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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我国单独申报的“太极拳”、我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

及相关实践”两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至此，我国共有42个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册），居世界第一。今天，我们走进这两项人类非遗“新

丁”的传承村庄，了解它们的文化内涵和传承故事，近距离感受非遗以文化为纽带，连接世界的魅力。

文化视点

文化和旅游部将举行
“视频直播家乡年”活动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举行的第四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适应疫情防控形势，今年春节期间，文化和旅游部将组
织“视频直播家乡年”活动，在网络平台，通过短视频、直播的
形式记录和展示各地丰富的年俗活动，让不能够回家过年的
群众在网上感受家的味道、年的味道，满足人民群众“网络过
大年”的需求。

据悉，文化和旅游部通过组织市县非遗保护中心与项目
保护单位合作，以系列短视频的方式，对民俗活动全过程以
及相关年俗场景等进行拍摄记录，并通过市县非遗保护中心
官方非遗账号上传至合作视频平台进行集中展播。目前，已
经汇总整理各地推荐的重点民俗活动和年俗非遗项目共
309项。

此次活动合作平台有抖音、快手、微博等，平台将设立“视
频直播家乡年”非遗展播专区，同时根据用户群体特点，推出
与“年文化”相关的话题活动和征集活动，吸引民众广泛参
与。活动结束后，文化和旅游部将精选一批观众喜爱、点击量
较高的优质非遗短视频进行重点宣传。

本报记者 周涵维

“诗画北京美丽乡村”艺术作品
联展举行

“诗画北京美丽乡村”艺术作品联展日前在中华世纪坛专
题展厅拉开帷幕，300余件以“美丽乡村”为主题，充满乡村味
道的摄影、诗词楹联、绘画、剪纸及其他手工艺作品集中亮相，
展现了北京美丽乡村的艺术风韵。

本次展览作品由“美丽乡村”题材诗词楹联征集活动、乡
村手工艺作品征集活动、第11届“聚焦美丽乡村”摄影大赛的
优秀作品组成。相关活动自去年 9 月启动以来，得到了全市
文化爱好者的热情参与和大力支持。展出的作品从不同角
度、以不同形式，讲述了北京乡村振兴的故事，折射出艺术与
乡村的合璧之美。

据悉，本次展览是第31届北京农民艺术节的重要内容之
一，2021 年春节前，主办方还将荟萃展示“乡村大舞台”——

“三农”题材原创节目等，深入开展“我们的中国梦”——文化
进万家活动，着力丰富首都乡村的节日文化生活。

本报记者 王芳

安徽滁州市
举行首届民间吹打乐大赛

日前，由安徽省滁州市文明办、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
“今世缘——国缘杯”首届民间吹打乐大赛决赛在滁州市大剧
院隆重举办。

经过初赛和两场复赛，18 件优秀吹打乐作品进入决赛，
各路乐手、演奏家和民间艺人共计 100 多人齐聚滁州大剧
院。18 支参赛队伍依次上场，用唢呐、笛子、锡管和竹笛等
十多种民间吹打乐器，以独奏、合奏方式，相继表演了《扬鞭
催马运粮忙》《万年红》《秦川抒怀》等曲目，演奏技巧高超、
精湛，赢得嘉宾和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最终，来自凤阳县
文化馆的唢呐锡管合奏《欢乐的乡音》和南谯区章广镇文化
站的唢呐独奏《补缸》获得一等奖；唢呐独奏《关中情》《大开
口》、吹打乐合奏《农家乐》获得二等奖；《唢呐吹响花鼓乡》

