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说唱唱：美在劳动 美在生活

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拔河比赛在江苏省连云港市浦南村文化广
场举行。为进一步丰富群众文体生活，增强全民健身意识，促进和谐，浦
南村举办第二届农民趣味运动会，500多人在“抛绣球”“拔河”“老鼠搬
家”等趣味项目的比赛中，享受比赛带来的乐趣。 万民 摄

江苏连云港市浦南村
举办第二届农民趣味运动会

山东省郯城县郯城街道七十多岁的孙凤华老人受到孙子吹葫芦丝
的启发，从五六年前开始种葫芦。10多亩地，七八个品种，大大小小各
种形态的葫芦爬满藤架，吸引了很多人前来观光拍照。

成熟的葫芦经过晾干、去皮、打磨、绘画与雕刻，在孙凤华的手中变
成了精美新颖的工艺品。通过网上销售，一颗“宝葫芦”最高能卖2000元。
孙凤华与家人走上了致富路。 张乐民 本报见习记者 高林雪 摄

七旬老人“宝葫芦”种出新花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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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裕国

“清早起来五方朅，五方雾得黢麻黑，黄
云老祖豪光射，吹开乌云见日月……”锣鼓齐
鸣，歌声嘹亮，游客们发出阵阵喝彩。应疫情
防控需求暂停开放之后，四川达州巴山大峡
谷文旅扶贫景区已于近日重新开门迎客，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土家族薅草锣鼓在巴山
大峡谷再次闪亮登场。

土家儿女的“劳动进行曲”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地处大巴山南麓，
这里居住着近 7万土家儿女，他们能歌善舞，
勤劳勇敢，形成了灿烂的民族文化。川东土
家族薅草锣鼓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周礼》载：“击土鼓以乐田畴。”据考证，
川东土家族薅草锣鼓最早产生于西周时期，
成型于农业生产快速发展的汉代。大巴山山
高、路险、土薄，土家人刀耕火种，靠烧荒种苞
谷、巴山豆、土豆等作物为生。每年六七月，
正是野草疯长时节，又是猴群、野猪糟蹋庄稼
最厉害的时候。聪明的土家人为驱赶野兽、
消除劳动疲劳，在薅草时，把锣鼓带到山上，
边敲锣打鼓边大声喊唱。薅草锣鼓是川东土
家族农耕文化的产物，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和独特的艺术价值。

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薅草锣鼓在宣汉
一带还很兴盛。每个生产队都有锣鼓班子，有
专门的“歌头”领唱，还有锣鼓手敲打。几十上
百人集体劳动，薅草锣鼓在旁边鼓劲加油，场
面十分壮观，堪称真正的“劳动进行曲”。

传承文化故事多

土地包产到户后，生产规模小了，配合集
体劳动的锣鼓班子日渐消失。年轻人纷纷外
出打工，唱山歌、打锣鼓的人也越来越少。

2008 年，川东土家族薅草锣鼓被列入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为了让大家
认识到文化遗产的价值，调动非遗传承人的
积极性，宣汉县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措施。有
些参加活动积极的传承人，一年可以得到几
千元甚至上万元的补助和奖励。

日复一日，宣汉的薅草锣鼓传承人们积

累下了数不清的感人故事。
承担作品收集任务的袁诗平是龙泉乡中

心学校退休教师，也是薅草锣鼓传承人中文
化程度最高的一个。搜集作品是一项艰辛的
工作，需要翻山越岭四处奔走。2012年 6月，
袁诗平去水古村百岁老人黄长兴家收集锣鼓
歌词，路边草丛里突然窜出一条毒蛇，从他的
小腿擦过。“这种蛇毒性很高，被它咬一口就
没命了。”回想起来，袁诗平仍心有余悸。就
是这样，袁诗平走遍了巴山大峡谷里的土家
村寨，收齐了薅草锣鼓的现存唱词。

80 多岁的吴正菊是传承人中年龄最大

的，家中原来开着小食店。为了薅草锣鼓后
继有人，吴正菊宁愿自家不做生意不赚钱，也
要免费办起锣鼓培训班。丈夫帮她记录、整
理歌词，几个女儿则是她的徒弟兼助手。最
红火的时候，学员达到60多人。

复兴之歌唱响巴山

薅草锣鼓真正火起来，是搭上了旅游开
发的快车。2016年，宣汉县大力实施“全域旅
游、开发扶贫”战略。在打造 300多平方公里
观光景区的同时，县里提出“用本土文化点亮
旅游景区”，令薅草锣鼓等一批文化遗产得以
展现风采。

