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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三月三”，浙江省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这
座原本安静的浙西南小城忽然热闹起来：民俗表演、山
歌对唱、服饰展演……各族男女老少换上节日盛装，走
出家门，共庆盛典。

今年是景宁畲族自治县成立 40周年。作为全国仅有
的畲族自治县，以及浙江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县，景宁
有着悠久深厚的畲族文化。一年一度的“三月三”活
动，让畲乡的歌舞、服饰、习俗、饮食等得到集中展示。

走进畲乡，换一身民族服饰，唱一曲畲族山歌，品
一道畲家美食……国潮文化日益出圈的今天，深处大山
中的景宁，也向外面的世界展示着别样的民族风情。

传统佳节尽享民族风情

一大早，景宁城区中心沿街道路两侧，鼓乐喧天，人山
人海。“三月三”这天，特有的“民俗展演巡游”是重头戏。

高擎族旗，手执火把，撑着红伞，背着箩筐，手牵喜
牛，抬着嫁妆……身着节日盛装的畲乡群众，走向城市
街道，用充满畲族元素的道具，组成一支支表演方阵。
从畲家祈福到农耕生活，再到彩带编织、婚嫁迎亲……
民族文化的沉浸式展演，再现了畲族生活场景和传统民
俗，引来市民游客围观。

龙接凤、摇锅、赶野猪、跳竹竿……在景宁的“民
族体育一条街”，当地人还开起了全民运动会：一个个极
具挑战性的畲族民间传统体育项目，吸引了 800 余人参
加。这样的全民运动会，男女老少齐出动，在景宁已经
持续了14年。

“两人一组，队员手持特制的木棒，相距两米，各自
站立于木墩上，双方用各种动作将木棒戳向对方，谁先
掉下木墩的人就输了。”市民雷正聪说，这个项目叫“凤
凰逗”，是畲民在伐木的过程中，演化出来的一种民间传
统体育活动，自己打小就玩过。

街头巷尾，载歌载舞，喧闹的人群中，不时飘散起
乌米饭的香味。

以游耕为主的畲族，大多迁居在人烟稀少、条件艰
苦的大山之中，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畲民由此自称“山
哈”，意为客居在山里的人。相传，唐代畲族英雄雷万兴率
起义军抗击官军围剿，以乌稔果充饥而军威大振，在农历

“三月三”这天成功突围。为纪念他们，畲民家家户户在这
一天要吃“乌米饭”，“三月三”又称为“乌饭节”。

乌米饭油黑透亮、软糯弹牙。在畲族，乌米饭寓意
着丰收喜庆。除了乌米饭，作为景宁代表性的美食之
一，集市上畲民制作的麻糍也让人垂涎欲滴。经过捶打
和翻转的糯米团，包上馅料，裹上香甜的红糖和芝麻
粉，又软又香。

自 2001年开始，畲乡“三月三”节庆活动逐步常态
化。畲族歌舞、服饰、语言、习俗、体育……短短一天
的节日，浓缩了畲族千年文化的精髓。2008年，“畲族三
月三”还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08 年以来，景宁专门邀请台湾同胞共庆佳节，开
展两岸少数民族文化交流活动，建成浙江省首个“海峡
两岸少数民族交流与合作基地”。此前，景宁还在“三月
三”展演中增设民族同心祈福典礼，以溯源寻根的方
式，回望各族同胞交往交融、团结进步发展的精神脉络。

多彩畲乡绘就人文画卷

有着“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的景宁畲族自治县，
位于浙江南部的山地中。一条鹤溪在青山之间蜿蜒流
淌，将景宁县一分为二，当地形成了“九山半水半分
田”地貌格局。

明景泰三年 （1452年），景宁设县，后几经撤并，这
里居住着汉、畲、苗、壮、满、回等 20多个民族。人们
奔波穿梭于鹤溪两岸，在水面之上架设了许多廊桥，方
便通行的同时也能遮风挡雨，景宁也成为廊桥之乡。

曾经，景宁畲族自治县是国家级贫困县，没有通高
速，县里的通乡公路也大多是砂石路。40年前，经国务
院批准，景宁畲族自治县正式成立，这座山区小县也由
此开始蝶变。

行走在景宁县城乡间，山水如画。宽阔的柏油路干
净整洁，一直延伸到山区，一排排整齐的民居美观气
派，房前屋后绿树成荫，庭院里更有鲜花盛放。县城中
心，占地 3400 平方米的畲族博物馆，成为展示民族历
史、体验民俗文化的新地标。

