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年纪大了，不能亲临防控一线做贡献，就想着在家里用自己手
中的剪刀创作出一些作品来，点赞这些凡人善举，也算是为抗击疫情
尽一份力量。”连日来，家住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白沙埠镇朱阜社区
的王艳俊老人通过微信给大伙儿带来了一系列抗疫剪纸作品。

今年75岁的王艳俊老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临
沂市十大民间剪纸艺术大师，有着60多年的剪纸生涯。这次突如
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牵动着老人的心。“疫情不退，剪刀不
停。我要用这把剪刀刻画出更多的凡人善举，激励更多的人站出来
同疫情决战到底！”图为王艳俊在创作。 王伟勋 摄

山东临沂
古稀老人剪纸点赞抗疫凡人善举

□□ 徐平 王敏慧 许诺

在浙江省天台县，草根小品达人庞苏慧被当
地人亲切地称呼为“天台宋丹丹”。近日，暂别舞
台多天的她与当地许多文艺爱好者一起，找到了
新的“舞台”。

天台县居民的文娱活动原本常年红火。每
到春节前后，单农村文化礼堂的乡土大戏便不下
百场。庚子年初，因疫情来袭，这些大戏悄然止
息，文艺爱好者没了舞台，乡村文化生活一时之
间也冷清了许多。“我是闲不住的人，宅了几天，
都感到快发霉了。”往年春节，该县赤城街道居民
庞苏慧基本每天活跃在各类舞台上。今年春节

头几天，她成了名副其实的“宅女”。自编自演做
了几个小视频聊以解闷，但自娱自乐无法满足她
对登台演出的渴望。

正值疫情防控关键阶段，减少人员集聚、外
出尤为迫切。如何打通文艺爱好者与舞台的通
道，丰富广大群众对乡土节目的需求，让大家更
好地在家分享有温度的精神食粮，成了非常时期
的一道文化大题。从正月初三开始，天台县运用
媒体融合成果，启动“新送戏下乡”活动，发动全
县文艺爱好者以家庭为单元，以客厅、书房、庭院
为舞台，用手机拍摄短视频，由县融媒体中心加
以统筹剪辑，创作成形式多样的文艺作品和融媒
体产品，用乡土大戏丰富群众的“宅生活”。

得知消息，庞苏慧兴奋得连夜编排，赶写台词
《声援战“役”》。她拉上3位好友，各自以锅瓢盆等
作道具，在自家餐厅、客厅表演，第二天就完成了一
出普及防疫知识的快板节目。快板一经全媒体平
台发布，便赢得好评无数。现在，她又在参加一出
由18户家庭分头表演的节目——每户各演一段，
最后剪辑成一个虽未谋面却胜似联排的完整节目。

许多和庞苏慧一样的普通文艺爱好者，一下
子迸发出了旺盛的创作动力。少则一人，多则一
家三五人，大伙儿通过歌曲、舞蹈、朗诵、书法、戏
剧等形式，尽情在视频上呈现出精彩的文化生
活，鼓舞士气，传递正能量。

在自发参与的表演者中，还有许多尚未复课

的中小学生。他们以新闻上抗击疫情的典型人
与事为素材，编排节目，与父母共度这段难能可
贵的亲子时光。与此同时，工青妇团的同志也纷
纷用节目，致敬奋战一线的党员干部、白衣天使
和所有为疫情防控无私奉献的人们。

“最近我们收到200多个小视频，作品中的舞
台简朴、配音简单、台词简约，但乡土文化的魅力，
依然直抵人心。”县传媒中心总编办主任夏国生告
诉记者，“新送戏下乡”通过电视、APP、公众号、抖
音等多平台发布，最多一条的阅读量已达20万+。

从线下到线上，从舞台上到客厅里，文艺娱
乐正在重新回到当地群众的视线中，为千家万户
带来欢声与笑语。

浙江天台：客厅当舞台 乡土演新曲

□□ 李欣

“胡胡拉来鼓鼓响，我给大家把曲儿唱；鼠
年春节不平常……”

最近，在全国各地抗疫曲艺作品展播中，这
首西宁快板贤孝《抱团抗疫共患难》因具有浓郁
的乡村气息和地方特色，再加上朴实、自然的语
言，叙述细腻，场景生动，贴近生活，留给听众深
刻的印象。

