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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武威非遗：

与生活相融 与时代同行
刘伟哲

夏至刚过，小麦归仓，皖北平

原 逐 渐 进 入 一 年 中 最 热 的 季 节 。

天一擦黑，安徽省灵璧县游集镇的

乡村文化广场成了农民纳凉的好

去处。大鼓一敲，月牙板一响，村

民尤计红在家里就坐不住了，拎起

小板凳，直奔镇文化广场。“镇里纳

凉书场的琴书要开唱了，去晚了可

找不到好位置。”尤计红说。

“今年入夏，广场举办了好几

次纳凉书场，每次我都来。多少年

没听过大鼓、琴书了，年轻时我也

能 哼 几 句 ，一 听 鼓 响 我 就 心 痒

痒 。”尤 计 红 紧 赶 慢 赶 还 是 来 晚

了 。 第 一 排 位 置 被 几 位 老 人 占

了，听琴书的村民一层层围上来，

越 聚 越 多 。 和 记 者 聊 天 的 同 时 ，

尤计红的眼睛也没舍得离开台上

的 表 演 。“这 段 好 ，拍 下 来 发 个 朋

友圈！”尤计红说。

“轻敲大鼓定准音，扶贫政策

暖人心……”一面鼓、几张琴，数位

非遗传承人组成的乡土“文艺轻骑

兵”，用传统戏曲传唱着新 时 代 移

风 易 俗 、脱 贫 攻 坚 和 党 的 惠 民 新

政。夜风中，乡音浓郁、铿锵婉转

的 琴 书 、大 鼓 让 纳 凉 的 村 民听得

入迷。

大鼓、琴书、柳琴戏、唢呐……

古 老 的 传 统 戏 曲 文 化 ，曾 深 深 根

植 于 广 袤 的 皖 北 乡 村 田 野 。“ 灵

璧 大 鼓 一 代 代 流 传 下 来 ，纳 凉 书

场活动给我们这样的草根艺人提

供 了 展 示 传 承 传 统 曲 艺 的 平

台 。”灵 璧 大 鼓 非 遗 传 承 人 顾 小

梅告诉记者。

灵璧县发挥千年古县的传统

文化资源优势，组织民间非遗传承

人、乡贤能人、文化骨干成立文化

志愿者服务队和文艺小分队，走进

田间地头、学校、社区，开展纳凉书

场、非遗进村、非遗进校园等活动，

群众自编自演，进行政策宣讲、传

唱文明乡风。

针对基层群众文化的新变化和

新特征，灵璧县以乡镇文化站为纽

带，发掘当地优秀传统文化，调动农

民群众的文化主动性，打造“一乡一

村一品”“一街道一社区一特色”文

化活动，促进乡风文明建设。

“以前农村的夜生活就是打麻

将、摸牌九，现在生活富裕了，农民

也需要更加丰富的精神食粮。县

里鼓励各乡镇依托自身的文化资

源丰富农民的文化活动，纳凉书场

就是我们游集镇的文化创新。”纳

凉书场活动的牵头人、灵璧县游集

镇文化站专职宣传员尤传化告诉

记者，他用身边素材编写了几十首

唱词，用身边事感化身边人，群众

都爱听。

73 岁的游集镇村民鲁作民脾

气 倔 、爱 斗 气 。 尤 传 化 听 说 鲁 作

民 从 小 跟 母 亲 学 唱 柳 琴 戏 ，还 会

弹 柳 琴 ，就 动 员 他 加 入 游 集 镇 文

化志愿者服务队。如今鲁作民成

了纳凉书场最积极的骨干演员之

一 。 一 有 空 ，他 就 和 其 他 志 愿 者

一起排练节目、切磋琴艺，村民眼

里的“倔老头”变成“老文青”。“只

要 一 唱 柳 琴 戏 ，什 么 烦 心 事 都 没

有了，越忙越精神。宣传正能量，

自己也舒坦。”鲁作民笑着说。

距离游集镇不远，已实现贫困

村出列的朱集乡湖光村依托村里

的文化宣传队，组织村民自编自演

自办春节联欢会、读书会、美好湖

光征文赛。“越来越多的村民主动

献计献策、关心村里的发展，乡风

村貌焕然一新。”湖光村驻村工作

队队长王腾说。

6 月 22 日至 28 日，由文化和旅游

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主办，民族民间

