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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故事非
尖印象舌

闻闲趣闲

讲台化身舞台

“同学们对赣剧展现出了浓厚兴
趣，前来交流的同学不计其数，我晚
上 8 点半下课，9 点半才能离开教
室。”陈俐欣慰地说，“这让我明白，
现在的年轻人不是不喜欢赣剧，而是
由于日常生活中难以接触，对赣剧这
样的传统艺术产生了距离感。”

正是因为这样的思考，陈俐一直
致力于调整授课形式，吸引更多的学
生关注赣剧。

“这是我第一次调整授课形式，
边讲解边表演展示，没想到效果这么
好。”陈俐表示，在以前的授课过程
中她更加侧重讲解书本知识，效果并
不理想。

果不其然，本学期改为“线上网
课+线下鉴赏”的授课形式后，配备
350个座位的教室立即座无虚席，学
生最多的时候有近500人。

“主角”不只有陈俐老师，还有
穿上戏服、画上油彩、踊跃上台的同
学们。“转……”“走……”“转回来

……”在陈俐的带领下，大家舞起了折
扇，近距离感受赣剧艺术的魅力。“欢
迎所有对赣剧感兴趣的同学来听课。”

“大学课堂是拉近年轻人同传统戏
曲之间距离的天然平台。”陈俐介绍，

《赣剧艺术鉴赏课》 主要以让同学们了
解传统文化，了解江西代表剧种赣剧的
历史、声腔和表演特色为目的。

“这学期我们一共开设了 5 次线下
课，会结合明代戏剧家汤显祖的‘临川
四梦’——《紫钗记》《牡丹亭》《邯郸
记》《南柯记》，从故事、行当、穿戴、
道具等方面进行授课。线上网课还邀请
了央视的专业视频团队拍摄，搭配外
景、戏曲剧目等讲解赏析，希望通过镜
头带领同学们走进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戏
曲世界。”陈俐笑着说。

赣剧注入活力

自幼在少年宫学习芭蕾舞蹈的陈俐
坦言，自己当初学习赣剧，是艺校招生
时随意填报的专业，只为将来能找到一
份工作。

“没想到，我在青年时期一接触赣

剧，这一辈子就丢不下了。”在学生时
代，了解着动人的戏剧故事，学唱着悠
扬的戏曲唱腔，陈俐逐渐在赣剧的世界
里着了迷，无论是上学期间还是日后工
作，她只要有时间，都投入到研究剧
目、身段中，除了赣剧，很少有其他活
动能再打动她的内心。

“学习赣剧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过
程，其声腔基础为明代四大声腔之一的
弋阳腔，表演风格古朴厚实，亲切逼
真。”在陈俐看来，赣剧吸收和保留了
其他声腔的特色，旋律高亢激越，作为
地方戏剧，其发展扎根民间，反映了江
西的政治经济和民俗风情，在国家戏剧
舞台中独树一帜。

如今，望着越来越多的同学穿好行
头，包头吊眉，登上讲台，踊跃尝试，
再结合自己青年时期的学习经历，陈俐
感慨地表示，“戏曲要想与年轻人接
触，就必须与时代接轨。”

而这也是她一直在研究和努力的方
向：在传承赣剧的过程中，吸收话剧的
表演方式，借鉴舞蹈的身段以及交响乐
的伴奏，吸引年轻人的喜爱，为赣剧这
门古老戏曲注入新的活力。

“年轻一代要有文化自信，要为这
样的文化积淀感到骄傲、自豪。”陈俐
说，国内外有部分人将汤显祖称为“东
方的莎士比亚”，实际上，莎士比亚笔
下罗密欧与朱丽叶可以为爱而死，但在
汤显祖笔下，杜丽娘不单是简单地为爱
而死，更为爱而生。“通过这种交融对
比，我们也更能感知到赣剧文化的魅力
和艺术价值。”