“畲族的传统服饰，斑斓绚丽，丰富多彩，其主要特
色体现在女性服饰上，女性服饰以凤凰形态贯穿整体，
故称‘凤凰装’。”跟随讲解员的介绍，游客步入了畲乡
的历史长河。从畲族妇女的装饰品彩带，到作为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畲族银器……博物馆里，藏有畲族各个时代
流传下来的传统服饰、彩带编织、生产工具、银器等历
史文物。

文物之外，畲族婚嫁是畲族保留最完整的民族风
俗。走进畲乡之窗——景宁县大均村，这里成为游客们
沉浸式感受畲族婚嫁习俗的打卡地。杉枝拦路、对山
歌，抢鸡笼……民族风情的畲族婚嫁，别有趣味。

4 月的景宁，惠明茶正式进入采摘期，茶园一片繁

忙。景宁县城南部惠明寺，是一座千年古刹，惠明茶发
源于此，是全国唯一因僧得名的茶叶，所在村子因此得
名惠明寺村，所产惠明茶曾获得 1915年巴拿马博览会金
奖。这里，同样书写着“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的故
事：如今，惠明茶遍及景宁的各个茶园，景宁惠明茶种
植面积达7.6万亩，产值6.74亿元。

40 年来，当地发展旅游业，民族风情旅游的魅力，
让畲乡的发展实现飞跃：2023年，景宁县域生产总值突
破百亿元关口，达102.82亿元，实现旅游收入27.1亿元。

畲族文化多元传承发展

“三月三”当日的音乐节上，炼火表演、火把舞等传
统非遗和乐队表演、游园、快闪、市集等形式相结合，
实现传统民俗与时尚文化的交融。走出畲乡，走向全
国，畲乡文化在古今交辉的互动融合中，探寻着传承与
发展的新路径。

借着“三月三”的影响，以畲族文化为核心的旅游
产业应运而生。“畲乡非遗旅游线路”“浙西南最美畲族
风情线”……一条条旅游线路，吸引游客赏畲景、听畲
韵、品畲味、感畲艺、购畲礼。

两根竹棍，一个竹片，数根彩线，手指一挑一拨
间，一条条彩带编织而成。作为畲族最具有民族特色的
吉祥物，彩带是畲族青年男女定情信物，也是旅行伴手
礼。畲族彩带编织技艺的非遗传承人蓝延兰，正将老手
艺持续焕新。

“以前纯手工制作费时费力，市场也很有限，传承畲
族文化，推广很重要。”蓝延兰说，现在设计好图案和样
式，通过机械化加工，一天就能编织出七八十条，畲族
彩带的制作效率与材质舒适度都得到了大幅提升，也将
产品推向了全国。

蓝延兰开在东弄畲村的彩带馆，依旧保留着纯手工
技艺。不过，如今的彩带色彩更丰富，还有了汉字、花
纹、畲族符号等组合编织样式。她还将畲族彩带编织技
术融入畲族服饰、手袋等产品中，打造多元文创产品。

头戴凤冠发饰，身穿藏青色畲族服装，腰系彩带，
景宁畲族自治县成立 40周年庆祝大会上，穿着盛装的老
大妈蓝陈启，用歌喉引来阵阵喝彩。畲族素有“歌不离
俗，俗不离歌”之说，盘唱民歌是畲族最重要的文化传
统之一，山歌也几乎涵盖了畲族人民的全部生活。

人称“畲族歌王”的蓝陈启，如今已经 87岁。家住
景宁双后岗村的她，此前便将生活常识、文明宣传等内
容编入山歌，让传统艺术接轨时代。如今，村里开起了

“蓝大妈工作室”， 孙媳妇雷汤菊也成为“畲族歌王”的
接班人。

“面向未来，接轨时代，我们也在不断进行畲族文化
传承发展的探索和尝试。”景宁县文旅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当地通过设立畲族文化发展基金、制定 《景宁畲族
自治县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 等，推进畲语、畲歌、
畲舞、畲服等保护传承。

音乐节的舞台上，灯光配着音乐和舞蹈，一场视听
盛宴正在上演。待到夜深，舞台人群散去，盛会落下帷
幕，一切重归沉寂。回程的路上，畲乡风情却在记者的
脑海里挥之不去，耳畔还回荡起那动人的山歌。

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欢庆建县40周年——

魅力民族风 悠悠畲乡情
本报记者 李中文 窦 皓

近段时间，以沉浸式数字
游览著称的扬州中国大运河博
物馆在文旅市场持续“出圈”，
成为人们假期出游的优先打卡
地，清明假期参访人数逾6万人
次，创下了自 2021 年开馆以来
的 新 高 ， 明 星 展 览 “ 运 河 迷
踪”更是出现了一票难求的现
象。扬州大运河文博游火爆的
背后，既是大运河文化遗产展
示场景的创新，也再次彰显了
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媒体在
保护、传承与创新文化遗产方
面的独特作用。