文艺发展中心指导，甘肃省文化和旅

游厅承办的 2019年度第 3期基层非遗

保护工作队伍培训班（甘宁新片区和

新 疆 建 设 兵 团）在 甘 肃 省 武 威 市 举

办。业内专家就非遗保护的探索实

践、传播与展示等话题与学员开展交

流。当地工作者自觉传承非遗的使

命感与责任感令专家及培训班学员

印象深刻。

武威古称凉州，历史上曾经是丝

绸之路要冲，河西四郡之一。在漫长

的 历 史 岁 月 中 ，当 地 孕 育 了 内 容 丰

富、种类繁多、特色鲜明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武威市现有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5 项，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31 项，市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49 项，其

中，以凉州攻鼓子、凉州贤孝为代表

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绽放着浓郁的

民族特色和原生态之美。

胡同里的说唱传承

凉州贤孝是流传在武威市凉州

区的一种民间说唱艺术，于 2006 年被

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在凉州区的一个小巷子里，一

间涮羊肉酒馆竟成了凉州贤孝活态

传承的传习馆。

这间酒馆的全名叫“王哥放羊涮

羊肉酒馆”。《王哥放羊》是我国西北

地区流传久远的一首民歌，以凉州贤

孝为主唱词，深受群众喜爱。“凉州贤

孝劝贤行孝弹三弦唱人生百态，王哥

放羊涮肉纵酒执一念说尘世万缘”是

餐馆老板赵永成对这家餐馆的诠释，

而“讲述凉州老故事，传承西凉老手

艺”是这家酒馆的主题。

这间餐馆近一半面积搭建了非

遗传承人日常展演的平台，包括室内

直播展台和室外展演平台，还摆放了

投影、音响设备，除了贤孝表演者可

以随时演出外，还有很多年轻人在这

里做直播。“不仅要让老年人听，更要

培养年轻人去接受、喜欢非遗，进而

主动传承非遗文化。”赵永成说。

“让非遗融入现代生活”是赵永

成开设“王哥放羊涮羊肉酒馆”的理

念 。 赵 永 成 在 武 威 长 大 ，他 渐 渐 发

现 ，三 五成群的贤孝弹唱艺人不见

了。“想到故乡，我脑海里的场景就是

喝着小酒、涮着羊肉、听着贤孝。我想

把这种生活场景复原出来，把贤孝重

新带回我们的生活，让大家觉得吃饭

的时候没有贤孝就没有胃口。生活就

需要这么点‘调调’。”赵永成说。

这座将非遗与日常生活有机结合

的涮羊肉酒馆，让培训班学员颇有感

触。大家纷纷表示，实现非遗可持续

传 承 与 发 展 ，就 必 须 挖 掘 其 时 代 价

值 ，这 样 非 遗 才 有 生 存 的 空 间 和 舞

台。把从前非遗的生存场景复原出

来，与当下生活有机结合，是把非遗

拉回生活的有益尝试。

攻鼓子打出精气神

非遗不仅要“活”起来，更要传下

去。这是许多专家和培训班学员的共

同认知。当看到凉州区四坝镇九年制

学校的孩子们表演的国家级非遗代表

性项目——凉州攻鼓子后，学员们对

“非遗传承要从青少年抓起”有了更深

刻的体会。“非遗进校园在让更多青少

年体验传统技艺、感受非遗魅力方面

取得了实效。”一名学员说。

“一队古装黑衣武士，一阵由轻而

重、由缓而急的隆隆鼓声，将观舞者带

入金戈铁马的古战场……”被誉为“西

部鼓魂”的凉州攻鼓子是流传于武威

市 凉 州 区 四 坝 镇 杨 家 寨 的 一 种 民

间鼓乐舞蹈，于 2008 年入选第二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四坝镇九年制学校长期开展攻