课堂“火”出校园

日前，陈俐的授课视频火爆“出
圈”，根据学校有关部门统计，在抖音
等新媒体平台上，与“赣剧陈俐”相关
的话题达到了2亿人次的浏览量。

“我第一次感受到网络自媒体力量
的强大。”陈俐激动地说，“从业这么
多年，我从来没有受到过如此多的关
注。”

在互联网的传播下，不仅有本校学
生，还有不少外校学生慕名前来“蹭
课”，不少网友纷纷表示，“这才是大学
应该有的样子！”“被陈老师美哭了。”

“感觉我也要到了喜欢听戏的年纪了。”
面对网友的留言，陈俐在欣慰的同

时，又感到身上的担子更重了。
“我并不想成为网红，年轻人参与

赣剧、爱上赣剧，才是我这堂课最大的
成就，也是激励我不断创新，改进课程
体验的动力。”陈俐说，每堂课结束
后，她都会收到许多反馈，并根据学生
提出的建议和希望改进自己的课堂。

“有同学喜欢戏曲里的双剑，下一节课
我就邀请同学们上台学习，希望大家通
过这门课，更近距离地了解赣剧的魅
力。”

多年来，陈俐一直将传承赣剧文化
作为自己的使命，如今通过网络，越来
越多的青年人愿意关注、了解和学习赣
剧。“这让我看到，网络和新媒体这条
路是对的，接下来我会一直走下去，不
断弘扬赣剧文化，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与大学课堂融为一体，让大学课堂更有
深度和温度。”

让非遗在课堂上“活”起来
本报实习记者 李梓源

清明节假期，江苏苏州市吴江区
桃源镇举行了一场梨花国风露营活
动。在现场众多的展示摊位之中，李瑶
的非遗糖画格外受亲子家庭的青睐
——以勺为笔、以糖为墨，随着汤勺上
下左右摇摆，一个个妙趣横生的糖画
作品在他手中诞生。

作为吴江区政协委员、桃源糖画
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近年来，李瑶
拿着一手“绝活”不断赴各地参展，努
力让更多人了解到非遗糖画。他常说：

“我觉得我有一份使命，就是要把传统
的文化去推广，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家乡还有这样灿烂的文明。”

毅然接过祖辈手艺

今年36岁的李瑶，从事糖画制作
已经 20 多年。由于家传的影响，他从
小就对糖画怀有极大的兴趣，11岁起
便经常随父亲去乌镇、南浔、嘉兴等地
制作糖画，逐渐掌握了糖画制作的全
套技艺。

“我脑海中总有这样一个画面，就
是我爷爷背着谋生的工具在九里桥畔
撑着船到嘉兴去卖糖画……”回忆起
自己与糖画相遇的最初记忆，祖辈们
靠卖糖画为生的经历在李瑶心中留下
了深深的烙印。

出于对糖画创作的痴迷和热爱，
2011年大学毕业后，李瑶决定把糖画
经营作为自己的创业方向，然而却遭
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父亲深知，这是
一门古老的手艺，却也是一门冷清的
看热闹生意，以此为生对年轻人来说
有太多的不稳定了。可李瑶没有动摇，
认定了今生要与糖画为伴，将祖辈的
手艺发扬光大。

像李瑶这样年纪的糖画师傅本就
不多见，更何况他极为注重原创，将一
些大家喜闻乐见的事物通过糖画展示
出来，以期在这个不被重视的糖画市
场里开拓出一条新的生路。在李瑶手
里，糖画不再是当初父辈走街串巷摆
摊样，他开店面、成立工作室，还将制

作糖画打造成一种走秀形式，加入到婚
礼、新店开业等喜庆的活动中去。“我在周
边所有的婚庆公司都留了联系方式，把周
边所有的房产公司跑了个遍，确实，很多
婚庆公司和房产公司都有这方面的需求，
我也陆续接到了很多邀请，有的地方还指
名要我去做糖画。”经过数年的默默耕耘，
李瑶在吴江及周边一带已小有名气。

