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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委员委员 笔记笔记

艺文艺文艺文 丛谈丛谈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稻
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梅
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
洲；一幅幅跃然纸上的美丽画面，
勾勒出令人向往的乡村田园。助力
乡村振兴、留住乡村风貌，讴歌诗
意田园，推动文明建设，这是文艺
界委员应当发挥的积极作用，而各
地乡村资源禀赋不一样、特色不
一，一定要结合本地实际走出精
准、特色的乡村振兴道路。

我曾随全国政协书画室赴四
川、西藏开展采风创作和考察调
研。在“老北川中学遗址”，当年
的老北川中学，校区后的大山在地
震中崩塌，巨大的岩石倾泻而下，
把校区彻底掩埋，只剩下一支旗
杆、一面在风中摇曳的国旗和一座
孤单伫立的篮球架，满目疮痍。时
至今日，看着这些历史的样子，都
感觉到心里无处安放的疼痛，那种
亲历者的无助感，仍然可以感同身
受。如果说汶川大地震是大自然给
四川盆地的一次极端考验，那么今
天的城乡新貌就是新农村建设交出
的一张优秀答卷，不仅一寸寸抹消
了灾难留下的印记，还将城乡基
础设施配套推进了 10 年甚至 20
年，新农村建设焕发出勃勃生
机。这一刻，我真真正正感受到

了中国人的凝聚力和众志成城的硕
果，那里的人民已经在祖国的帮助
下恢复了家园。

水磨镇地处龙门山断裂带，作为
汶川县受灾最重的农村，今天已巨变
成乡村振兴新农村建设的样本，城里
人梦寐以求的“林间别墅”成为乡间
随处可见的风景；村民们不仅告别了
脏乱差，还像城市居民一样打起花腰
鼓、跳起坝坝舞，生活更加多姿多
彩；一条条平整宽阔的水泥路和一片
片布局有序的新型农业集中发展区，
农业产业化规模和效率都大幅提高。
这一切变化，正与新农村建设“生产
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

洁、管理民主”的五大目标不谋而
合，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
振兴总要求思想一致。思绪飞转，村
民欢然，眼中林盘绕院、农房错落的
新村格局，已然衍生成一幅优美的原
生态田园画卷，让画家们满腔热情地
用画笔记录下灾后重建和新农村建设
的美丽画卷，描绘出汶川震后的村民
新颜。

在绵竹“中国年画村”村道两
旁，古色古香的路灯杆上悬挂着别致
的年画灯笼，年画牌坊、年画广场、
年画湖一字排开……整个村落就像一
幅层次丰富的年画画面。在市场上，
一幅绢丝年画要卖到1万余元，却供
不应求。这里拥有非常丰富的民族工
艺传统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年画村已
聚集了上百位专职画匠，使这些遗产
得以活化，每年创造不菲的销售额，
助力乡村文化产业的振兴，让原本岌
岌可危的绵竹年画重新焕发勃勃生
机，这是村民们从未想过的美好图
景。灾后重建背景下的乡村振兴，让
村民的生产生活形态发生了改变，在
注重文化传承的前提下，对产业发展
长远考量。年画村里有一座充满文化
内涵和民俗风情的艺术馆，同时又是
一个培育年画传人、发展年画产业、
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综合基地。各地
的年画传承人、创作者可以在此互动
交流，年画文化的传承获得了更广阔
空间，也让绵竹年画借助这个平台，
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文脉有序，国脉相连。在脱贫攻
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后，中国进入了全
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阶段，充分彰
显了党和国家一如既往对于农业、农
村、农民问题的重视，充分显现出全
国上下推动实现产业兴、农村美、农
民富的信心和决心，为文化振兴、乡
村振兴指明了方向。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
部分，作为一名艺术家、文艺界政协
委员，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之际，理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聚焦新时代、新目标、新任务、新理
念、新格局，切实担负起举旗帜、聚
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
命任务，大力发扬孺子牛、拓荒牛、
老黄牛精神，为做好新时代文艺工
作，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吉林省
政协书画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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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正东，
通州隔河，
明代马场。
绿通途大道，
城洁车顺；
潮白沙滩，
创意水乡。
千亩樱花，
万亩银杏，
落英缤纷溢春光。
百果园，
聚奇树异草，
四季芬芳。