鼓子传承实践活动。1990 年“六一”

演出时，长期思考怎样把攻鼓子搬

上舞台的原四坝镇小学教研主任蔡

延就策划了一场攻鼓子会演活动。

他 把 会 打 攻 鼓 子 的 家 长 都 组 织 起

来，到学校教孩子们。于是在演出

中，孩子们的攻鼓子表演非常火爆，

给了蔡延继续在学校传承攻鼓子的

决心和力量。

于 是 ，蔡 延 便 同 四 坝 镇“ 杨 家

会”第六代传承人、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鼓舞凉州攻鼓子）代表性传

承人杨门元一起，开启了“攻鼓子进

校园”的探索。“父辈跟我们讲，攻鼓

子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到我们这

一代千万不能丢了，而且要传承得

更好。”抱着这种信念，杨门元加入

了“攻鼓子进校园”的传承中。

随着该校持续开展的攻鼓子培

训和一系列外出交流展演，孩子们

用攻鼓子打出的精气神感染了所到

之处的人们。“20 多年来，攻鼓子在

四坝镇九年制已经形成了系统的校

本 课 程 。 作 为 向 下 一 代 传 承 攻 鼓

子 的 一 员，当凉州攻鼓子被列入国

家级非遗名录的时候，我感到非常自

豪。”蔡延表示。

可持续才有未来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文化音符，

马、鼓、歌、舞是武威最重要的文化符

号。唯有动态的、活态的传承，才能激

发出地方文化传承的活力。据武威市

文体广电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

年来，武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以

非遗保护规划为统领，展示展演为抓

手，搜集整理为措施，培训培养非遗项

目传承人为重点，对外文化交流为突

破，取得了丰硕成果。25 个非遗传习

所得到挂牌保护、凉州区四坝镇和天祝

县天堂镇先后被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

艺术之乡”、凉州贤孝入选甘肃文化符

号、凉州攻鼓子荣获甘肃省敦煌文艺奖

一等奖和甘肃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

工程”奖……

一路走来，培训班学员表示，坚持

“科学保护，提高能力，弘扬价值，发展

振兴”的工作思路，大力实施非遗传承

发展工程，不断完善政策法规体系，夯

实基础性工作，才能进一步提升非遗保

护传承水平，充分发掘非遗的历史价

值、时代价值，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

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我们廿六种民族的代表，代表全

普洱各族同胞，慎重地于此举行了剽

牛，喝了咒水，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

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誓

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

斗！此誓。

以 上 铿 锵 有 力 、掷 地 有 声 的 誓

言，就是位于云南省普洱市宁洱哈尼

族彝族自治县的民族团结誓词碑的

碑文。这座誓词碑是在 1957 年元旦，

由原普洱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

议代表们所立。

新中国成立初期，云南民族杂居

地区普遍通过召开各族各界代表会

议成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1950 年

底，中共宁洱地委、普洱区行政督察

委员会召开了普洱区第一届兄弟民

族代表会议，全区 26 个民族的代表、

党政军领导共 300 余人参加会议，共