2017年，“桃源糖画制作技艺”被列
入吴江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李瑶也
成为这项技艺的第四代传人。此时，李瑶
越来越感觉到，身上的责任更加重了，糖
画不应仅仅是自己谋生的工具。隔年，他
在家乡桃源成立了苏州步庸阁传统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以糖画为载体，推广传统
文化。如今，李瑶和同事每年进社区、进
学校、进企业，开展免费公益性非遗文化
传承课、糖画制作展示表演、体验互动等
活动100余场，还在苏州外国语学校、苏
州市实验小学、铜罗小学、青云实验中学
等学校开设了糖画社团，让这项传统民
间手艺迸发出新的生命活力。

点亮非遗传承之光

2022 年，李瑶成为吴江区政协委

员，这促使他在非遗传承的问题上花更
多精力去走访调研、去分析问题，并提出
解决方案。

“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加速和新
业态的冲击，尚有不计其数的文化遗产
正处于濒危状态，它们犹如一个个影子，
随时都可能消亡。”李瑶说，非遗传承人

“老龄化”现象明显，“无人接班”的问题
十分突出。而非遗传承人年龄大，思维禁
锢，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传承人对社会发
展的认知水平以及对新事物接受程度，
不利于非遗文化以创新形式传播和传
承，这也是公众对多数非遗项目不感兴
趣、认为其内容和形式的陈旧的客观因
素之一。

“对于非遗，人们曾一度担心它们脱
不下‘古老、稀缺’的标签，与现代生活失
去联结，尤其是脱离青年一代的视野。”
李瑶认为，非遗传承需要加入年轻人的
元素，鼓励非遗走进校园，相关院校可以
邀请非遗传承人走进校园开讲，通过开
设讲座、授课等多种灵活形式，在大学生
群体中培养高层次的非遗人才，让非遗
和科技相结合，迸发出新的活力。部分非
遗可以转化成为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
通过文化创意产业拉动非遗的持久发展

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非遗，让非遗
真正走进年轻人的生活，“只有当年轻
人了解非遗、热爱非遗、传承非遗，非遗
才能不断蓄势，爆发出更强劲的生命
力。”

种种思考总结，在李瑶的提案中得
到充分体现，而他也身体力行地去探索
实践，试图为非遗传承开辟一条新路。目
前，李瑶的公司已有8名员工，都是桃源
本地年轻人，他们都跟随李瑶学习糖画
制作技艺，有的已经可以制作较高水平
的龙图案糖画。为了让糖画制作技艺能
成为更多年轻人追崇的文化，李瑶及其
团队还研发出了一款糖画小夜灯，不仅
仅攻克了糖画会熔化的难题，还配上木
质底座和LED灯珠，成为了一件兼具观
赏性和实用性的工艺品。

让更多人爱上糖画

前几年疫情期间，考虑到很多孩子
待在家里不方便出门玩耍，李瑶便研发
了一款糖画礼盒——甜蜜蜜的伴手礼，
让孩子们可以在家里自己动手制作糖
画。糖画礼盒不仅包含糖画所用到的工
具，还可以扫码观看糖画制作视频，提高
孩子们的动手能力，也进一步创新糖画
宣传模式。

“传统的东西要让当今的年轻人甚
至是孩子接受，一定要创新，要在古老
的文化上增添时代的烙印，在这一点
上，我们永远不会停下脚步。”李瑶说，
目前糖画活动虽多，但是与受众的互动
还不够，大家很少有机会能够自己动
手，这个糖画 DIY 礼盒就可以弥补这一
遗憾，让喜欢糖画的人随时随地体验这
项非遗技艺。

如何在新时代让糖画焕发新活力，
得到更好地发展、传承，李瑶仍然在努
力。此前，李瑶设计过一条“诗画桃源非
遗研学”路线，把桃源的红色文化和非遗
文化串点成线，吸引未成年人前来参观
游览，感受桃源的魅力。他还把桃源灶家
浜特色田园乡村作为非遗文化传承基
地，让更多人体验桃源糖画制作，了解和
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

