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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春刚过，景罕镇内锣鼓雄壮、音乐激昂，上万名景
颇族男女汇聚到目瑙纵歌节场地。他们身着节日盛装、脚
踏统一节拍，其他少数民族以及各地游客也加入舞蹈队
伍，数万人尽情起舞，迎接春天的到来。
　　 2 月 5 日，陇川县第三十九届朋生统肯目瑙纵歌节
在云南省陇川县景罕镇朋生村开幕。目瑙纵歌节一般在
每年正月十五前后举行，为期 3 至 7 天，是景颇族最隆
重、盛大的节日，集中展示了景颇族的历史、文艺，于
2006 年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目瑙纵歌节过去只有景颇族参加，现在每次举办，
其他各个民族甚至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也一起参与。”景
颇族目瑙纵歌云南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尚德光说，万人同
跳一支舞，大家通过舞蹈来沟通交流，共度这个热闹的
盛会。
　　目瑙纵歌舞蹈队伍由“瑙双”“瑙巴”（景颇语对领舞
者的称谓）领头，踏着舞步有序进入舞场。随后，“瑙双”

“瑙巴”相互配合，“瑙双”围着景颇族图腾柱“目瑙示栋”
完成规定舞步，“瑙巴”则带着舞场内其他人完成更自由
活跃的舞蹈。“瑙双”“瑙巴”的人数根据具体情况安排，一
般为双数。今年的目瑙纵歌节连跳两天，一共四场，每场
两小时。
　　今年担任“瑙巴”的青年传承人岳扎糯说：“传承传统
文化是年轻传承人的责任和义务。我在节前已经做了大
量的准备，相信能圆满完成今年的领舞。”
　　格任弄兰从 5 岁就跟着大人一起跳目瑙纵歌，是今
年的“瑙双”之一。“成为‘瑙双’‘瑙巴’是一项神圣的工
作。”他说，作为“瑙双”，自己在积极学习“瑙巴”的知识，
现场需要的是“瑙双”“瑙巴”的共同协作。“不断学习，才
能更好地传承传统文化。”
　　据相关部门统计，目瑙纵歌节期间，到陇川旅行的游
客超过 20 万，目瑙纵歌节超 6 万人参加。家在德宏州瑞
丽市的李女士特地赶到陇川县参加今年的目瑙纵歌盛
会。她告诉记者：“虽然家也在附近，但好几年没这么热闹
了，现场气氛挺好的，打算拍摄一些视频和朋友们分享。”
　　陇川是中国景颇族分布最多的县，素有“目瑙纵歌之
乡”之称。在陇川，很多学校也把每日的课间操改为目瑙
纵歌，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让学生锻炼了身体。
　　陇川县民族小学校长李勇说，学校办学以来，一直以
景颇族传统目瑙纵歌、傣族传统噶秧等德宏 5 个世居少
数民族的舞蹈作为课间操。“在我们县域内，跳目瑙纵歌
的学校很多。”
　　尚德光说：“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让他们打
下舞蹈基础，长大后更好地传承我们的传统文化。”