商民族团结、建设边疆之大计。普洱

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议的召开，

为不久之后普洱区民族民主联合政

府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1950 年 10 月 1 日 国 庆 期 间 ，中

央人民政府决定从全国的兄弟民族

中 选 派 代 表 赴 北 京 参 加 国 庆 典

礼 。 大 多 数 民 族 代 表 就 是 该 民 族

的 头 人 ，由 于 当 时 云 南 解 放 不 久 ，

新 政 权 刚 刚 建 立 ，这 些 人 对 被 选 派

为 代 表 外 出 参 加 活 动 抱 有 思 想 顾

虑 。 当 地 派 出 大 量 干 部 ，深 入 山 寨

开 展 艰 苦 细 致 的 动 员 工 作 ，于 是 ，

召 存 信 、拉 勐 、李

保 等 35 名 各 民 族

的 土 司 、头 人 及

随 员 兼 翻 译 ，共

计 43 人 组 成 了 普

洱 区 赴 京 国 庆 观

礼 民 族 代 表 团 。

代 表 团 先 后 受 到

云 南 省 党 政 军 领

导 、西 南 区 党 政

军 领 导 的 热 情 接

待 ，在 首 都 国 庆

观 礼 期 间 ，受 到

毛 泽 东 主 席 等 党

和 国 家 领 导 人 的

亲 切 接 见 。 代 表

团 先 后 参 观 了 北

京、天津、南京、上

海、武汉、重庆、昆

明等城市，加深了

对 伟 大 祖 国 的 认

识，深感新中国的

温暖，更加拥护中

国 共 产 党 和 中 央

人民政府。同年 12 月 26 日，普洱区

赴 京 国 庆 观 礼 民 族 代 表 团 回 到 普

洱 ，参 加 普 洱 区 第 一 届 兄 弟 民 族 代

表会议。

1950 年 12 月 27 日，普洱区第一

届兄弟民族代表会议召开。赴京代

表 召 存 信 、拉 勐 、岩 火 龙 等 先 后 在

会 议 上 发 言 ，传 达 近 3 个 月 在 国 庆

观礼活动及来回途中的所见所闻。

在随后举行的普洱区第一届兄弟民

族 代 表 会 议 讨 论 会 中 ，代 表 们 提 出

要 以 少 数 民 族 的 方 式 纪 念 这 次 会

议 ，让 子 孙 后 代 都 知 道 这 是 一 次 兄

弟民族团结的大会。拉祜族代表李

保 还 建 议 以 佤 族 的 方 式 发 誓 ，以 表

诚 心 。 其 他 民 族 代 表 也 纷 纷 表 示 ，

喝鸡血酒发誓，是傣族、拉祜族、布

朗 族 、哈 尼 族 以 及 汉 族 结 拜 弟 兄 的

仪式。经过商议，主席团一致同意，

按照佤族的传统习俗，举行剽牛、喝咒

水仪式，盟誓建碑，以志其事。

1951 年元旦，佤族代表拉勐在宁

洱红场剽牛，他见到剽口朝上，牛头

倒向南方，都预兆吉利，高兴得又舞

又唱，高喊：“共产党好，毛主席好！”

李 保 将 鸡血 滴 在 盛 满 酒 的 大 碗 和

装 有 咒 水 的 木 桶 中 ，在 主 席 团 的 代

表 们 都 喝 完 以 后 ，由 大 会 主 席 张 钧

带 领 大 家 集 体 宣 誓 ，48 位 代 表 在

红 布 上 签 名 ，并 将 誓 词 和 签 名 镌

刻 在 石 碑 之 上 ，民 族 团 结 誓 词 碑 制

作完成。

民族团结誓词碑高 142 厘米、宽

65 厘米、厚 12 厘米，用白色石灰石雕

刻而成。民族团结誓词碑始立于宁

洱红场，1985 年 12 月 15 日，普洱哈尼

族彝族自治县成立，誓词碑便移立于

县人民政府大院内。2000 年 12 月，中

共思茅地委、思茅地区行政公署、中

共普洱县委、普洱县人民政府为了加

强对民族团结誓词碑的保护和利用，

尊重社会各族各界愿望，在县城西北

侧兴建“民族团结园”，将此碑移至园

中 ，保 护 范 围 达 4435 平 方 米 。 1986

年，民族团结誓词碑被公布为普洱县

文物保护单位，1993 年被评为云南省

文物保护单位，2006 年被评为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民族团结誓词碑是新中国民族