为了让薅草锣鼓发扬光大，宣汉县已连
续多年举办薅草锣鼓赛歌会。活动期间，县
内及周边地区的鼓手歌手组队参赛，全国各
地的非遗爱好者与研究人员也前来观摩考
察。2019年6月，第九届薅草锣鼓赛歌会在巴
山大峡谷游客接待中心广场敲锣开唱。11支
参赛队伍穿着土家族传统服饰，唱、念、敲、
打，声情并茂。

随着文旅开发成效渐显，民俗艺术团薅
草锣鼓表演场次不断增加，前来学习表演的
年轻人也越来越多。大峡谷境内的龙泉、渡
口等乡镇接连建立了薅草锣鼓协会，提供固
定的活动场所，收集整理锣鼓引子、唱词与相
关物件。

2019年7月，四川省第一批非遗项目体验
基地公布，宣汉县龙泉土家族乡薅草锣鼓体验
基地入选。传承了数千年的薅草锣鼓，正在新
时代的巴山大峡谷唱得更红火、敲得更有劲。

宣汉薅草锣鼓：巴山南麓唱响土家新生活

□□ 唐兵兵

位于沅江中游的沅陵，是湖南省面积最
大的县，曾经的“湘西门户”。沅陵县常住人
数不多，却包含了25个民族：沅江以东汉族人
居多，酉水旁则是土家族的聚居地，酉水再往
上就是苗村苗寨的所在之处。尽管有着不同
的文化生活背景，来自各族各地的人们却因
相连相通的水道而熟络亲密起来。

历史上的沅陵在战时是兵家必争之地，
就水运而言则是几个支流的货物转运口。口
岸商业气息浓郁，不仅有接纳外来人的胸襟，
也孕育出了丰富多样的号子与山歌。上河
腔、下河腔、北河腔、落阳腔、顿顿腔，其中的
差别韵味只有当地人才能听出来。

“山歌是唱的，号子是喊的。”今年64岁的
向上是沅陵县文化局原党委书记，更是省级
非遗项目沅陵山歌的代表性传承人。作为地
道的沅陵本地人，向上在沅水支流的酉水河
畔长大，不仅自小务农，还体验过撑船拉纤的
活计。退休之后，继续在传承沅水号子与沅
陵山歌的第一线，向上反而更忙碌了。

为配合沅陵县在为山歌、号子申报国家级
非遗项目，已定居长沙的向上回到沅陵录制音
像资料。

“沅陵有船工号子、盘木号子，驾船盘木
都是男人的活，一个人干不来的，众人一起干
的时候就必须齐心协力，于是有了号子，一人
领唱，众人和。”他对笔者说。

“号子是口传的东西，每个领唱人都有区

别。嗓子好的，会加些花，转个音，高个八
度。”向上天生一副好嗓子，听着号子声长大，
祖辈都是酉水河上的船工。他记事时，生产
队有一条大船，村里的船拖着本地的特产桐
油、花生等特产下常德贩卖，再从常德运回盐
和各种生活用品。“小时候，听到号子声，就知
道船回来了，村里的妇人就背着背篓去运东
西，像过节一样。”

13岁时，向上曾经跟着村里的年轻人跑
过船、拉过纤。“撑篙好比猴上树，拉纤如同虾
弓腰。”他演示着撑篙拉纤的动作，50多年前
的艰辛，如今成了令人骄傲的回忆。

向上最终没有成为船工。1971 年，县里
成立文艺宣传队，15岁的向上被选中成为演
员。从文艺宣传队到县文工团，再到县剧团，

向上的歌喉越发精进，成了剧团的当家小
生。“下乡背着行李，要走上好几个小时。”表
演结束后，向上与村民们端起酒杯，总会唱起
早已长进骨子里的沅水号子。

1989 年，不惑之年的向上将沅水号子搬
上了沅陵县的舞台。十几个老船工离开河
流，在灯光舞美的配合下再次唱起号子，引起
了强烈反响。老船工们泪流满面，沅水号子
则从此走出沅陵。2008年，沅水号子为出征
奥运会的湖南运动员演唱助威。2019年，向
上应邀参加了广东卫视大型原创音乐文化节
目《劳动号子》的录制，再次将沅水号子带往
大江南北。

尽管传统水运已逐渐式微，沅水号子仍
在以别样的文化形式重焕生机。

沅陵船工号子：喊出来的地域记忆

□□ 谢新华 本报记者 孙眉

夏日炎炎，走进山东省巨野县核桃园镇的石
头寨古村落，一位 70多岁的老者正在一块青石
上专心雕花。继国家级传统村落、国家级历史文
化名村等多个“头衔”之后，这座网红“石头寨”日
前又获评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与石头寨同时进行修复的，还有其他三个省
级古村落与大大小小的废旧矿坑。