李瑶认为，随着时代变迁，想要将糖
画技艺发扬光大，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
够的，要让更多人学会这门手艺，共同发
展。“接下来，我还准备策划糖画表演，将
糖画制作技艺搬到舞台上，让这项传统
手艺更加深入人心。”

（施建中 王潇 梁莹）

以糖为墨，挥洒“甜蜜艺术”
——访江苏苏州吴江区政协委员、桃源糖画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李瑶

梨园搭起帐篷，就地垒起锅头，炊烟袅袅中香气腾腾。
近日，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迎水桥镇南长滩村举办“醉

美南长滩 共赴梨花约”中国民歌“花儿”大会暨中卫市第十
八届南北长滩黄河梨花节。游客围坐一桌，吃喝谈乐，好不自
在。

南长滩地处宁夏、甘肃两省区交界处，被称为“宁夏黄河
第一村”。也曾因为交通不便，在古代几乎与世隔绝，被称作

“宁夏的桃花源”。
从中卫市出发，南行 45公里，走过一段颠簸的山道，就

是南长滩村了。每年春天，这里绽开着如云的梨花，花繁似
锦，因而，人们又称其为梨花村。

生活在南长滩的人，有80%都姓拓。据考证，当地拓姓人
是西夏王朝党项族拓跋部落的后裔，是在西夏政权被灭后逃难
至此的。而这些古梨树正是当年的逃难者及其后裔栽植的。
3000 棵古老的梨树，覆盖了整个河滩，最年长的树龄有 400
年，撑起的树冠，能搭起300平方米的凉荫。

正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如今这些老梨树创造了
延绵的财富，让子孙后代从多方面受益，甚至不止一次帮助他
们度过饥荒。

据悉，本届梨花节以“花”为媒、以“节”为介、以
“游”为基，深度挖掘乡村旅游资源禀赋和文化底蕴，植入音
乐、戏剧、非遗、美食、文创等多个领域的内容，设置中国民
歌“花儿”大会、春日梨花市集、盛世梨园国风巡游T台秀、
春日限定“非遗+亲子”体验专区、“黄河岸边的笑脸”摄影
艺术展、“筝筝日上”梨园风筝大赛、“邂逅梨园”青春联谊
会、梨园戏曲票友大擂台、非遗流水席等11项精彩活动。

2005 年，中卫首届黄河梨花节打开了村子封闭的大门。
目前，梨花节已举办了十八届。“梨园赏春景，长滩共古
今。”在雪白梨花的映衬下，伴着 《梨花颂》 的优美旋律，
一群身着艳丽服装的游客们翩翩起舞，将人们带入到美轮美
奂的境界。

宁夏中卫南长滩：

共赴梨花之约
本报记者 范文杰

翻身摇袖，似醉人惊梦，
花枪一扬，如春林纷纷，一颦
一笑之间，尽显优雅……近
日，南昌大学的一间阶梯教
室里，时而曲调悠扬，时而戏
声绕梁，老师和学生们同台
演绎，欢笑声此起彼伏。不仅
教室内座无虚席，过道、门
口、走廊也都挤满了人，同学
们纷纷举起相机、手机，将镜
头对准讲台正中央。

“欢迎同学们来到《赣剧
艺术鉴赏》的课堂！”南昌大
学教授、赣剧文化艺术中心
主任陈俐话音刚落，台下便
是掌声雷动。这样的场景，在
这间教室里已不知上演了多
少次。

清明假期回老家祭祖，第一顿饭是
去镇上的一家“大饭店”吃的，说它
大，因为是镇上最好的一家饭店，有堂
厅有包间。虽然与城市里的大饭店无法
比肩，却也有一些城市吃不到的风味。

老家亲戚让我想吃什么随便点，我
说，别的你们看着来，我就点一个“拿
够”。“拿够”是邢台威县的叫法，其他
地方也有叫“苦累”的，是河北的一道
特色小吃，它长存于我对家乡的春日记
忆中——将应季的野菜洗净焯水，撒上
白面和玉米面抓拌均匀，保证每个菜叶
上都裹上面粉，而后开水上锅蒸熟，出
锅后再调味。

