品和服务越来越多。地

方戏通过常态化进景区，一方面

能解决部分戏曲团体的生存问

题，另一方面也能为传承当地的

优秀传统文化提供新的载体与

平台。

“ 世 界 瑶 都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金 秀 瑶 族 自 治

县，是全国瑶族支系最多、瑶族传统文化保存最为

完 整 的 县 。 但 长期以来，守着绿水青山的金秀人却

过着贫穷的日子。2015 年末，金秀有贫困村 28 个、贫

困人口 3.3万人，贫困发生率 24.4%。

近年来，这个地处大瑶山偏远山区的自治县，

通过“规划大空间、实施大项目”和“要素大配套、

服务大提升”，不断丰富特色旅游产品，打响旅游

新 品 牌 ，融 合 催 生 新 业 态 ，推 动 旅 游 产 业 快 速 发

展，扶贫攻坚成效显著。2016 年至 2018 年，全县近

4000 人实现脱贫。

金秀以发展旅游为突破口，推出一系列扶贫政

策，引导贫困群众参与旅游产业发展，更多群众吃上

了旅游饭，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

长垌乡平道村古占屯处于“莲花山—圣堂山”精

品旅游线路上，古占屯利用特色优势，着力打造具有

特色民俗文化的旅游村寨，发展特色民宿和乡村旅

游，先后被评为广西特色旅游名村、广西四星级乡村

旅游区、中国特色景观旅游名村。依托旅游业，村民

摘掉了贫困帽，过上了好日子。

金秀镇六段村种茶面积 2800 亩，人均 2.4 亩，因

旅游业的发展带动，六段村也一改贫困面貌，小村庄

生机勃勃，不少游客前往体验采茶、制茶。每年二三月

游客较少时，六段村党支部便发动群众在滴水屯、新安

屯连片种植 300多亩油菜花，游客来后，村民摆起长桌

宴，推出瑶家乐等特色旅游项目。“游客多的时候，每天

能有一两千元的收入。”六段村村民汪云玉说。

从 2013 年起，丰富多彩的瑶族民俗文化和乡村

生态景观催热了金秀的民宿旅游。大山深处，一批独

具特色的民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发展势头迅猛，逐

渐成为推动金秀全域旅游的新动力。

圣堂山脚下的金秀六巷乡大岭村是花篮瑶、盘

瑶、山子瑶 3 个瑶族支系的聚居地，村里世世代代居

住的房子保留了黄泥墙、木板楼、青瓦顶的瑶居特

色。当地人没想到的是，这些看来很土很普通的房

子，却给村里带来了发展的希望。广西上宾旅游文化

发展公司陆续投入 3500 万元开发“瑶天下”生态民宿

项目，对旧瑶寨进行改造，以瑶族建筑风格为主，结合

独特的山林地貌，配置具有地方特色的园林景观，营

造出多姿多彩的瑶寨风情。“没想到自家破旧的老宅

变得那么美，改造成民宿后还有可观的收入，真是太

高兴了。”村民蒋桂合说。

2016 年以来，金秀出台一系列政策，积极引进有

实力的民宿经营企业，打造民宿旅游品牌。在旅游资

源突出的金秀镇、忠良乡、长垌乡、六巷乡选点布局，

云山阁、瑶天下、圣堂闲居、瑶家庄等瑶族风格鲜明的

民宿先后建成营业。目前，全县有民宿 42 家，共 640

间客房、1108张床位，民宿成为金秀旅游的新亮点。

经过几年探索，金秀旅游扶贫已形成了多种值得

推广的模式。如以美村、孟村、溶洞等乡村休闲农业

旅游为典型的“亦旅亦农发展模式”；以圣堂山、莲花

山等精品景区为核心，辐射带动周边村屯旅游发展的

“景区辐射推动模式”；以古占屯民俗旅游为典型的

“易地搬迁模式”等。2016年，金秀被评为广西特色旅

游名县，同年 11 月，又被列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

建单位。2018年，全县共接待国内外游客 557.43万人

次，同比增长 29.9%；旅游总消费 47.95 亿元，同比增

长 36.96%。

六段村茶田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供图