夏垫古镇离觞，
曾鲤街牛市几沧桑。
鉴文明密码，
一河两沟；
同济风语，
村寨广场。
猜羊扣秤，
四海升平，
景泰蓝出世分享。
八大碗，
蕴简朴厚重。
历久弥香。
（5月18日调研笔记）

京东板栗

燕山南麓，
长城内外，
北京之东。
虽五方皆有，
冀果殊异；
十一县域，
片麻岩生；
雌雄同体，
风媒授粉，
渔阳范阳载诗经。
主产区，
此板栗之源，
天下无争。

东方珍珠食用，
形小巧玲珑香气浓。
尝煮食糯绵，
糖炒甜盈；
红亮紫皮，
金黄果仁。
厚肠益气，
强腰健脚，
铁杆庄稼长寿种。
沐光照，
植三千年逾，
郁郁葱葱。
（5月19日调研笔记）

承德

山为骨架，
水如血脉，
庄显其形。
承先祖德泽，
百年营建；
移天缩地，
尽收园中。
武烈源长，
热河流短，
青枫绿屿烟雨情。
外八庙，
邀众星拱月，
内外之心。

独秀万里长城，
戚将军坚固金山岭。
古燕国牧场，
坝上草原；
整训铁骑，
养马屯兵。
孤石云挺，
层峦叠嶂，
杜鹃山杏九龙松。
塞罕坝，
奉花乡林海，
玉宇尘清。
（5月20日调研笔记）

沁园春三首
杨小波

2001年5月18日，法国巴黎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总部，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总干事的松浦晃一郎，郑重地公布了
19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昆曲位列其中，中国成为首次获此殊荣
的19个国家之一。

今天，在昆曲入非遗20周年之际，
回望世纪之初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耀
眼曙光，依然感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中国文化部门和戏曲艺术工作者努力和
奉献的光和热。

21世纪初，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与
多元化格局的形成，越来越多的文化遗
产遭到破坏，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濒临
灭绝，人们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开始
感觉到保护文化的重要。2000年，中国
作为积极倡导“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工作的国家之一，推动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同时启动的两个项目：一是人类口头
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二是制订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公约。2003年，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通过了《保护非物
质文化遗产公约》，并于30个月之后的
2006年 4月 20日生效。这样，国际上对
遗产的概念及其抢救和保护的认识，都
因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制定
而出现了历史性的变化。《公约》生效后，

“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名称
改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而
且，已经入选的和今后新入选的，一律纳
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昆曲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
布为首批“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作”，在中国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中
以及300多个传统戏曲剧种中脱颖而出，
获此殊荣，显示了昆曲艺术在中国传统文
化艺术中无可争议的独特魅力。但是，由
于剧种本身的特点和整个文化氛围的影
响，广大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对昆曲缺
乏了解，昆曲演出市场不断萎缩，上演的
剧目急剧减少；演员、编导和作曲队伍后
继乏人，现有人才流失严重；各昆曲院团
的经费严重不足，昆曲艺术的档案工作、
昆曲传统剧目的整理发掘、音像文字资料
的保留等重要工作无法展开。面对这种情
况，文化部门积极推动世界非遗保护，并
且调动多方力量让昆曲搭上了新世纪非
物质文化保护的“头班车”。

由原文化部、江苏省人民政府和苏
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首届中国昆剧艺
术节暨昆剧古典名剧展演，于2000年3月
在昆剧发祥地昆山和苏州隆重举行。全国
仅存的6支昆剧团全部参演。艺术节期间，
组委会还举办2000年中国昆剧发展研讨
会、《中国昆曲古典名作》（图片集）发行售
书等活动，以焕发人们的思古幽情，为昆
剧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寻找道路。经过不断
探索和努力，昆剧艺术节至今已经举办七
届，参演院团的数量和曲目质量不断提
高，在活动安排上也更具创意。