别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还真得掌
握一些要领。比如菜和面混合的过程
中，干面粉得一点点往菜上撒，一边撒
一边用手抓着抖，或者用筷子搅拌，有
时候菜上的水不够多，为了面能裹紧还
得适当撒些水，直到面把菜都包起来成
疙瘩为止。各家对这种面粉蒸菜的调味
方法也有不同，有的是直接泼上热油浇
上蒜汁拌均匀了上桌，也有菜料分离
的，一盘菜、一盘蘸料，蘸料也可以放些酱油和醋，但无论是
拌匀还是蘸着吃，“灵魂”调料蒜泥是绝对不能少的。

其实，苦累菜的来源并不是什么特色小吃，是因为原来家
里穷，每顿饭的白面粉不够一家吃饱，就将玉米面这种粗粮粉
混进来，甚至有些更穷困的家庭一点白面没有，只能吃玉米
面。没有什么丰富的蔬菜可吃，只能去地里挖野菜，或者拽树
上的嫩叶嫩花，这才将面粉和菜混起来，做成一道可以算菜也
可以当主食的吃食。

所以“苦累”，顾名思义，是过去穷苦劳累的老百姓们做
来填饱肚子的食物。叫“苦累”好理解，但“拿够”是个什么
来历还真不清楚。因为是方言，就问了问家里长辈，说我们老
家《威县方言》里记载的是“挠糕”，大抵是因为这种菜蒸熟
后呈糕状，吃之前要用筷子挠撒开，所以叫“挠糕”。

还有一种说法，以前人们劳作完一天回到家，都不在家中
吃饭，而是端着饭碗胡同里边吃边聊天，几乎家家都做苦累
菜，但用的原材料会有区别，所以吃饭也是分享自家苦累菜的
时候，邻居们谁想吃都可以来拿——尽管“拿够”。

这个说法听起来有种苦中作乐的味道，辛苦了一天的人
们，在吃饭时分享食物、谈天说地，淳朴的乡村生活一下子就
有画面了。

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了充足的物资粮食，这种菜
几乎被淡忘了，起码我很小的时候没怎么在饭店见过，只是家
里人偶尔会做。后来大概是上两辈人忆苦思甜，在大鱼大肉中
突然回忆起小时候的味道，这道菜才慢慢又回到了大众饭桌
上。但不是为了吃饱，而更多以另一种形式——品尝春天的鲜
嫩野菜。

比如这次回老家，几顿饭间我就吃到了榆钱、苜蓿、扫帚
菜（地肤）还有我们那里叫“面条菜”的麦瓶草。面条菜我好
像还是头一回吃，它长得跟扫帚菜有些像，但吃起来又不太一
样，真的像是吃面条一样长长软软的口感。榆钱则是圆圆的片
状，用筷子夹不起来，得下勺子，我也没客气，菜转到面前就
舀上几勺，最后直接“包圆儿”了。“你是真喜欢吃拿够。”我
爸笑着说。

苜蓿菜是每年吃得最多的，好多牧场种苜蓿，这种植物成
熟了以后是可以做成牛饲料的，只有春天的苜蓿嫩芽可以供人
食用，再老一点它的纤维就很粗糙了。现在为了保护牧场，都
不允许人们私自采摘苜蓿芽，好在爷爷从前当过校长的学校院
子里有，每年春天姑姑都去给我“薅”上一大袋，回来一家子
围在一起择菜，择好洗净焯一遍水晾凉后攥成菜团，可以冷冻
保存很长时间。随时拿出来化冻裹面蒸熟，很快就可以做好吃
上。

现在城市里也能够买到春野菜，比如荠菜、香椿，我还买
到过槐花来蒸苦累菜，跟菜芽比起来，槐花有一种别样的香
气，甜甜的，是小时候回老家，跟着小伙伴玩儿，随手摘来当
零食，在和暖的春风里边跑边吃的味道。这大概就是我记忆
中，舌尖上的家乡春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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