《乡音美》《报妆台》《丰收的喜悦》《百鸟朝凤》获得三等奖。
陈恬羽 李贵平 王建国

山东利津县陈庄镇
农村幸福院保障老有所养所乐

日前，笔者走进山东省利津县陈庄镇堐西村幸福院，看
到老人们或看电视、唠家常，或健身运动，一幅幸福喜悦、热
闹和谐的画面。“村里 65 岁以上老人、困难户、生活难以自理
的人，每月只需交 100 元，就可以每天中午和晚上都在幸福
院吃饭，剩余的运转费用由村里的合作社进行补贴。”堐西村
党支部书记赵忠华介绍。该村秉持“让村民共享产业发展成
果”的理念，筹资 200 多万元建成了高标准幸福院，并配备了
老年活动中心，棋牌室、健身房、阅览室等，为村民活动提供
好去处。

近年来，堐西村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将村里800亩耕
地集中起来，聘用专门人员进行统一耕作管理，实现了由“人
工种田”到“机械种田”的转变，解放了村内大量劳动力。目
前，全村有 300 余名中青年劳动力务工经商。年轻人白天外
出上班，幸福院则保障了村里老年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需求。

据了解，为破解农村留守老人、困难老人的养老难题，陈
庄镇立足于建设服务型党组织，突出支部带动，目前已建成10
家农村幸福院、日间照料中心，为农村老人打造起了幸福乐
园，他们在这里找到了精神慰藉，相依相伴不寂寞，互帮互助
笑颜多。 吴根林 黄鑫

浙江建德市
传统文化进校园 写春联迎新年

近日，作为国学传承基地的浙江省建德市莲花中心小学
在国学馆里开展“写春联 送祝福”主题的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喜迎2021年元旦春节系列活动。师生通过写“春、福”字、对联
等书法作品，品味中国传统文化，感受浓郁的中国传统节日文
化氛围。 宁文武 摄

□□ 李胜利

脱贫攻坚题材电视连续剧《金色索玛花》近日
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档播出。该剧艺术地演绎
了四川大凉山彝族同胞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脱贫
致富的曲折经历与心路历程，塑造了一批个性鲜
明的人物形象。剧中倾注了主创人员对这片土地
深挚的爱和情感，唤起观众的情感共鸣。

彝族村寨—谷克德村因地理位置所限，长期
处于深度贫困。剧中主人公万月在州委副书记陈
仪的劝说下，接受了带领谷克德村村民脱贫的任
务。初到谷克德村的万月百般不适，她一贯逻辑
分明、理性的作风，到了重人情的村民这里处处碰
钉子，受制于严酷生存环境和传统文化习俗的羁
绊，扶贫工作推进收效甚微。后来在村主任古达
和多果公司技术员索玛的帮助下，万月开阔思路，
在不断碰撞磨合中带领村民开展了高附加值的草
莓种植和小香猪养殖项目。陈仪、万月与彝族姑
娘们一起，在凉山深处的贫瘠大地上绽放一朵又

一朵金色的索玛花。
脱贫攻坚是近年来响彻祖国大江南北的主

旋律之一，《金色索玛花》关注的是大凉山少数
民族的脱贫攻坚史。在艺术地讲述经济脱贫的
同时，这部剧还重点强调了扶贫需扶志与文化
脱贫的故事，并花费一定笔墨对彝族文化的现
状与未来进行了描摹。如果说，经济脱贫是脱
贫攻坚剧的必选动作、首要之义，那么，文化脱
贫与文化反思则是脱贫攻坚剧的自选动作。经
济脱贫与文化脱贫的关系与比例，提供了又一
个判断扶贫剧思想性和艺术性高下的重要标
准。就这一点来说，《金色索玛花》也值得肯
定。剧中不仅讲述了谷克德村如何在党和政府
的指导下、在爱心企业的帮扶下通过种植高山
草莓与养殖小香猪经济脱贫的故事，而且因取
材于少数民族的脱贫发展不可避免地讲到了如
何直面彝族文化传承的话题。布都毕摩作为彝
族传统文化的象征，因此成为剧中一个重要的
人物。剧中没有简单地全盘肯定或否定彝族的

