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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天都亮了，等到云都白了，
等到每缕微风都带着醉意……”伴随着
正安吉他弹奏的悠扬旋律，3 位身穿侗
族服饰的姑娘纵情高歌，歌喉清亮，形
成优美的和声，直叫人心醉神迷。

3 月 20 日，由贵州省委宣传部 （贵
州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主办的“黔
之华彩·绽放世界——贵州国际传播旗
舰品牌‘LIVE IN GUIZHOU’多语种
外宣平台启动仪式暨‘山地公园省·多
彩贵州风’系列展演走进拉美”宣传推
介活动在京举办。多个领域的专家学
者、艺术家、外国驻华使节等 100 余人
出席活动。在活动现场，侗族大歌、侗
绣、安顺地戏、脸子雕刻、蜡染等非遗
项目的表演展示，让人领略到贵州多彩
文化的魅力。

千年大歌活力不减

“看了我们侗族大歌的现场表演，
感觉怎么样？”与记者聊的第一句话，
钟声丽便问起了对侗族大歌的感受。作
为贵州黎平土生土长的侗族人，钟声丽
从小就喜欢唱侗族大歌。2002年从贵州
大学音乐系毕业后，她加入了黎平县侗
族大歌艺术团，如今担任艺术团团长。

“团里有 30 名演员，都是县级非遗传承
人。我们经常外出表演，去年就出省演
出 200 多次，还去了日本、德国、瑞
士、意大利 4 个国家。外国观众非常喜
欢侗族大歌，虽然听不懂歌词，但对我
们演唱的声音和旋律很感兴趣。”钟声
丽说。

侗族大歌，在侗语里叫“嘎老”，
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至今已有2500多
年的历史，是中国最早被发现、最早被
国际认可的一种复调式、无指挥、无伴
奏、自然多声部合唱音乐。2009年，侗
族大歌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名录。侗族人有“饭养身，歌养心”的
传统，侗族长辈用歌声教给晚辈做人做
事的道理。侗族大歌不仅是一种传情达
意的民间艺术，也蕴含着侗族人千百年
来严格恪守的行为准则和生活智慧。

钟声丽介绍，在黎平，每个村寨都
有大歌队，逢年过节都会表演，侗寨里
的孩子们从小就跟长辈学唱大歌。县城

里也在普及侗族大歌，开展“民族文化
进校园”活动，学校的音乐课上教侗
歌，县文化馆也有免费的社教活动，推
广、传授侗族大歌。“这两年对大歌的扶
持力度很大，政府有专项资金，传承人每
年都能获得经费补助。我们艺术团的职
责是去各地表演，宣传推广侗族大歌。”

为了让传统的侗歌艺术更容易得到
当代观众的理解和欣赏，黎平县侗族大
歌艺术团进行了一些创新的尝试。“我
们丰富了演唱的声部，融进更多乐器，
使大歌的气势更加宏大。”钟声丽告诉
记者，“与前辈传承人探讨时，他们也
很支持我们对传统的大歌进行丰富和改
造。只有与时俱进，才能让文化遗产一
直活下去、传下去。”

传统技艺带动脱贫

蜡刀蘸上高温融化的蜡液，在白布
面轻盈地勾画几笔，一条灵动的鱼的雏
形，已经跃然眼前。苗族姑娘杨婷婷表
演的安顺蜡染，引得众人啧啧赞叹。在
她作画的长桌上，展示了布包、胸花、
围巾等蜡染工艺品，花纹清雅隽丽，富
有民族风情。

“贵州安顺是‘蜡染之乡’，我奶奶
是有国际声誉的‘东方蜡染大师’杨金
秀，我们家族里很多人从事蜡染行业，
我从 9 岁开始就接触并爱上了蜡染工
艺。”杨婷婷介绍道。1985 年出生的杨
婷婷，是贵州省高级工艺美术大师、安
顺市级蜡染非遗传承人，多次在国家
级、省级比赛中获奖。她所带的团队制
作的蜡染工艺品，销往景区、机场和各
大商场，受到欢迎。

杨婷婷指着桌上一个鱼形图案的蓝
色布包对记者说：“这幅图是一个 50 多
岁的农村妇女画的，我们把它加工成文
创产品销售出去。在安顺有很多四五十
岁的妇女从事蜡染，产业的发展带动了
当地人就业。”