新媒体助推大运河实现了
从文化遗存到现代数字文化的
转变，构建了“运河+”文化新
业态。近年来，运河沿线各地
依托各自特色资源，推出大量
数字创意产品。如北京段推出

“穿越时空的大运河”数字影
像、“大运河燃灯墨韵”AR 游
园项目，通过“AI+AR/VR+影
像+实物”的方式，复原了大运
河北京段的历史风貌，丰富了
大运河的文化场景。而江苏段
推出的“打造 5G大运河暨大运
河全媒体 IP”项目则将沉浸式体验、线上平台建
设、融媒体开发、博物馆建设统合为一体，构建大
运河文化的全媒体传播矩阵。此外，在各大短视
频、直播平台，营销大运河相关的工艺、美食、建
筑、服饰与文创产品已成为一种新商机。在第五届
大运河文化旅游博览会上，专业主播“带游带逛带
览”吸引数百家展商现场分享商品，线上超 4500万
人次观看直播，助力了运河文创市场的开拓。业态
的变革推动了消费的创新，以“云看展”“云旅游”

“虚拟体验”为代表的数字运河文化消费已成为常
态。以运河文化为中心，线上线下联动，多文化业
态、多文化部门、多文化主体联动，一条新的运河
文化增值链正形成，大运河呈现出从文化遗产到文
化IP的新发展趋势。

新媒体丰富了大运河的文化形象。传统媒介时
代，人们对大运河的认知主要通过史料书籍、艺术
作品、报纸、电视等，大运河多作为漕运水道、水
利工程等形象出现，在新媒体助力下，大运河实现
了从历史形象到现代创意性审美形象的转变。在
2023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上，基于裸眼3D技术构筑的
拱宸桥跃然于数字运河之上，惊艳世界。而一部电
视剧 《运河边的人们》 不仅展现了新时代的运河风
貌，更塑造出守护运河的时代楷模。从影视剧、动
漫、游戏，到短视频、沉浸式影像，大运河文化 IP
已衍生出众多类型的文化形象，它们不断融入民
俗、艺术、非遗、美食等运河文化场景构建中，涌
现出更为多元的创意性文化意象，助力大运河从实
用之“水道”到审美之“美道”的转变。

新媒体拓展了大运河文化传播主体。传统的运
河文化普及传播由政府、企业推动，主体构成较为
单一，难以凝聚更大力量。新媒体的互动性、自由
性、个体性、即时性等新特点，降低了运河文化传
播的门槛，为多元文化主体的参与提供了便利。在
各大社交平台，大量的自媒体账号、网络达人以直
播、短视频、文字等形式进行大运河旅游宣传、文
化讲解、产品推介等活动，大运河文化传播更为灵
活、丰富，呈现出了全民参与、共建共享的新特点。

新媒体创新了大运河的文化管理体系。大运河
流经地域众多，涉及部门众多，遗迹分散、多样，
且保存状态不一，这为集中有效的管理带来了困
难。新媒体在数据分析、信息共享、监控预测、数
字存储等方面的优势为困难的解决提供了新手段。
如浙江段推出的“千年运河·水蕴中华”数字藏品，
使用区块链技术生成唯一数字凭证，实现文化遗产
的“数字永生”。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数字云平
台”“大运河 （浙江段） 世界文化遗产监测系统”等
平台的推出则为大运河遗产监测、整理、推广提供
了支撑。

随着文化科技融合的深入发展，大运河文化的
生产、传播、接受已离不开新媒体，新媒体从文化
基因、文化主体、文化符号、文化记忆、文化管
理、文化消费等层面，重构了大运河文化与现代文
化的关系。保护、传承与发展大运河文化，让历史
说话、让遗产说话、让文化说话，新媒体发挥着重
要作用。

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全面展开的背景
下，以新媒体赋能大运河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与
创新性发展，既有利于持续改进大运河文化的供给
水平，也有助于夯实大运河文化的需求一侧。以新
媒体手段发展大运河文化，要在传承与保护的基础
上，持续推动大运河文化资源的媒介化存储、转
化、表达，扩展新媒体对大运河文化资源的挖掘层
次，用新媒体思维创新大运河文化运营模式与应用
场景，不断培育大运河文化新业态，做强文化消费
市场，以消费创新赋能文化创新。

（作者系杭州师
范大学文化创意与
传媒学院副教授）

本报电（蔡博） 暮春初夏时节，正是紫藤吐艳
之时。4 月 14 日，在江苏无锡西漳公园内的紫藤
园，精心栽培的300多株紫藤迎风绽放，由中文宣三
百文化产业集团主办的首届紫藤文化艺术节在这里
拉开帷幕。