（上接第一版）由此，华屋迎来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华屋按照统一

规划设计、统一平整土地、统一施

工建设、统一分配住房的原则，在

保留、修复部分老屋的基础上，建

成了 66 套整齐划一的居民楼房；

建成了 1.8 公里的环村柏油路，架

设了 1.5 公里高压电线路；组里设

立了卫生室、垃圾污水处理设施、

景观绿化带等，家家户户也通了

自来水，用上了放心电。如今的

华屋，错落有致的新房代替了透

风漏雨的土坯房，清洁的自来水

代替了浑浊的土井水，明亮的电

灯代替了暗淡的煤油灯，平坦的

水泥路代替了曲折泥泞的乡村小

路，村庄面貌得到极大改观。

在居住条件改善的同时，村

民组织起专业合作社，大力发展

农 业 特 色 产 业 ，形 成“ 山 上 种 油

茶、田间种蔬菜、荒坡养蜜蜂”的

产业发展格局。目前，华屋当地

已种植蔬菜 286亩、油茶 300亩、毛

竹 2000 亩、葡萄等瓜果 201 亩，养

蜂 300 余箱。除此之外，村里还设

立了农村 e 邮服务站点，帮助农户

销售农产品。

“我们利用精准扶贫的契机，

将破败的老祠堂建设成新时代村

民的文化阵地，依托‘十七棵松’

的革命故事，建设了村史馆、农家

书屋、电子阅览室、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不仅如此，我们还积极发

展旅游产业，以文旅融合助力精

准扶贫。‘十七棵松’的故事就是

我们最闪亮的红色文化名片。”瑞

金市叶坪乡综合文化站站长杨青

山说。

在瑞金市政府的支持下，近

年 来 ，华 屋 陆 续 修 建 了“ 十 七 棵

松”烈士纪念亭、红军烈士林观光

游步道等设施，通过发展集生态

观光、旅游休闲、农家体验于一体

的乡村旅游业态，把昔日贫困的

山旮旯，打造成文旅融合发展的

小 康 村 。 此 外 ，当 地 还 采 取“ 公

司+村庄”模式，引导村民自发组

建起华屋乡村旅游公司，选举产

生公司管理人员，把村子做成企

业，让村民成了股东，引导村民积

极参与旅游食宿接待、配套供应

农 副 产 品 及 旅 游 商 品 销 售 等 活

动，充分发挥广大群众在脱贫攻

坚中的主体作用。据了解，2016

年以来，华屋共引导全组 37 户人

家以闲置房屋开办农家乐，统一

装修了 120 间农家旅馆，以此接待

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

华丕懋是华屋乡村旅游公司

的管理人员之一。每当有旅行团

到 访 ，他 总 是 忙 前 忙 后 ，安 排 接

待 。 随 着 来 华 屋 的 游 客 越 来 越

多 ，华 丕 懋 看 到 了 更 广 阔 的 商

机。他与妹妹华小英创立了“华

嬷嬷泡菜”品牌，开办起生产泡菜

的工坊，利用华屋自产的百香果、

萝卜等搞起加工生产，如今已开

发出 6 个泡菜品种，在瑞金当地小

有名气，更接到了来自全国各地

源 源 不 断 的 订 单 。“ 我 们 这 里 有

山、有水、有故事，希望能够引进

更多投资，完善基础设施，打造红

色主题公园，带动餐饮、旅游纪念

品等相关产业发展，把华屋的红

色文化旅游事业做大做强。”华丕

懋说。

为传承“十七棵松”革命烈士

精神，展现华屋群众脱贫致富风

采，大型现代赣南采茶戏《十七棵

松》应运而生。该剧由瑞金市委、

市政府出品，瑞金市红色摇篮演艺

公司、瑞金市中心文化站创作演

出，入选 2018年江西省文艺精品创

作资助项目。自今年 1 月 24 日首

演以来，该剧至今已演出 10 余场，

主创团队边演出边修改打磨，场

场都取得了不错反响。“《十七棵

松》把赣南采茶戏传统表演形式

与现实题材深度结合，将视角对

准红色基因传承和新时代的脱贫

攻 坚 ，相 信 广 大 观 众 一 定 会 喜

欢。”该剧主演、瑞金市中心文化

站党支部书记、瑞金市红色摇篮

演艺公司副总经理丁辉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