在昆曲复兴和发展的过程中，全国政协
起到了重要作用，京昆室委员们更是全力投
入。全国政协京昆室将昆曲剧目曲谱的整
理、编辑及出版工作列为重点专项工作，
2003年7月，在南京召开了全国昆曲剧目曲
谱出版座谈会，并成立了“昆曲曲谱出版编
委会”；9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昆曲剧目曲
谱第一次编委会议，主要研究昆曲曲谱具
体出版方案；同年11月，还在江苏昆山召开
了曲谱出版业务工作会。此后，各地昆剧院
团的收集、整理曲谱工作相继展开，由全国
政协京昆室牵头着手整理、编辑、出版的《中
国昆曲精选剧目曲谱大成》将这一“人类口
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书面的形式保存了
下来。

2003年11月，全国政协组织专题考察
团，赴长沙、郴州、杭州、温州、永嘉、苏州、
昆山、南京等地，对全国昆曲艺术的现状作
了实地考察，委员们深感昆曲艺术一方面
正面临很好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也存在
严重的危机。中央多位领导同志分别在委
员们报送的《关于加大昆曲抢救和保护力
度的几点建议》，以及在全国政协十届二
次会议的书面发言上做重要批示。政协提
出的关于保护和扶持昆曲艺术的建议，受
到中央领导高度重视，财政部、文化部制
定了《国家昆曲艺术抢救、保护和扶持工
程》，决定之后5年每年拨出1000万元专
项资金用于扶持现存的 7 个昆曲院团建
设。这是对政协委员参政议政工作的褒
扬，也是对政府文化工作成果的肯定。这
项主要举措为昆曲的发展带来极其宝贵的
机遇。

2017 年 11 月，全国政协京昆室委员
代表团访问德国、瑞士、法国，就戏剧艺术
的保护和传承进行调研。代表团参访了总
部设在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该组
织文化助理总干事班德林先生进行亲切
会谈。代表团表示，在积极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的进程中，中国的传统文化
艺术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特别
是中共十九大召开以后，中国政府对包括
戏曲艺术在内的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和
弘扬更加重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我们
本民族艺术也给予了大力支持，使昆曲在
2001年第一批就被纳入人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作名录，2010年京剧也被纳入。
在现阶段，传统文化艺术面临着既要保持
自身品格又要紧跟时代发展，既要继承保
护又要勇于创新的严峻课题，因此，希望
加强对各国传统文化艺术保护传承的做
法、经验和成果的交流，让丰富多彩的文
化造福更多民众。

班德林先生表示，非物质文化遗产属
于世界文化遗产之一，京剧和昆曲所代表
的中国戏曲艺术属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
列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内容，这两种
艺术形式本身也是文化、文明对话的重要
载体，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化交流都有积极
而重要的促进作用。

班德林先生意味深长地说，对于列入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一个重
要基点，就是要保护古老的传统文化表现形
式。要使艺术保持鲜活，就意味着创造它的
族群要活着。因此保存艺术形式和它所代表
的族群之间的联系，成为最基本的原则。而
我们的责任是负责监管已经列入名录的项
目，确保当时所选择的条件能够继续得到
遵循。最后，班德林先生说，“我想全国政协
京昆室就是通过专门工作来发挥作用，继
续弘扬和传承中国传统的艺术形式。通过这
次短短的会见，我已经看到了京昆艺术的生
命力。”

班德林先生没有看错。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政府历来十分重视对戏曲艺术的保护
和振兴工作。以昆曲为例，1949年，周总理托
文化部派人将散落在北方各地的韩世昌、白
云生、侯永奎、马祥麟等昆曲艺人，邀集到当
时的综合性艺术团体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任
教；1956年，浙江国风苏昆剧团排演了昆曲
《十五贯》，毛主席看了两遍，周总理看后在
中南海紫光阁召开了座谈会，《人民日报》
为此发表了《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的社
论，随之各地院团相继成立。直到今日，昆
曲入非遗已20年。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奋
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站立在 960 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
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
养分，拥有 13 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
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
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
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
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我
们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领导下，在有关部门以及政协委员们的努
力下，新时代的戏曲人必将奋力前行，守
正创新，以京剧和昆曲为代表的中国戏
曲，一定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新征程上发挥更大作用。