疫情当前，基层文艺工作者也行动起来了。
这首快板贤孝的作者之一是西宁市城中区

总寨镇总南村的一位普通村民，叫卢吉儒。
卢吉儒自幼喜爱青海民间小调，地方曲艺，

更善于表演，具有独特的演唱风格。2005年，为
了恢复本村已失传了将近 20 年的“非遗”项目
平弦，卢吉儒积极动员亲朋好友，自筹资金，自
发组织村上的业余爱好者，自编自演了大型平
弦剧目《福寿图》，不仅让这一“非遗”项目发扬

光大，而且还涌现出了一批年轻的文艺活跃分
子。卢吉儒本人也被西宁市精神文明办授予

“市级文化中心户”称号，现在是中国曲艺协会
会员，青海省民间曲艺家协会会员。多年来，他
跟随县曲艺队、市曲艺组织的文艺演出队、多次
到各乡镇为基层群众送文艺演出，并积极创作
贴近时代、贴近生活的作品，得到广大曲艺爱好
者的好评。

今年春节，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生以来，牵
动着全国、全省人民的心，也牵动着全省文艺
工作者和卢吉儒的心，省文联也向全省广大文
艺工作者发出“凝聚力量，共克时艰”的倡议，
号召大家行动起来，以文艺的形式记录和讴歌
抗击疫情一线的各行各业工作者的大爱情操
与英勇事迹，通过更多有血肉、有道德、有温度
的文艺作品，表现时代脉动和“青海温度”，凝
聚力量，鼓舞斗志，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
的力量。

“我一直在关注疫情的变化和报道，作为一
名基层曲艺工作者，我应该为这场战役做些什
么。”卢吉儒在家创作，用手机录制音频。他和
省演艺集团平弦剧团团长张晓宇，经过两天的
时间，最终共同创作出了西宁快板贤孝《抱团抗
疫共患难》。作品讴歌赞颂了全国上下齐心协
力，共同抗击疫情的动人场景，同时提醒老百姓
做好防护。曲调朗朗上口，并在宣传过程中用
方言来演唱，让青海老百姓听起来更为亲切，唱
出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人间大爱。卢吉儒说，
希望用文艺作品为抗“疫”战士们加油助威，鼓
舞士气、振奋精神、为阻击疫情凝聚力量发挥积
极作用，增强大家的抗“疫”信心。

“众志成城渡难关，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坚
定信念心向党，驱散乌云见太阳；期盼英雄凯歌
旋，举杯庆祝万民欢！”

有一种精神，正从温暖的曲调中不断勃发，
成为众志成城的力量源泉！

青海西宁：非遗小曲唱出战“疫”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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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文韵 传承人风采

方楼、圆楼、五凤楼、走马楼、纱帽楼、吊脚楼……在闽粤地区，各式各样的土楼依山傍水，记录着客家人、闽南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
古老生活方式。在一层层椽檐与阶梯背后，愈发隽永浓郁的不仅仅是当地人和睦共居的聚落文化，更包括山水楼台酝酿出的民风与乡
情。此时此刻，土楼及其文化的“活态传承”，正在现身为传统村落保护与“非遗”发展事业中的又一个关键题目。 ——编者

为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贵州省台江县革一镇大塘村在自
上而下防控机制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村民自治机制，结合实际制定
了防疫期间临时村规民约。该村规民约共有8条，内容包括“十个
一律”：红白喜事一律停办简办，不串门、不扎堆，无特殊情况一律
不出门，出门一律戴口罩，县外返乡人员一律居家观察14天等。

自村规民约颁布后，群众积极响应，纷纷在上面签字按手印，
并严格按照规定办事，无一人抱怨，有效减少了人员流动，降低了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交叉感染的风险。

目前，这份临时的村规民约，成了大塘村村民在疫情防控上的
行为准则，大家按照规定办事、生活，全村的疫情防控、春耕备耕工
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群众纷纷点赞。 石小舒

贵州台江县
一份按满红色手印的村规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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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淄博市淄川区
村口大喇叭，声入人心传万家