核桃园镇是菏泽市唯一有山石资源的乡
镇。在 2015年之前，全镇一度发展到有采石场
60多家、石灰窑50多家。

“当时富了少部分人，可苦了老百姓。街道
整天灰蒙蒙，被子都不敢拿出来晒。有人说，从

核桃园东头走到西头，就成了白老头。”一位当地
人苦笑道。

粗放开采让核桃园镇金山景区周边十几个
山头“伤痕累累”。阵痛之后，摆在核桃园镇面前
的只有一条路：转变发展理念，在“废墟”上崛起。

开山采石时期，白虎山曾挖出两个直径 20
公分左右的泉眼。封山禁采后，纯净的泉水渐渐
充满山涧，形成了一座最长处2000多米、最宽处
500多米的“天池”。像这样的秀丽湖泊，核桃园
镇大大小小就有6处。

面对大自然的二次馈赠，巨野县将废弃采石
矿体全部划定为荒山绿化基地，累计绿化荒山
4900余亩。几年间，数万棵黑松、雪松、白蜡、海
棠、樱花、大叶女贞等已欣欣向荣。

绿水青山的失而复得，也引来了有识之士的
开发。投资6亿元的映象金山旅游度假区项目、
投资5.2亿元的白虎山田园综合体项目、投资4.8
亿元的凤凰山矿石公园等项目相继落地，涵盖了
传统村落、生态农业、休闲度假、健康运动等多个
领域。

修复、保护与开发，为的是“废墟”上的美丽
再现。

核桃园镇历史悠久，风光绮丽。在这里，金
山崖墓、红土山汉墓等考古遗址远近闻名；巨野
金山地质公园地质遗迹多达 26处，是省内地质
遗迹分布密度最大的地质公园之一；传统民间文
化项目揉花篮、花棍舞等也重焕生机，越来越受
居民与游客的欢迎。

围绕这些资源，规划面积15平方公里、覆盖
20个行政村、总投资 32亿元的金山文旅小镇项
目逐渐成形。按照“生态修复+IP文化+特色项
目+突破创新=废墟崛起”的规划理念，金山文旅
小镇以生态修复为宗旨，建设金山祥瑞文化休闲
区、青龙山汉文化休闲娱乐区、白虎山山水田园
体验区、凤凰山运动养生区四大功能区，开发特
色旅游，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建设在废旧矿坑上的白虎山动物园，将崖体
与人工建筑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深受游客青睐。
据了解，文旅小镇全部建成后，将安置劳动力
2000余人，带动周边2万余名群众受益。

在转型中的金山，一个个建在矿山矿坑上的
文旅项目正在成为特色小镇一个又一个的新亮点。

山东省巨野县核桃园镇发掘民俗文化资源，发展乡村旅游业——

废弃矿山上重建的文旅小镇

日前，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公布了 2020年度 IBBY荣誉
榜单，由中国作家格日勒其木格· 黑鹤写作、女画家九儿绘画的《鄂
温克的驼鹿》入选。

据了解，国际儿童读物联盟，是目前国际上最有权威和影响力
的儿童阅读推广组织之一，“国际安徒生奖”就是由该组织发起并
负责评选的。IBBY荣誉榜单每两年评选一次，其中包含超过 100
部在 IBBY成员国出版的新近佳作。

《鄂温克的驼鹿》以我国北方大兴安岭森林使鹿鄂温克人的生
活为背景，讲述了老猎人格利什克抚养驼鹿小犴而后双方相依相
伴的动人故事。作为一本在动物小说基础上创作的图画书，作品
图文并茂地记录了鄂温克使鹿一族从古至今独有的生活方式与民
族文化，尤其是人与动物休戚与共的自然观与生态观。

作者格日勒其木格· 黑鹤是我国著名的蒙古族自然文学作家，
多以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的游牧文化和狩猎文化为题材，极具特色。

《鄂温克的驼鹿》是他进军儿童图画书领域的首部作品。 应妮

图画书《鄂温克的驼鹿》
入选国际儿童读物联盟荣誉榜单

不久前，全国首个以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二十四节气”为
主轴、串联“线下沉浸式体验中心”和“线上内容生产基站”的文旅
活动，“跟着二十四节气游乡村”在浙江省温州市泰顺县徐岙底古村
落启动。

本次活动由温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泰顺县人民政府主办，以
“夏至”节气习俗为切入点，开展农耕农俗、文化艺术、“土”“洋”美
食等十余项体验活动，旨在以“周边游”“门口游”等高品质、低密度
的近郊乡村旅游产品破局受疫情影响而处于低谷乡村旅游业。