传统文化，而是在尊重彝族文化的基础上守正
创新，走向未来。比如，当剧中拉虎的妈妈伍
加把家里刚刚挣到的钱投入做毕祈福活动后，
村“两委”出台了限制措施，不再允许铺张浪
费；虽然布都毕摩的儿子日火不愿接任毕摩，
但在搬迁后的村子中成立了彝族文化博物馆，
可以把彝族文化更好地保存下来与宣传出去；
村主任古达虽然因没有儿子而念念不忘死后无
法做毕之事，但内心对三女儿阿芝并不缺乏认
同，并且最终获得了与时俱进的布都毕摩答应
为其死后做毕的承诺。当然，如果剧中对布都
毕摩所代表的彝族文化有更加深入的价值认识
与艺术展示的话，作品的效果将更具有民族志
的启示意义。

《金色索玛花》塑造了一系列各具特点的人
物，比如州委副书记陈仪、驻村第一书记万月，代
表了那些奋战在扶贫一线、常常无暇顾家的各级
干部；比如诗薇、日火，代表了那些从村里走出去
又回到村里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返乡村民

与有志青年；比如阿呷、毛甲、拉虎、吉乃、阿芝，代
表了那些一直生活在村里的中青年村民，他们中
不仅包括了阿芝这样从事教育的知识青年，而且
包括了拉虎的参赌与吉乃的嗜酒，比较全面真实
地展现了中青年村民的生活现状；比如古达、布都
毕摩、伍加奶奶，代表了那些在村里、在家里地位
较高的各类老年村民；还有扎伊、阿比这样的村中
儿童，廖超这样的扶贫干部家属，王总这样的心向
公益的企业老总，所有人物汇聚在一起，形成了一
幅气势恢宏的扶贫人物群像图。其中主人公万月
的性格尤为丰满、真实，这位一号人物在下乡之前
曾经有过犹豫，下乡之中曾经犯过错误，面对村民
的攻击曾经萌生退意，但她最终都坚持了下来，比
较圆满地完成了脱贫攻坚的任务。当万月在村民
面前百般坚强而在前来看望自己的丈夫怀里泪流
满面之时，当万月从做毕祈福的现场抢走阿毕送
到医院救治成功却看到自己的丈夫也因手术住院
之时，人物的性格与情节的发展很好地融合在一
起，令人动情，令人崇敬。

□□ 郭海荣

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太极拳爱好者眼中，
河南省焦作市温县赵堡镇陈家沟，这个豫北普
通乡村充满了魅力。自 17 世纪中叶在陈家沟
村起源，太极拳经过400多年的传播和发展，已
经享誉世界。作为黄河文化符号之一，太极拳
将其对中国传统哲学朴素深刻的理解融入拳
法，蕴含了中华民族对搏击之道的独特表达，成
为中国武术亮眼独特的存在。

陈家沟距郑州有一个多小时车程，驱车来
到这里时，已是中午时分，恰逢 2020 年冬天的
第一场雪，寒意逼人，空气清冽。走进村内，一
条由青石板铺就的主路笔直宽阔，两侧绵延着
仿传统建筑，房舍高低错落，在薄薄雪雾中带着
几分朦胧。

陈家沟人称“太极第一村”。漫步村里，随
处可见太极文化的影子。碑楼牌匾、门头巷道、
墙边檐角，处处有太极的印迹。路边商铺，摆放
着各式太极服饰和练功器械，餐馆的名字含有
太极，菜品名也透着太极的遐思。

村落中不时看到一间间武校，高大的门楼
精气十足。还有些低调的家庭武馆，通常只在
门前挂一块匾额，深沉内敛。近年来新修的太
极拳博物馆、太极拳文化园、太极国际文化交流
中心等建筑，将太极符号与时尚现代的建筑语
言结合，与传统民居融为一体，别有特色。

古村宁静。此行向导陈亚军，是陈氏家族
第二十世后裔，也是太极拳大师陈小旺的入室弟
子。他介绍，陈家沟历史可上溯至明初。明洪武
年间，朱元璋令山西洪洞县民众向怀庆府（今焦
作一带）移民。陈氏先祖陈卜扶妻携子行走在移
民队伍里，最后落脚在温县常阳村。常阳村位于