在另一个展台，安顺地戏“脸子”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周明正埋头
雕刻一个面具。“我父亲擅长演地戏，我
17岁开始跟随村里老艺人学习‘脸子’雕
刻，一直坚持做这一行。”周明说。

“脸子”雕刻技艺源于明代，至今

已有近 700 年历史，2009 年被列入贵州
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上世纪80年代
以前，“脸子”仅作为地戏道具使用。
随着文化旅游业的发展，人们对于艺术
追求的多元化，为这一传统手工艺打开
了走向市场的大门。“脸子”从原来的
道具发展到家居饰品、旅游工艺品等领
域，面具规格也从以前的30厘米发展到
各种大小都有。

据周明介绍，安顺大约有 200 名
“脸子”雕刻艺人，一名熟练艺人制作
一个面具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周明带
着 4 个徒弟成立了工作坊，除了雕刻面
具，还做各种木雕、根雕工艺品。“作
坊的产值一年有 50 万到 60 万元。近期
我们当地几家作坊准备联合举办一家公
司。”周明说，“政府对我们这些小微文
创企业有很多扶持政策，同时通过大力
宣传，让更多人了解地方文化。”

创新方式推广遗产

作为文化遗产资源大省，贵州省目
前有世界文化遗产 1 处、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2 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 85项 140处，有国家级传
承人 96 名、省级传承人 402 名，建有 1
个国家级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和 3
个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近
年来，陆续出台了 《贵州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条例》《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发展规划 （2014-2020年）》《贵
州省传统手工技艺助推脱贫培训计划

（2016——2020 年）》 等政策文件，在
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开发利用和推广
宣传等方面都采取了有力的措施，成效
渐显。

贵州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慕
德 贵 表 示 ， 建 设 “LIVE IN GUI-
ZHOU”（“这里是贵州”） 多语种外
宣旗舰平台，是贵州加强国际传播能力
建设，推动贵州文化“走出去”的战略
举措。“这里是贵州”将向海内外受众
推送“生态文化、中国数谷、非遗传
承、饮食文化”四道“大菜”。

自2019年3月1日试运行以来，“这
里是贵州”已经在推特 （Twitter）、脸
书 （Facebook）、照片墙 （Instagram） 开

通英语、西语、法语、日语四语种账
号 ， 在 油 管 （YouTube） 开 通 英 语 账
号，已发布 200 多条消息，用图文和视
频向海外介绍贵州。同时，在国内开通
微博、微信公众号和百度百家号，同步
发布贵州资讯。

“贵州丰富的文化遗产是我们重点
推介的内容。”“这里是贵州”外宣平台
内容负责人对记者说，3月下旬起，“这
里是贵州”将连续推送“走进侗寨寻找
大歌”相关内容，用生动活泼的图片、
视频、文字介绍侗族大歌和侗寨文化。

贵州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政府新
闻办主任哈思挺告诉记者，4月 1日至 4
月 8 日，“山地公园省·多彩贵州风”系
列展演将走进巴西里约热内卢和阿根廷
布宜诺斯艾利斯，向当地民众展示中国
贵州的多彩文化和发展成就。在巴西，
正安吉他将奏出“大和弦”音韵，巴西
模特将展示40多套“贵绣”服装。在阿
根廷，苗族蜡染、侗族刺绣、苗族银饰
等“贵州宝藏”将集中展示，3 位国家
级传承人带着他们的代表作品参加展
览，并将现场演绎相关技艺。“这里是
贵州”将全程直播“走进拉美”活动，
让世界了解贵州文化的独特魅力。

风筝，旧称“纸
鸢”或“纸鹞”，是中
国传统民间手工艺品
之一，至今已有 2000
多年历史。山东潍坊
风 筝 制 作 历 史 悠 久 ，
工艺精湛。做过潍县
县令的书画家郑板桥
曾 写 诗 赞 美 潍 县 风
筝 ：“ 纸 花 如 雪 满 天
飞 ， 娇 女 秋 千 打 四
围 ， 五 色 罗 裙 风 摆
动 ， 好 将 蝴 蝶 斗 春
归。”如今，潍坊已逐
渐发展为“世界风筝
之都”，全球 70%以上
的风筝产品都出自潍
坊。而杨家埠是潍坊
风筝的“大本营”，这
里风筝制作能人辈出，
风筝竞放高手云集。