（作者系全国政协办公厅联络局二级
巡视员）

新世纪非遗保护的耀眼曙光
——写在昆曲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周年之际

王春祥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民族和宗教委员会驻会副主任）

有多重因素引动我于 2020年 11
月参加考察团前往重庆市黔江区。最
直接让我向往的因素却是来自一首
歌：《幺妹住在十三寨》。

准确地说，两年前，一个偶然的机
会，看到抖音播放的《幺妹住在十三
寨》MV视频:“幺妹我住在十三寨，隔山
隔水又隔崖，树上喜鹊喳喳叫，蝴蝶双
双落花开。土家幺妹乖又乖，甜甜酒窝
逗人爱……”原生态的歌声清亮、火
辣，还有点儿俏皮。抖音总是奇突的，
不完整、不解渴，于是上网把全歌听
了，引发我对土家幺妹和土家十三寨
的好奇。

十三寨位于黔江区小南海镇，13
个典型的土家院落坐落在两排青山中
间的一条小河——板夹溪的两岸，像
一串珍珠镶嵌在青山绿水之间。山寨
两边群山耸峙，山形奇特；一条小河潺
潺流淌，清澈见底；座座山寨绿树掩
映，生意盎然。土家十三寨，分别是学
堂寨、熊家寨、瓦房寨、女儿寨、摆手
寨、何家寨、老熊寨、张家寨、龙家寨、
周家寨、大湾寨、向家寨、谈家寨，均为
百年古村落，共有200多户1000余人
的土家原住村民。村民们常年居住在
深山沟谷之中，成了中国目前规模最
大、最美的土家原生态聚居带。

在进入十三寨前，我请教陪同人
员，村民过去靠什么维持生计？他告
诉我，过去全靠种庄稼，有一点稻
谷，大多是苞谷、黄豆、麦子、红
苕、洋芋。我问吃得饱吗？他说，正
常年景勉强能让全家人吃个半饱，遇
到年景不好，收成差一点，糊口都成
问题。最要紧的是没有钱，遇到孩子
上学、家人生病、婚丧嫁娶，找几个
钱特别难。过去十三寨的交通条件非
常艰苦，进出村寨只有小道和水路，
只能步行和乘船，去一趟县城要一两
天时间。改革开放后，这里的交通条
件逐步得到改善，有班车开到村寨，
可是公路还是砂石路，坑坑洼洼，坐
在车上非常颠簸，雨天更是泥泞不
堪。那时每天班车也只有两班，进城
回寨子还是不方便。20世纪80年代
末90年代初，年轻一点的村民纷纷
外出务工，家里的土地只好撂荒。

国家宣布进入脱贫攻坚决胜阶段

后，黔江区于2016年宣布摘掉国家级
贫困区县的帽子，土家十三寨不仅实
现脱贫，整个面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这首先得益于国家的政策。2014年中央
1号文件下发后，黔江区政府顺势而为，
在保护的基础上，开发打造土家十三
寨：保护和修缮土家吊脚楼群，整治院
落连接道路，建设基础设施，修建民俗
博物馆、民族体育竞技场、山歌传习室，
组织专家对13个寨子调查研究，确定

“一寨一品”策略，实施特色村寨的品牌
建设。

通过政府招商引资，花木公司、园
林公司被引进参与建设十三寨，绝大
部分村民把自己的部分土地租赁给了
花木公司。不过，土家族村民当然不会
就此早早靠着收地租饱食终日无所事
事，他们是勤劳而且聪明的。村民们通
过旅游表演、商品销售、农家乐经营等
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参与到旅游开发
中。有的一起创办旅游公司提供旅游
服务，有的从事舞蹈、山歌等文艺演
出，有的开起小卖部，有的开设小吃摊
点，有的制作土特产如野生菌、蜂蜜销
售。村民们开设的农家乐达到50多家
400多个床位，带动了250余户参与旅
游配套服务。现在十三寨一年接待游
客人数能达到50万人次，13个寨子实
现户均增收6000元左右。

到了黔江，才知道演唱《幺妹住在
十三寨》的土家族女歌手覃诚芳真的
就是十三寨的幺妹，而且，她还是十三
寨的总寨主！是2016年通过公开竞选
被选上的。土家十三寨一直有推选女
寨主的风俗，总寨主就是这十三寨的
文化领袖，对内负责协调村寨关系、组
织村寨活动，对外负责推广和宣传土
家文化。这就是说，十三寨要通过发展
旅游产业脱贫致富，幺妹们要做出更
多贡献。

