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鸽哨又叫鸽铃，是佩戴在鸽
子身上的哨子，鸽子飞翔带动气
流穿过鸽哨发出声响。京剧大师
梅兰芳就曾盛赞鸽哨是“空中交
响乐”，在很多以北京为地域背景
的影视作品中，也总少不了这种
呜呜嗡嗡的声音。2014 年，鸽哨
制作技艺被北京市列入市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鸽哨的制作，主要用竹木和
葫芦，以竹管或是葫芦肚为腔，
上面配以竹木雕成的发音孔。为
了动听，一个鸽子往往携带很多
个鸽哨组成的一组鸽哨，鸽子平
飞或是拐弯的时候，发音孔状态
可能不一样，声音也会有所变
化。制哨之家，都在哨底刻字作
为标志。如清代“老四家”惠、
永、兴、鸣，民国时的“小四

家”永、祥、文、鸿等。不同的
字号，哨音一般也不同。

上世纪 50 年代初期和中期，
鸽哨的声音常常回荡在老北京城
上空，人们也听着这个声音起
床，开始一天的生活。60、70 年
代，养鸽子开始衰退。从 90年代
开始，随着大规模的旧城改造，
四合院成片消失，加上禽流感、
机场安全等原因，北京的天空渐
渐失去了鸽子的身影，年轻人更
不再有精力去“盘鸽子”，鸽哨就
这样渐渐从人们的耳边退去了。
而在各种公开场合取而代之的成
群结队、鸡头长喙的外来鸽，更引
发那些仍对鸽哨声和鸽子恋恋不
舍的老爱好者们心中的不舍。

著名的民俗学专家、中国社
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刘魁立在

接受笔者访问时表示，一个民族
的生产实践活动无可避免地要与
自然界产生关联。与自然界的互
动中的一些做法，就体现着这个
民族观察世界、思考世界的智
慧。而能够自古流传至今的这些
非物质文化文化遗产，一定是很
好地顺应了自然，又体现了自身
的文化特色，所以在讨论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过程中，也需要回到
人与自然互动的这一本质问题上
来。“就项目论项目，就保护论保
护，那就单薄了。要试着去理解
这其中与自然之间的本质关联。”
刘魁立强调，“从这个角度来理
解，北京的天坛、地坛，日坛、
月坛，与我们的二十四节气紧密
相关，我们的传统民居，也都体
现着古人天地人和的思考模式。”

这些天，我网购了
一堆贵州特产，有羊肉
粉 、 辣 鸡 饭 、 油 炸 粑
等。我不是贵州人，也
没去过贵州，在此之前
对贵州的了解仅限于在
北 京 吃 过 的 两 次 酸 汤
鱼。和贵州的缘分皆因
一个叫“过街调”的公
众号，不经意间被其中
生动讲述的黔中地区文
化所吸引。我给公众号
留 言 ：“ 什 么 是 过 街
调”？收到的回复很有情
怀：“我们乌蒙山区的人
把吃遍一条街上的美味
称之为“吃过街调”，小
时候一帮娃娃家里有饭
不吃，喊叫着吃过街调
去 喽 ！ 呼 啸 着 跑 出 家
门，身后是大人们的笑
骂声”。我想，过街调最
早可能是指小吃摊贩的
吆喝声，慢慢演变成黔
中 地 区 的 一 种 民 俗 文
化、一种情怀。而这种
文化并没有随着古老街
道的消逝而消失，却搭
上了当下最时髦的新载
体——公众号，让远在
北京的一个和贵州毫不
相干的人如此向往。随
后我因为“情怀”买了
公 众 号 推 荐 的 贵 州 小
吃；随后我因为这些地
道的小吃彻底惦记上了
那个城市；随后我干脆买了张机票直奔黔中
那座小城，只为吃一次真正的过街调。

过街调是贵州黔中地区的文化遗产，但
当它的载体从历史沧桑的石板街变成了公众
号和网店，还是当初的过街调吗？这个问题
我在那个小城的老街上问过那个公众号的主
人，当时我正在对付一碗羊肉粉。她用反问
作为回答：“如果不是公众号，你今天会专
程赶过来吃一次过街调吗”？绝大多数文化
遗产都面临相同的问题，比如皮影戏，过去
用的是油灯，现在用的是电灯，用了电灯的
皮影戏还是文化遗产吗？于丹的一句话或许
能解答这个问题：“无论是汉族的还是少数
民族的，不能仅仅管它叫遗产，让它活在当
下才是最重要的。”