王永训不是杨家
埠人，他出生在与杨
家 埠 相 邻 的 马 宿 村 。
小时候家境贫寒，一
只不知谁送的风筝，成
了他最好的玩伴，他因
此对风筝念念不忘。

17 岁时，亲戚介
绍他到杨家埠风筝厂学手艺。王永训很快就上道了，
熟练掌握了风筝制作的全套流程及扎、裱、糊、绘、
放等技艺。但扎风筝养不了家，父母觉得这有点不务
正业，让他去一家机械厂工作。

王永训与风筝的缘分并没有就这样被剪断。一
天，在风筝厂做学徒时的搭档找上门来，请王永训赶
做几只小风筝，帮厂里给客户交差。王永训不到两个
小时就做好了 10 只风筝，挣了 5 元钱工本费。看样
子，订单多了，手工作坊的产能跟不上了。王永训猜
思，风筝营生应该可以填饱肚子了。于是他到城里的
风筝店东瞅瞅、西看看，恰好发现了自己做的风筝，
在店里竟然标价5元一只。王永训立马就萌生了重新做
风筝的念头。

自己扎自己卖，说干就干。王永训下了 36元的血
本购买材料，自己设计、扎制风筝。他制作的第一批
蓝色蝴蝶风筝在市场大卖，淘到第一桶金。王永训从
此打出了名气，真正入了这一行。1997年，王永训回
到“风筝故乡”杨家埠，开始建厂、传艺、兴业。

王永训始终秉持“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理念
来从事风筝产品开发和运营。他制作的潍坊风筝，从
选材开始就非常讲究，竹子一般选用四川、福建、江
西等地的毛竹，而且必须是两年以上三年以下的料，
这样的竹子韧性强、弹性大、油性好。裱糊方面也很
讲究，松紧对称必须符合标准，这样才能更好地放
飞。一般采用真丝布料，比普通布料看上去更精美。

“龙头蜈蚣”是潍坊风筝最具代表性的款式，市场上的
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王永训坚持龙头的骨架不能偷工
减料，烤、弯、绑、扎的工序比别人多花费一倍甚至
更多的时间。“一个中型龙头要用几百根竹篾，扎、
糊、绘三道工序，怎么也得一周左右，这还得是功夫
扎实的老艺人。”王永训说。他还在龙头的嘴巴和眼睛
上动起了心思，经过他的设计改造，龙头蜈蚣风筝飞
在天上时，眼睛随风转动，嘴巴一张一翕，妙趣横
生。王永训的风筝在绘制上讲究色彩的搭配，吸收了
杨家埠年画的风格，放到天上是个性突出的风筝，挂
在家里就是一幅漂亮的年画。

王永训认为，“风筝只应天上飞”是一种局限的思
想，有动就应该有静。1998年，王永训做出了静态的
风筝，在长沙的展会上大放异彩。同年，王永训在哈
尔滨策划了一场风筝与当地花灯融合的展览，光彩交
映，动静结合，美不胜收。闯出名堂的王永训不只设
计风筝、制作风筝、销售风筝，还在风筝广告投放、
网络平台交易及宣传推广、创新发展、收徒传艺方面
做了诸多创新探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这么多年的打拼，让我明白了抱朴守拙不是因循
守旧。风筝扎制技艺只有通过市场才能不断活态地传
承下去。”王永训感叹道，“但事实上，现在有工匠，
无大师。市场向好，从业人员却不断减少。年轻人吃
不了苦，不愿入这行。”在他看来，风筝技艺传承的关
键是培养年轻艺人。

2006 年，潍坊风筝制作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王永训被评为代表性传承人。在
带徒授艺之外，他经常被学校和风筝扎制传习所邀请
去讲课。

除了操持风筝主业，王永训还把风筝的扎、糊、
绘等技艺延伸运用于花灯制作、演出道具制作等领
域，将市场辐射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2012年伦敦奥运会奥林匹克文化节上演的歌剧 《诺亚
方舟》中，就有110件舞台道具出自王永训团队之手。