为了推广和宣传土家文化，覃
诚芳在 2018 年 9 月尝试着做了人生
中的第一次抖音播放，截取由她录
制《幺妹住在十三寨》MV视频的15
秒片段。一天的时间浏览量就超过
了百万，覃诚芳成了土家族的一张
名片，很多网友通过她的歌声，认
识了土家族民歌。她不仅将土家族
民歌带出了大山，更重要的是，她

把更多人的目光带进了十三寨。
考察团的主要行程之一是参观十

三寨。我向接待的主人打听总寨主覃
诚芳会不会来，得到的回答颇为让人
扫兴：覃诚芳很忙，去重庆参加一个重
要活动了。

然而，让我喜出望外的是，登车出
发后，车上的导游员就是一位穿着土
家族盛装的姑娘。她落落大方地自我
介绍：“我姓庞，叫庞娇。来自十三寨。
大家叫我幺妹好了。”庞娇幺妹长得很
漂亮，圆脸庞、大眼睛、浅酒窝——“土
家幺妹乖又乖，甜甜酒窝逗人爱”，忽
然就想起了覃诚芳和她的歌。我问幺
妹：“幺妹，你认识歌手覃诚芳吗？”她
微微笑道：“认识啊，她是我们的总寨
主。”

提起寨主这个话题，车上的作家们
顿时来了兴趣，七嘴八舌地问起选举幺
妹做寨主的习俗。庞娇幺妹给大家做了
一番介绍，说覃诚芳就是公开招聘寨主
大会上选出来的总寨主，除了总寨主，
大会还选出了每个寨子的寨主，一共13
位幺妹。她忽然自豪地笑道：“我也选上
了，是瓦房寨的寨主。”圆脸庞上露出
浅浅的酒窝。

哈，导游幺妹竟然就是寨主！
提到少数民族地区的寨主，人们

的脑海里往往会浮现以往在影视作品
中看到过的各种寨主形象，或者是威
严的，或者是骁勇的，或者是慈祥厚道
的，实在很难跟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
形象联系起来。可是面前这位年轻漂
亮的幺妹实实在在就是十三寨里瓦房
寨的寨主！

我问她：“你当寨主怎么不在寨子
里管事呢？”

她告诉我们，寨主在寨子里管事
是义务劳动，有事就管，平时自己另外
还要打工挣钱。我说寨主有点像是志
愿者。她肯定地说，寨主就是志愿者，
可是平时寨主也没有多少事情要做，
所以自己还另外担任了黔江区青年扶
贫志愿者。她说她们几个幺妹在抖音
上有一个节目“土家八幺妹”，在节目
里推荐土家十三寨的旅游活动，推荐
扶贫农特产品。

我问：“土家八幺妹，庞娇幺妹你
是领头的吗？”

她嫣然一笑，露出浅浅的酒窝，
说：“不是哦，我没有那么大的号召力
哦。领头的是我们十三寨的寨主队长
李佳幺妹，她也是女儿寨的寨主。李佳
幺妹特别能干，是我们青年扶贫志愿
活动的领头人。她评上过我们黔江的
青年文明标兵，得过黔江‘最美旅游导
游大赛’的冠军。”她略顿了顿，加重了
语气，“李佳幺妹还获得了重庆市五一
劳动奖章啵！”

我问这次能见到李佳幺妹吗？她
想了想说，好像她另外有一个任务。说
罢又对我嫣然一笑，圆脸庞又一次露
出浅浅的酒窝，神情里有点抱歉的意
思。

我赶紧说，没关系没关系，见到庞
娇幺妹，得到你这么优质的服务，看得
出土家十三寨幺妹又漂亮又能干，我
们就很高兴啦！

富于旅游经验的巴士司机显然听
到了我们的对话，及时播放起覃诚芳
演唱的《幺妹住在十三寨》——

幺妹我住在十三寨，
隔山隔水又隔崖，
树上喜鹊喳喳叫，
蝴蝶双双落花开。
土家幺妹乖又乖，
甜甜酒窝逗人爱，
一壶罐罐茶芳香醉人怀，
一支山歌调飘到云天外。
……
（作者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幺妹住在十三寨
聂震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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