如今申遗很火，各地政府趋之若鹜，然
而非遗保护，不只是为了让当地多一张镀金
名片、博物馆里多几件精致的展品，而是在
整个世界文化走向趋同的今天，留下自己民
族的根脉，告诉后人，我们的祖先曾有过怎
样的文化精神高度。非遗保护的根本还在于
传承，只有被传承的文化才有生命力，而生
命力则来自与时俱进。

我们看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曾经是先
人们的一种生活状态，只有再次融入现代人
的生活才是真正的“活在当下”。所谓尊重
传统，尊重的应该是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与内
核，而非墨守成规、拘泥于表面。一成不变
的“保护”，只能把曾经鲜活的东西变成一
个没有血肉的标本。我们不该把传统文化和
现代生活割裂开来，把传统永远留给过去，
而应以不失其本真为度，在原生态基础上进
行延伸性创新。

由著名作家白先勇主持制作的昆曲 《牡
丹亭》青春版，既保留了昆曲抽象写意、以
简驭繁的美学传统，又融入了现代剧场的全
新概念，以适应现代观众的视觉要求。有人
说，青春版《牡丹亭》让昆曲观众年龄下降了
30岁，成功地把昆曲重新拉回到人们的视线。

如果过街调不上公众号，那座黔中小城
我可能会永远错过；如果昆曲只能唱老版

《牡丹亭》，留给这个世界的可能只有几张发
黄的老唱片。对于非遗的保护，“与时俱
进”这个词再恰当不过。

带着自然芳香的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其底蕴深
厚、亲和百姓、融合生活、绿色环保等特点，不断与时尚元
素相结合，并在倡导绿色生态环境友好的当代社会迸发着强
大的生命力。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明遗产名录中，
中国传统桑蚕丝织技艺、南京云锦制造技艺入选“人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在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纺织类多达百余项。

“千年窝妥”——蜡染

在苗语中，“窝”者，衣也；“妥”者，蜡染也。“千年窝
妥”便是苗族人传承千年的蜡染衣服。

蜡染是用蜡刀蘸熔蜡在布上绘制花纹，而后以蓝靛浸
染，待脱蜡清洗后布面会呈现出蓝白相间的图案的工艺。值
得注意的是，蜡染用的蓝靛从种植、采集到上色、脱色、烘
干等都是人工完成的，而且蓝靛不仅是一种染料,也可药用，
比如古书中有用蓝靛清热解毒、治疗温毒发斑等症状的记载。

如今，我国多地建成了初具规模的蜡染工厂、妇女工作
坊、合作社等，以多种形式来传承蜡染工艺，发展蜡染产
业，并不断拓展电商渠道，利用网络平台进行销售。此外，
让游客拿起铜刀、蘸上温热的蜂蜡、体验蜡染也成为了各景
区吸引游客的重要工具之一。笔者走进贵州丹寨的宁航蜡染
厂，七八位蜡染工人正拿着蜡刀在白布上绘制着图案，她们
告诉笔者，这些图案都是自己设计的。

“大漠旗帜”——阿拉善地毯

阿拉善地毯织造技艺源远流长，诞生于公元 1736 年以
后，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阿拉

善地毯源自西域、工艺复杂，以土种羊毛为原料、植物染
色、纯手工编织。为了适应大漠风沙大、地貌干燥的恶劣环
境，人们选取的羊毛粗壮、洁白，织出的地毯弹性强、拉力
强，能够很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这种取材于沙漠、采用原
生态手法制作的地毯，使得人们既能很好地生存在大漠中，
又不至于破坏环境，因此阿拉善地毯在大漠戈壁独树一帜，
成为了人和自然之间的一面友好的旗帜。

“无字史书”——黎族传统纺染织绣

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包括纺、染、织、绣四大工序。
黎族的姑娘们13岁就开始在长辈的指导下学习纺织，精湛的
纺织技术因此世代传承下来。在多数山区，简单而又原始的
纺织工具和纺织工艺仍然保留着。