焦作市温县城东5公里外的清风岭上。陈卜性
情忠厚，身怀家传武功，与乡邻相处融洽，定居于
此后，经多年勤恳劳作，家业兴隆，人丁兴旺。随
着陈氏家族不断壮大，常阳村更名为陈家沟。此
后数百年，虽历经战乱饥馑，村子还是静静庇护
着乡民，并孕育出太极拳这一精妙拳法。

来到陈家沟，要拜谒的地方是太极拳祖祠，
它也是陈氏家族宗祠。它既是陈氏族人寻根问
祖、祭拜先祖的场所，也是太极拳习练者祭拜历
代太极宗师之地。

在陈家沟，上演过中国武术史上最有名的

偷师故事——杨露禅偷师学拳。古村落至今保
留着杨露禅学拳处。杨露禅是清末直隶省广平
府（今河北邯郸）人，十岁时来到陈德瑚家帮
工。陈家院子依地势而建，院墙建得高，能避开
人们窥探，陈长兴就借用陈德瑚家的院子教拳
授艺。小帮工杨露禅伏在角落处偷师学艺，夜
晚再找无人处练拳。陈长兴发现后，认为他是
可造之才，正式传授他太极拳法。

有人说，陈家沟的历史，就是中国太极拳半
部发展史。在陈家沟，太极拳的每一步发展都
清晰可见。

陈家沟陈氏家族一世祖陈卜精通陈家祖传
的一百单八势通臂长拳，通臂长拳传至第九世
陈王廷时发扬光大；陈王廷吸取明代军事家戚
继光编写《拳经》32 势中的 29 势，大胆创新，博
采众家精华，结合太极阴阳之理，创造了一套阴
阳相合、刚柔相济的太极拳术；陈家十四世陈长
兴将陈氏太极拳提炼归纳，由博返约，创造性发
展了陈氏太极拳一路、二路（炮捶），今人称之为
太极拳老架（大架）。

陈家沟有民谣：“上至哼哼，下至能能，大人
小孩，都会扑腾。”说的是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
人人多少都会比画几招。村民们说：“喝了陈沟
水，都会跷跷腿。”村头巷尾，到处可见习练者身
影，连游客也忍不住模仿个三招两式。

几乎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侠客梦，太
极拳也在侠客梦中被不断描摹。陈家沟成为太
极拳习练者心中的习武圣地。目前，陈家沟武
校拳馆大小有30多家，人多时几乎所有学校都
能满员，今年因疫情影响，情况特殊，学员少了
很多，但拳师和学员们练拳劲头不减，老拳师拳
拳带风，步步生威。

随着太极拳的不断发展，陈家沟也呈现出新
样貌。近年来，陈家沟先后入选国家首批特色小
镇、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最美文化传承村等数十
项荣誉。2007年，温县被中国武术协会认定为中
国太极拳发源地。2020年，陈家沟入选“2020中
华体育文化优秀项目”“中国国际太极拳交流大
赛”“2020年中国体育旅游精品项目”等。

因为太极拳的影响，早在 1981 年，陈家沟
就接待了首批日本访客，此后每年都有大量国
内外太极拳习练者前来学访。陈家沟村民都见
过大世面，面对各种肤色的外来学拳者，他们都
神情淡定，言谈自如。

陈家沟练习太极拳的年轻人。 赵墨波 摄

□□ 宋佳烜 王彬 叶子申 唐光峰 何进辉

日前，福建省厦门市钟宅畲族社区、何厝社
区分别举行了“送王船”活动，王船浩浩荡荡绕
境巡安，寄托了当地居民对海洋的敬畏和感恩
之情。

钟宅“送王船”活动一般四年举行一次。
在活动现场，10 多支“送王船”绵延数百米，浩
浩荡荡从灡海宫观音庙出发，沿钟宅绕境巡
游，途经钟宅南苑、钟宅新家园、王公庙，最后
驶向钟氏宗祠，场面十分壮观。巡境过程中，
钟宅居民纷纷摆上供品，虔诚祈求风调雨顺、
出入平安。