“村里这大喇叭都说了，在家不出门就是做贡献。”近日，85岁
的卢广英老人跟到入户了解信息的社区工作人员这样说道。卢广
英是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洪铝社区的一名村民代表，由于
不识字，孩子平时也不在身边，对于疫情了解的很少。现在每天听
听社区里大喇叭循环播放的防疫知识，不仅自身的防范意识增强，
而且还电话监督她的“老伙伴们”相约一起“宅”在家里。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淄川区在调研的基础上，倡导全区 13 个
镇街道开发区整修、恢复村居大喇叭，并装潢了 26辆疫情防控宣
传车，由区融媒体中心统一录制内容，覆盖全区471个村落。村口
大喇叭，门前小音箱，真正让防疫工作“声入人心”，让防疫声音家
喻户晓。“对于一些紧急事项，村干部第一时间就在大喇叭上‘说道
说道’，作用发挥真不小。”洪山镇党委书记耿升说。 闫盛霆 曹
柠薇 韩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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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19日，安徽省含山县环峰小学四（1）班少先队员在
家展示抗疫手抄报作品。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也牵动着全县少先
队员们的心，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艺特长，在家拿起笔制作抗疫手
抄报，以这种方式为抗疫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党员干部、志愿者、人民
群众加油、致敬，为抗疫行动贡献一份力量。 欧宗涛 摄

近日，为进一步丰富群众文化生活，重庆市合川区文化馆大力开
展线上群众文化活动，用线上群众文化活动传递正能量与好声音。

据该馆介绍，自2020年春节以来，该馆充分利用线上平台，发
动和组织广大群众文艺工作者立足春节文化传统、文明城区创建、
乡村治理、脱贫攻坚等开展创作活动，累计创作诗歌、小说、快板、小
品、音乐、戏剧、书法、美术等丰富多彩的群众文艺作品700余件，通
过该馆的微信公众号“合川文艺”连续推送15期，发表各类作品近
300篇，有力地发挥了广大群众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积极性，不仅传递
了群众文艺正能量，还传播了群众文艺工作者的“好声音”。

与此同时，该馆还利用“群众文艺在线”学习平台，向区内外群
众文艺专家募课，共募得书法、美术、音乐、舞蹈及非物质文化遗产
等线上授课300余堂，参与学习2000余人次，不仅为广大市民及群
众文艺爱好者提供足不出户的线上学习机会，而且有力地丰富了
春节期间的群众文化生活，深受广大市民的好评。 周云

重庆合川区
“线上文化馆”传播群众文化正能量

“讲卫生、戴口罩、勤消毒、勤洗手、少出门、不聚集……”连日
来，朗朗上口、通俗易懂的 96 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护》“三字
经”在黑龙江垦区鸭绿河农场社区疫情防控微信公众号和微信朋
友圈中热传。“三字经”由鸭绿河农场社区欣园小区第一党小组组长
杨延辉根据当前疫情防控宣传内容自编，有效传播了疫情防控知
识，让社区居民能听懂、懂得做、做到位，宣传效果十分明显。

除了“三字经”以外，该农场社区还通过宣传车动起来、横幅拉
起来、微信传起来，将疫情防控知识传达给每一位居民。

据了解，随着春耕时节外来务农人员的增大，鸭绿河农场社
区、管理区积极开展相应工作，并做好外来务农人员登记以及返场
人员自我隔离和体温监测等工作。 季大宇

黑龙江垦区鸭绿河农场社区
自编疫情防控“三字经”

徐松生在维护楼梯徐松生在维护楼梯。。 龙岩市艺术馆提供龙岩市艺术馆提供

文艺园地

卢吉儒正在演唱快板贤孝《抱团抗疫共患
难》。 卢吉儒 供图

□□ 赖志昌 刘永良

客家土楼，乡韵悠长。对国家级土楼营
造技艺传承人徐松生而言，土楼始终容纳着
他心中愈久愈浓的乡愁。在他所在的福建
省永定县下洋镇初溪村，规模最大的一座土
楼曾经有着超过 400 人的常住居民。童年
时，他时常端着饭碗到各家串门，也总是与
小伙伴们三五成群地在楼里玩耍，别有一番
滋味。