黎锦织绣上的图案多种多样，有水波纹、藤条纹、彩虹
纹等，而绘制这些图案的染料基本包括植物染料、动物染料
和矿物染料三种，绿色环保的同时使得花纹自然清新。黎族
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因其制作工艺及原料的原生态和所展现的
文化现象的原生态，成为了黎族历史的无字文献，成为浓缩
黎族文化的活化石。

保护传承纺织非遗是当今纺织业的一大课题。首届中国
纺织非遗大会将于2017年11月在杭州召开，主题为“共筑纺
织非遗可持续发展新生态”。大会将基于当前我国政府及社会
各界高度重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振兴优秀传统工艺的良好
氛围和社会背景进行精心策划与组织，不断提升中国纺织工
业文化软实力与文化自信，集各方智慧，集全社会、全行业
之力共筑纺织非遗可持续发展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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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派传统民居营造技艺
以 其 所 蕴 含 的 独 特 传 统 韵
味、和谐布局，被收录在第
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中。徽派建筑融合了人居
建筑与自然环境：房屋多坐
落于山环水绕之间，青山古
树之下；村落里山泉溪水潺
潺 流 过 ， 青 瓦 白 墙 高 低 错
落；从院内抬眼向外，山水
画图尽收眼底；院内天井或
洒落阳光、或积聚雨水，配

上花木假山，自成一派天地
人和。

徽派建筑的一大亮点是
“马头墙”的装饰。由于民居
以木结构为主，房屋易遭火
灾，为避免火势蔓延，在居
宅两端墙顶砌筑高出屋面的
山墙，可以防风、防火。

“马头墙”随屋面坡度层
层跌落，并适应斜坡长度定
为 若 干 档 ， 墙 顶 挑 三 排 檐
砖，上覆小青瓦，并在垛头

安装形似马头的搏风板，远
远望去，错落有致、意韵十
足。

徽派传统民居彰显古人
顺应生态环境的人文思考模
式，而闽南传统民居营造技
艺、陕西等地的窑洞建造、
北京四合院的布局、雁门和
庐陵传统民居营造技艺等，
都彰显着古人顺应天南海北
不同水土而巧妙建屋兴居的
人文智慧。

“沿途多土坑，询其名
曰卡井，能引水横流者，由
南而北，渐引渐高，水从土
中穿穴而行，诚不可思议之
事。此处田土膏腴，岁产木
棉无算，皆卡井水利为之
也。“这是林则徐在清道光
二十五年 （1845 年） 的日
记，记载的是荒漠地区的特
殊灌溉系统，也是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坎儿井对
水土的涵养保护作用。

文中的“卡井”，即今
天所称的坎儿井，史载汉代
西域即有挖掘地下窖井的工
程，称为井渠法。坎儿井由
竖井、地下渠道、地面渠道
和涝坝四部分组成：首先在

地面打下井口，将地下水汇
聚；然后在井底修通暗渠，
将地下水引到目的地，再把
水引到地面。

提到坎儿井，不能不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吐鲁番
市。吐鲁番天气酷热干旱，
年降水量只有16毫米。但吐
鲁番盆地北有博格达山，西
有喀拉乌成山，南面地势偏
低，每当夏季来临，大量融
雪和雨水就会流向盆地、渗
入戈壁、汇成潜流，形成丰
富的地下水源。坎儿井保证
了地下水不因炎热蒸发，不
因狂风污染，并能有效将水
蓄起供人使用。近年来在国
家文物部门支持下，吐鲁番

启动坎儿井保护与利用工
程，对坎儿井实行定期检查
和掏捞清淤、加固装盖等保
护措施。

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利用自然，坎儿井在这方面
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另一个
值得称道的范例是四川都江
堰。

都江堰将以往汹涌的岷
江一分为二，大兴引水灌溉
和防洪之利，还兼具水运功
能，使得成都平原变成了

“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
无荒年”的“天府之国”。
都江堰可谓将“因势利导”
的古典生态思维巧妙发挥的
杰作。

共融：传统民居顺应生态

共处：传统灌溉滋养生态

共生：传统技艺拷问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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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苗族蜡染技艺富含民族特色与生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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