团结进步事业发展的历史见证。它

标志着新中国成立之后，千百年来的

民族隔阂正在土崩瓦解，边疆各民族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始形成一种

崭 新 的 社 会 主 义 平 等 团 结 的 关 系 。

民 族 团 结 誓 词 碑 主 题 鲜 明 ，它 不 仅

是 云 南 边 疆 各 民 族 团 结 进 步 的 象

征，也是全国各民族大团结的缩影，

因 而 被 誉 为“新 中 国 民 族 团 结 和 民

族工作第一碑”。

民 族 团 结 是 发 展 进 步 的 基 石 。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省文物

局局长杨德聪说：“民族团结誓词碑

集 革 命 文 物 、历 史 文 物 、民 族 文 物

于 一 体 ，是 云 南 乃 至 中 国 各 民 族 共

有 的 宝 贵 财 富 。‘ 全 国 民 族 团 结 进

步 教 育 基 地 ’‘ 国 防 教 育 基 地 ’‘ 中

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生态文物

保 护 教 育 示 范 基 地 ’相 继 在 此 挂

牌 ，充 分 体 现 了 民 族 团 结 誓 词 碑 的

价值。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把云南建设成为中国民族团

结 进 步 示 范 区 的 重 要 指 示 ，保 护 好

普 洱 民 族 团 结 誓 词 碑 ，大 力弘扬其

蕴 含 的 爱 国 主 义 和 民 族 团 结 精 神 ，

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

奋斗。”

本报讯 （驻山东记者苏锐）

6 月 26 日，山东省济南市文物局再

次就疑似丁宝桢墓考古发掘情况，

向社会发布通报。

通报指出，济南市考古部门严

格 按 照 田 野 考 古 发 掘 程 序 ，在 8

天 内 ，完 成 了 祝 舜 路 建 设 工 地

发 现 的 疑 似 丁 宝 桢 墓 抢 救 发

掘 、影 像 资 料 提 取 、图 纸 资 料 绘

制 等 工 作 。

根 据 通 报 ，疑 似 丁 宝 桢墓为

“凸 ”字 形 浇 浆 墓 ，由 墓 道 和 墓 室

组成。墓室是用石灰、草、土石块

等 混 合 而 成 的 三 合 土 修 筑 ，墓 顶

和 南 墓 壁 被 全 部 破 坏 ，西 墓 壁 仅

残 存 一 底 部 ，东 墓 壁 尚 残 存 部 分

墙 体 ，墓 壁 中 部 以 下 绘 有 三 层 腰

线 砖 和 青 石 板 图 案 ，室 底 部 已 被

破坏，没有发现葬具、人骨及随葬

品等实物和碑刻。

通报指出，根据《皇清浩授赠

四川总督丁文成公墓志铭》拓本、

民国时期《续 修 历 城 县 志》记 载 ，

丁 宝 桢 墓 在 华 山 之 阳 ，但 并 没 有

明 确 具 体 位 置 。 根 据 曾 居 住 在

墓 地 附 近 的 居 民 回 忆 ，丁 宝 桢 墓

于 1958 年 遭 到 破 坏 ，封 土 被 铲

平 ，墓 室 青 砖 与 棺 木 被 征 用 。 按

照《清 会 典》规 定 的 清 代 官 员 葬

制规格，丁宝桢官居四川总督，正

二 品 ，配 享 茔 地 八 十 步 、坟 高 一

丈 四 尺 及 神 道 、神 道 碑 、石 像 生

等。根据居民回忆，丁 宝 桢 墓 应

该 是 按 照 规 制 营 建 的 ，现 在 发

现 的 墓 葬 规 格 与 丁 宝 桢 身 份 不

相 符 ，因 此 不 能 确 认 为 丁 宝 桢

墓 ，推 测 该 墓 主 生 前 可 能 为清代

富裕人家。

一座誓词碑，一段民族团结的动人故事
本报驻云南记者 肖依群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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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丹寨县石桥村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皮纸制作技艺”

的传承地之一。近年来，造纸技艺传承人弘扬传统工艺，将古法造纸加以

文创设计，产品畅销国内外市场，民族传统工艺也成为旅游观光的新热点。

图为 7月 2日，工作人员在石桥苗疆造纸技术传承体验中心内指导游

客制作花草纸。

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