笔者注意到，和往年有所不同，2020 年钟
宅社区“送王船”巡游队伍中有不少年轻人参
与，许多人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方式在网上进行
分享。主办方说，在这日新月异的时代，年轻人
参与传承，让有 600 多年历史的“送王船”民俗
迸发出新活力。

同期，何厝社区也举行了第十二届“送王
船”活动。中午 1 点，开路先锋队、彩莲、撵轿、
何厝宋江阵、何厝小操队、舞狮队、腰鼓队、西鼓
队、大鼓凉伞队、舞龙队等 10 多支“送王船”队
伍浩浩荡荡，从何厝顺济宫出发，沿社区绕境巡
游，途经观日路、吕岭路，最后抵达何厝避风坞，
场面蔚为壮观。晚上，吉时一到，通过“化吉”，
王船在烈火中“涅槃”，正式出航，祈佑何厝风调
雨顺。

“送王船”最早于 15世纪至 17世纪在中国
闽南地区形成，随着“下南洋”移民和海上贸易
逐渐传播到东南亚地区。在闽南，“送王船”活
动大多每三四年在秋季东北季风起时举行；在
马来西亚马六甲，多在农历闰年于旱季择吉日
举行，仪式活动历时数日，或长达数月。厦门思
明区厦港、何厝、塔埔，湖里区钟宅、五通浦口、
枋湖村，海沧区钟山、石塘、芸美、新垵、温厝、海
沧社区，同安区吕厝，翔安区后村等14个社区、
村落等都保留着这一民间习俗。

面对风云诡谲、变幻莫测的大海，靠海而生
的滨海社区民众相信通过“做好事”便能够得到
上天的护佑。“送王船”便是植根于滨海社区共
同崇祀“代天巡狩王爷”的民间信俗。

信众认为，王爷受上天委派定期赴人间各
地巡查，拯疾扶危、御灾捍患，而海上罹难者的
亡魂（尊称为“好兄弟”）四处漂泊，无所归依。
因而，人们定期举行迎王、送王仪式，迎请王爷
巡狩社区四境，带走“好兄弟”。

届时，人们在海边、滩地迎请王爷至宫庙
或祠堂，用供品祭祀王爷；竖起灯篙召唤“好
兄弟”，普度他们。送王时，人们请王爷登上
事先精心制备的王船（木质或纸质的船模），
民众以各种艺阵开道，簇拥着王爷巡查社区四
境，一路召请“好兄弟”登上王船，随王爷一同
出海远行，继续代天巡狩的使命，济黎民百
姓，保四方平安。因此，该项目被当地社区民
众称为“做好事”。

如今，“送王船”已不再是一项简单的民俗

活动。“‘送王船’早已超越空间意义上的社
区，成为一个移动而又稳固的精神社区。此次
申遗成功，大大提升了‘送王船’的文化能见
度，加深了在地居民的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
增强了文化自信，推动营造了积极主动展示文
化的氛围。”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进发宫疍民
文化保护中心理事陈文滨说，“更值得期待的
是，申遗成功后，‘送王船’联结的社区范围会
进一步扩大，随着我国与马来西亚社区更加多
元、密切的交流，‘送王船’及其精神价值更为
世界所认可。”

厦门钟山社区代表陈福圆表示，在海难多
发的时代，“送王船”通过集体行动缓解了灾难
给社区民众造成的心理震荡，不仅可以重建社
区联系，还能给居民提供精神慰藉。而今，“送
王船”对于新时代社区建设、文化传承与发展更
有新的意义，它提倡“做好事”的精神内核弘扬
正气，传播积极向上的价值观，一定程度上起到
规范和引导社区成员行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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