非遗红粬染、插秧比赛、乡野市集、儿童木偶戏、舞龙寻村、乡
村音乐会……活动开幕当天，在徐岙底百亩竹林围绕下，一系列文
娱活动次第展开。以当地引以为傲的非遗传承为文化基点，充分
带动当地村民参与，现场活动转换出插秧比赛、儿童木偶剧、红粬
染坊、山草汽水等新旧融合的互动活动，引来大波游人参与玩赏。

据悉，泰顺还将以节气游开发节气礼，将本地物产融入旅游路
线，打通从文旅体验到周边开发的全链条文旅路径，为乡村文旅经
济的复苏助力。 高凯

“跟着二十四节气游乡村”
在浙江泰顺县徐岙底古村启动

近日，在广西南宁市武鸣区城厢镇平等村村委会办公楼里，村
支书潘庆标领着几位文化人正在更新制作民族团结宣传板报和墙
画，非常亮眼。他经常利用这些板报和墙画，寓教于乐，向村民进
行民族团结教育，同时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营造文明村风。

平等村是一个自然条件艰苦的农村，三面环山，没有一亩水
田，全村 490多户，壮族同胞占 90％。2005年，潘庆标当选为村党
支部书记，一干就是15年。他带领群众挖深水井，修水泥路，改善
基础设施。水泥路通到了各个屯。随后又引进西瓜优良品种，发
展沃柑种植，为村民栽下脱贫致富的“摇钱树”。

潘庆标为人随和，乐于助人，村民们都喜欢叫他“标哥”。“标
哥”和一些贫困户结成了帮扶对子，共同致富。平等村在潘庆标的
带领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1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 60
周年庆祝大会上，潘庆标作为壮族群众代表在大会上用壮语发言，
介绍平等村在党的富民政策引领下，各族人民同心同德，相亲相
爱，共同建设美好家园的生动实践。2019年，潘庆标被评为“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 方海仕

民族团结进步模范潘庆标
带领乡亲共建文明小康村

□□ 陈欣瑶

打桩歌，辘轳歌，薅草锣鼓，船工号子……
作为民歌的一种，劳动号子歌遍农、林、牧、副、
渔，记录了不同地域、行业的生产过程，也再现
着一代代普通劳动者的勤劳与风采。

劳动号子在集体劳作中产生，意在协调动
作、提升效率，更有释放疲劳的效果。与功能相
契合，号子往往旋律简单、节奏有力，歌词与唱法
皆极富即兴空间。田间江上，号子也是一种沟
通方式，在传递干劲的同时，不失细腻与熨帖。

近年来，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
进，孕育号子的传统劳动场景逐渐减少。与此
同时，城镇化与人口流动成为乡村地区的新常
态，会喊号子、想学号子的人，同样越来越少。
当各地各类劳动号子接连获评“非遗”，值得一
问的是，劳动号子是否已然“时过境迁”，只能
是一段段保留在影音资料里的唱腔？

谈论这个问题，意味着重新思考“劳动号
子”的当代意义。作为农耕文明的成果之一，
劳动号子是一份鲜活的生产生活记录。而更
重要也更具当下意味的则是，劳动号子始终勾

勒着审美意义上的劳动生活。
由唱词快慢与曲调高低表达出的水文信

息，由搅馅调、打蓝调和提水调记录下来的染
料制作工艺，劳动号子集合了每一个劳动者的
探索与成长。在团结合作的集体形象中，个性
与灵感同样熠熠生辉。即便是同一支号子，不
同的领号人都能唱出自己的风味。太阳东升
西落，来自泥土的劳动号子展示着农耕文明的
源流与美感，更抒发着劳动者的自尊与自信。

正是在这个层面上，与乡愁同样，即使时
代变迁，对劳动精神的文化再现，仍足以成为

文艺创作与大众审美的母题之一。在吸收新
艺术元素的同时，如何保持“劳动号子”的文化
内核，无疑正是以文创激活“非遗”的关键所
在。作为源远流长的大众文化宝藏，劳动号子
无疑仍有魅力走出传习所，回归文化生活，鼓
舞新时代的劳动者。同时，“劳动号子”可以走
进旅游区、进驻农家乐等，增添乡村旅游的文
化内涵和魅力；还可以组建“劳动号子”文艺表
演队，进城表演或参加各种节会演出，既增加
从艺农民的收入，又传承弘扬了优秀民间文
化，增进城乡群众文化的交流互动。

喊山唱水应农时“劳动号子”往何处去？

文创乡村

文化语丝

宣汉薅草锣鼓表演现场。 马瑞波 摄

品味民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