“土楼里的融洽氛围，是现代都市人很难
体验到的。”在镇上住了十多年，徐松生还是
有些不太习惯。他说，土楼冬暖夏凉，邻里和
睦相处，总有一种大家族的感觉。爱土楼，护
土楼，身怀绝技的徐松生参与修复保护的土
楼有很多座，如今他最关心土楼及其文化的

“活态传承”。^

父与子的传承

1953 年，徐松生出生在福建省初溪村的
余庆楼，7岁时又迁居到了藩庆楼。生在土楼
建筑世家，传到徐松生已是第四代。

打小耳濡目染，作为家中长子的徐松生
对土楼营造技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4 岁，
得到准许，徐松生有机会跟随父亲徐恒聚开
始学习土楼营造，参与建造下洋镇的四层方
楼——红阳楼。砌基、夯墙、盖瓦……每一道
工序，都有着精细的要求。“父亲对待工程很
严谨，做土楼，细致到每一块石头都要亲自检
查把关。”

1975年，22岁的徐松生另立门户，开始独
立从事客家土楼及民居建筑、维修。几年里，
由他参与设计、维修、施工的大小土楼已经开
始深受人们的赞扬。建楼无数，真正让徐松
生“名震江湖”的，是他对两栋著名土楼的“妙
手回春”。

2001 年，初溪村里有着 600 多年历史、素
有“家族之城”之称的集庆楼，因年久失修而
面临倒塌。由于工程量大，危险系数高，资金
短缺，一时间竟无人敢接。

“当时，整个楼都歪歪斜斜，谁也不知道
还能立多久。村干部找到我，说这事儿非得
我做不可。”在村干部“三顾茅庐”之后，徐松
生临危受命，承接了这次维修任务。

摆在他面前的是一道难解之题：一方面，
集庆楼的营造工艺极为精巧，整楼采用木构
架，全靠榫头搭接，连一枚铁钉都看不到；另
一方面，楼体受损程度着实让人吃惊，楼层上
下不平，挑梁腐朽折断，墙体严重变形，72 架
楼梯残损变形，510 根立柱全部歪斜，最大倾
角超过30度……

徐松生足足想了三天三夜。“要是没弄
好，那整座楼都报废了，我们受伤没关系，这

样的文物废掉才真的太可惜了！”最终，徐松
生带着团队克服了圆楼向心力的压力，通过
矫正与更换立柱，成功避免了集庆楼的坍
覆。维修后的集庆楼焕然一新，恢复了原本
古朴沧桑又磅礴恢宏的壮丽风采。

另一次“迎难而上”是在2002年。当时位
于广东省大埔县的花萼楼崩塌，众多师傅皆
维修无果，徐松生又成了最后的王牌。在探
查坍塌原因后，徐松生带着施工队按照“修旧
如旧”的原则，运用独创的“楔形夯法”，最终
用极高的水准复原了花萼楼。短短5个月后，
花萼楼便重新对外开放。

2006 年，客家土楼营造技艺入选首批国
家级非遗名录。2007 年，徐松生入选第一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土楼营造技艺传承
人。2020年 2月，徐松生入选 2019“中国年度
非遗提名人物”。

从低谷到新生

随着时代的发展，农村交通便利了，运输
业也发展起来，用钢筋水泥搭建“洋房”成了
大家的首选，而建土楼鲜有人问津，人们更愿
意选择成本更低的砖房。徐松生的土楼营造
生涯，也由此从波峰滑向波谷。1987年，徐松
生拉起又一支建筑队，顺应时代潮流，盖起了
各式各样的“洋房”。

随着乡村里年轻人离家去外面闯荡，家
里只剩下老人和孩子，许多土楼便因多年无
人居住而渐渐破败。回想起当年跟随师父徐
松生一起走南闯北建造土楼的盛景，51 岁的
江铭太仍然振奋不已：“我16岁就拜师了。徐
师傅技术好，那是当地出了名的！”他难掩自