本届紫藤文化艺术节活动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打造一个以紫藤为主题，集艺术、文化、
体育和自然美景于一体的特色文化艺术季，让更多
市民游客感受紫藤花开的魅力。艺术节期间除了举
办文艺演出，还将开展书画笔会、诗歌征文、摄影
比赛和文创产品展示等活动，邀请广大书画家、作
家和摄影爱好者前来无锡采风，通过优秀作品的创
作和传播，扩大地区美誉度和影响力。此外，还将
邀请知名设计团队精心打造潮流赏玩、网红拍照打
卡地，推广紫藤特色地域文化、繁荣地方文化事业。

李碧华的中篇小说 《胭脂扣》 发表于 1984 年。1987
年，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上演，由香港演员梅艳芳
和张国荣担纲主演，成为时代佳作。时间来到 2024 年，
由萧敬腾、张泽、丁臻滢、徐瑶等主演的音乐剧 《胭脂
扣》，于4月在上海开启首轮演出，它被认为是一部高度
尊重原著同时带有鲜明创新特征的原创音乐剧。

从 1984 到 2024，时间恰好 40 年，40 年间世事变迁，
情感观念有颇大转变，而成功塑造了 《胭脂扣》 如花、
十二少角色的演员梅艳芳、张国荣，已经此情可待成追
忆，因此音乐剧 《胭脂扣》 的公演，包含了纪念与回顾
的情感意义，也浓缩了洗尽铅华、细致入微的时代体察。

音乐剧 《胭脂扣》 将故事发生地由香港改到了上
海，剧中的人物关系、家庭矛盾、文化习俗、社会风情
等，有了更多落地之处。新旧之交的上海滩，为如花和
十二少的情感发展提供了更为开阔的空间背景，给剧作
改编留下了极大的空间。该剧还将上海元素融入词曲、
人物性格、布景、服装等多个方面，让这个原本发生于
上世纪 40年代的香港故事，呈现出独属于海派文化的腔
调与韵味。

穿越、殉情、重逢，构成了 《胭脂扣》 三幕式戏剧
结构，音乐剧在这个基础上，把如花大闹十二少订婚

宴、十二少与高老爷切磋爱情观，浓墨重彩地进行了表
达，不仅丰富了剧作层次，也强化了音乐剧的观赏性，
音乐先行，在这两个情节上有充分的体现。由而，该剧
的音乐创作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比如十二少与高老爷的
那场戏，使用了类似“滩簧小戏”的表演方式，生动活
泼，使人看到这个悲剧故事当中也藏有世俗之美。对于
唢呐这一传统乐器的使用，也使唢呐本身所蕴含的激
情、悲怆、惆怅、紧张、释放等情绪扩延到了剧情中。

《胭脂扣》的“人鬼情未了”故事，写了情爱，但扣
题却是“痛与悔”，书中人物也不过凡夫俗子，有深情但
却不足够深情，是真爱但期待总是落空，彻底的心碎与
永久的失去，是原版故事的内核。同样的故事，到了音
乐剧 《胭脂扣》 这里，“痛与悔”被转化成了“真与
癫”，折射了人性的多面与复杂。

音乐剧《胭脂扣》“癫”的气质，也许并非创作者本
意，但观众赋予的观感，与剧作形成了一次虚拟与现实
之间的互动。这版故事的“癫”由几点构成：首先，旧
社会环境的不宽容，把一对向往爱情的男女牢牢地按在
原地，于是疯癫成为他们的本能反应与命运终点；其
次，在爱与恨互相交织的人生窄缝，疯癫是他们穿过这
条窄缝的唯一方式；最后，舞台上的故事飓风，吹到现

实中是轻微的反讽，如果让观众产生“癫”的印象，也
在情理之中。

戏剧的形式可以灵活多样，在表达上也可以充满想
象力，但在故事的底层以及角色的情感逻辑方面，一定
要以“真”打底。体现在音乐剧 《胭脂扣》 上，可以看
到或感受到：当时的社会偏见与陈腐家庭观念是真的，
对于男女性别的不同定义与理解有着很大差异是真的，
对于个体与个性的压迫，对于自由与真情的驱逐等，都
令人感同身受，正是有了这份“真”，如花和十二少跨越
阶层的爱得到观众的支持，并将这份情感也划归到

“真”的行列。为了更符合现代女性审美，主创对如花这
个角色进行了适当调整，也对其他爱情线做了更符合现
代爱情观的重设。在现代人不断追问和求索“真爱”的
当下，音乐剧《胭脂扣》以一份“真”做出了解答。

音乐剧《胭脂扣》——

在经典回望中浓缩时代体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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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藤文化艺术节在无锡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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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明茶采摘。

▲音乐剧《胭脂扣》舞台照。 出品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