2016 年，王永训制作的木鸢风筝，随“神舟十一
号”飞船在太空遨游66天后成功返回。这只A4纸大小
的彩绘风筝，重量只有 300 克，但工艺却一点也没减
少，并且使用了上好的材料。这件作品再现了 2400多
年前风筝鼻祖鲁班扎制的世界上第一只木鸢风筝的造
型和艺术神韵。至此，中国风筝协会副主席王永训的
风筝梦，飞得更高、更远了。

今年是甲骨文发现 120 周年。甲骨
文作为目前已知成系统的汉字的最早形
态，距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不久前的
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河南博物
院院长马萧林提交了“关于进一步加强
对甲骨文宣传推广的提案”，引发广泛
关注。

近年来，甲骨文逐渐走进大众视

野。《殷墟甲骨文书法探赜》《甲骨文常
用字字典》 相继问世，甲骨文元素的文
创产品备受追捧，校园里频现甲骨文课
堂，海外屡办甲骨文特展……原本“高
冷”的甲骨文，逐渐变得有温度、有热度。

文创产品吸引眼球

打开微信，搜索甲骨文表情包，便
出现了各式各样以甲骨文为素材制作的
有趣动图。这些表情包以甲骨文来展示

“友谊的小船”“有木有”等网络流行
语，生动形象、趣味盎然。

除了甲骨文表情包，甲骨文日历、
甲骨文书签、甲骨文明信片等文创产品
层出不穷，被年轻人奉为时尚。

“甲骨文主题文创作品运用大众喜
闻乐见的形式，传播甲骨文文化，让人
眼前一亮。但在这过程中，一定要注意
不能误传、瞎传，不能为了趣味性而胡
乱造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夏商周考古研究室副主任严志斌在接受
本报采访时说。

激发学生识字兴趣

“‘龙’字的甲骨文拆开来看，上
面是‘辛’，中间是龙头，下面是龙
角。”在史家小学 《汉字的魅力》 甲骨
文讲座上，老师生动地讲解了甲骨文的
字形和由来，让同学们感到饶有趣味。

“汉字不仅是我们祖先的智慧结晶，也
承载着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一名同
学感慨道。

近两年，甲骨文越来越多地走进中
小学校园，不少地方的老师利用甲骨文

“因形赋义”的特点，对低年级学生进
行识字教育，激发他们对汉字的兴趣。
在重庆南开小学“甲骨文学堂”进校园活
动中，学生们练习甲骨文书法，在书写这
种古老文字的过程中获得了美的体验。

“面对不同的学生，甲骨文课堂的
性质是不一样的。就基础教育而言，我
认为应该以培养兴趣为主，不必作为一
种课业上的要求，主要目的是拓展学生
们的文化视野。”严志斌说。

甲骨文文化走向世界

“想知道‘八’字的甲骨文字形，就在
拼音检索里查找，在第三页可以找到甲
骨文‘八’的4种字形。”在近日举行的《甲
骨文常用字字典》首发仪式上，中华书局
总编辑顾青为读者详细讲解字典的用
法。这是中国文字博物馆举办的“纪念
甲骨文发现12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

河南省安阳市是甲骨文的故乡，坐
落于此的中国文字博物馆，为纪念甲骨
文发现120周年，举办了“甲骨文书法国
际大展”“第七届中国文字发展论坛”等
活动，旨在让更多人了解甲骨文文化。

在国际上，甲骨文的影响力也越来
越大。2018年12月，“水墨聚焦·中国甲
骨文书法艺术展”在摩洛哥举行，吸引
了 190 多个国家的代表前来参观。在开
幕式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助理总干事
弗明表示，甲骨文虽源于中国，却是人
类的共同财富，此次艺术展能够让世界
人民亲身感受这古老艺术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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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训制作的10寸荷花蜻蜓风筝

向世界推广“贵州宝藏”
本报记者 邹雅婷

“高冷”甲骨文走入大众生活
□陆培法 田春雨 段钇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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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贵州”品牌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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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黎平县侗族大歌艺术团表演侗族大歌 贵州水族马尾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