豪地说，跟着徐松生，大家总有接不完的活，
每到一处更是受人敬重。

徐松生曾带了几十个徒弟，大都像江铭
太一样转行了。“因为造土楼，很辛苦又没钱
赚，每天风吹日晒，很少人吃得了这种苦，加
上市场空白，大家都不愿意学。”面对这样的
现实，徐松生有些无奈。在滚滚时代的洪流
中，他的土楼营造技艺被“束之高阁”，再难有
施展的平台。

2008 年，以永定客家土楼为核心的 46 座
福建土楼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永定客
家土楼名扬天下，旅游热度更是有升无降，一
度加速了土楼的“人去楼空”。随着文旅观念
的更新与政府保护措施的转型，“活态传承”
为古老而沉默的土楼带来了蓬勃的生机。

近年来，每逢周末和节假日，永定洪坑土
楼景区总是游人如织。慕名来到营造技艺体
验区的青年学生们，一边观看展板，一边动起
手来，亲身品味着这门流传久远的建筑技
艺。除此以外，土楼里还有许多富有客家特
色的表演队，表演内容从民俗到文艺，面面
俱到。十番音乐、提线木偶、客家山歌、客家
婚俗、民间绝艺，在非遗传承人和民间艺人
的生动演绎下，每次演出都深受国内外游客
的喜爱。

人气旺了，徐松生也有了新的点子。作
为非遗传承人，这些年他一直琢磨，希望能够
出一本专门介绍土楼营造技艺的书，但由于
文化程度不高，这事也一直耽搁了。“要我建
土楼容易，但拿笔杆子，那真是要我命。”徐松
生说。

徐松生的想法与胡赛标不谋而合。两人

是多年的好友，临街住在相隔不过十几米的
地方，又都是土楼人家。徐松生有建造土楼
的经验和技术，胡赛标是当地的语文老师，有
文字功底，两人一拍即合。

“希望为土楼营造技艺留下些许文字和
史料，不让这项传统技艺失传。”胡赛标告诉
记者，历时4个多月，这本共计1.3万多字的非
遗乡土教材书稿已经成稿，目前正在最后审
定，今后将作为校本教材进入学校。

实际上，促成这次徐松生与胡赛标合作
的，正是永定当地的政府部门。自 2009 年开
始，永定认真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
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在全区范围
内开展非遗普查工作，并以乡镇为单位分别
编印了《非遗普查成果汇编》，收集大量非遗
传承文献资料；定期召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研讨会，持续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的保护、传承、发展工作。

将“非遗”搬进土楼，这是永定传承文化
的创新之举。为了传承与保护非遗项目，擦
亮土楼这一“金字招牌”，近年来，永定大力实
施“文化进土楼”工程，按照“一楼一景致、一
楼一特色、一楼一主题”的理念，投入约1亿元
建造、改造建筑文化展示馆、客家家训馆、客
家家风楼、客家婚庆馆、民间绝艺馆、“万应茶
饼”原秘方古制法传习所等多处非遗文化保
护传承场所，让更多的游客了解当地传统非
遗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吸引更多学子来体
验非遗，永定还开展以“看世遗·学非遗”为主
题的非遗文化进永定土楼研学体验项目，推
出“耕读传家”“益在民生”“清廉风物”“家国
情怀”等各具特色的研学之旅精品线路，吸引
国内外青少年来学习非遗传承，感受耕读传
家的客家文化。

截至目前，永定区拥有客家土楼营造技
艺、闽西客家十番音乐、永定万应茶制作工艺
等国家级非遗项目 3 个，永定客家山歌、永定
土楼楹联等省级非遗项目2个，以及永定客家
家训文化等市级非遗项目38个。

如今，徐松生一家也已搬出土楼，居住在
集镇的“洋房”里。这栋房子是他亲自设计建
造的，别出心裁地留出天井，依稀再现了土楼
的模样。

尽管年岁渐增，头发花白，对徐松生而
言，传承的心一直都在。这些年，他有意把
土楼营造技艺传给从事建筑业的大儿子
徐荣春，并送他到大学进修，期望他能用
现代专业知识与传统手工艺相结合建造
土楼。“其实，造土楼并没那么神秘，只要
抓住营造技艺的几个关键点，更多的是要
靠经验的积累。只要有人愿意学，我会毫无
保留地教。”

徐松生：幢幢土楼寄乡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