（记者庄北宁、赵彩琳）新华社昆明电

目瑙纵歌：

用 舞 蹈 沟 通 世 界

　　神秘的面具、铿锵的锣鼓、悠扬的唱腔，春节期间，贵
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安顺地戏代表性传承人刘洋，带着
地戏表演队连着几天到村里给村民演出。节后，回到银行
信贷员的工作岗位上，地戏又填满了他的业余时间。
　　安顺地戏是盛行于贵州屯堡地区的一种民间戏曲。
相传明朝军民由江淮地区“调北征南”至此，就地屯田驻
扎下来，繁衍生息并保留着 600 多年前的生活习俗，形成
了屯堡文化。地戏是屯堡文化的重要文化符号。
　　“工作之余，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走村串寨寻找地戏的
历史。”刘洋说。看面具，学雕刻技艺，听村里的老人讲述
地戏的传承故事、套路动作，搜集濒临失传的地戏谱……
从小痴迷于地戏的他，总能在乡间找到支撑精神文化的
丰厚养料。
　　 1992 年出生的刘洋是土生土长的屯堡人，小时候在
村寨看地戏耳濡目染，12 岁开始学地戏，2006 年拜安顺
地戏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陈先松为师。
　　 2010 年读大学以来，刘洋养成一有空就回乡走访
的习惯，足迹遍布上百个屯堡村寨，走访了几百位了解
地戏的老人。“一个村寨只跳一堂戏，有的虽然跳的是同
一部书，但唱腔、动作、演出形式上会有些不同，而且没
有官方文字记载，所以我要尽可能详细地做记录。”
他说。
　　除了收集珍贵的老地戏谱，拍照后回家誊写保存，他
还会着重问老人们地戏从何时开始跳、为什么跳、传承了
几代、是谁教的？这些年来整理的手记就有五六万字，以
便尽可能还原历史。
　　刘洋带了三支地戏队，每个队伍有二三十人，其中普
定县白岩镇新寨村的高台地戏队，是数百年来没有间断
过的一支队伍。2011 年，他拜安顺地戏和屯堡文化研究
专家帅学剑为师，这给了他更多写作灵感，“有时一个村
的手记总结整理出来就能发表一篇文章”。
　　戴上面具是领唱领跳的“神头”，脱去面具是熬夜伏
案的写手。2019 年，他跟帅学剑一起，承担了文化和旅游
部实施的戏曲振兴工程《中国戏曲剧种全集》中安顺地戏
篇的写作，梳理地戏的历史源流、风格特征和剧本（选
段）。
　　“流传在贵州安顺等地的 400 多堂地戏，共有 31 个
剧目，以三国、杨家将、岳飞传居多，其中没有儿女情长，
几乎都是朴素的忠君报国题材，反映了当时背井离乡到
西南边疆的军民，演武激励斗志、教化子孙后代安心戍边
等需求。”刘洋认为。
　　如今，安顺地戏三位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有两位已
经去世。安顺市文体广电旅游局党组成员石庆利说，刘洋
是近年来安顺市培养的有较高文化素养的青年传承人代
表，文旅部门不仅会支持地戏的发展，还会扩大渠道支持
传承人著书立说。
　　地戏演出过去集中在每年的春节和农历七月稻谷扬
花时节，如今在一些屯堡景区设有演武堂，专门用于日常
地戏表演。
  “因为文化需求在变，现在村寨里喜欢看、能听懂地
戏的人少了，老一辈也慢慢跳不动了。因此除了加快传承
人的培养、加紧对历史的记录研究，作为传承人，我们还
会去学校宣传。”刘洋说。

（记者齐健）新华社贵阳电

安顺地戏传承人：

走村串寨觅戏踪

　　新华社武汉电（记者喻珮）300 多万平
方米的古城因山势而建，南北相连、独具匠
心；3 条水系充分利用自然地形，可防洪蓄
水、灌溉农田。记者 22 日从湖北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获悉，湖北天门石家河古城遗址考古
发掘取得最新成果，新发现的大型城址及城
内水利系统，将进一步深化对石家河古城以
及长江文明的认识。
　　上世纪 90 年代初，考古界前辈严文明、
赵辉、张弛等在石家河开展系统考古发掘，随
后公布该遗址为一处 120 万平方米的大型
城址，推断为距今约 5000 年的长江中游规
模最大的聚落。此后的 30 年间，对于石家河
古城遗址的研究从未中断。
　　 2022 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湖北省文
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天
门市博物馆联合组队对石家河古城遗址再次
进行发掘。其间，当地遭逢大旱，石家河古城
的护城河以及遗址范围内的稻田、水渠等基
本干涸，考古队对石家河古城布局以及城壕、
外郭城和水利系统等进行了全面调查和
勘探。
　　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湖北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院长方勤介绍，最新考古发现确认
的石家河古城东、北城墙与 1992 年公布
的西、南城墙可以基本衔接起来。城墙宽
80 米至 100 米，宽而坚实的城墙，可应对
南方雨水多的防护需求，并具备了一定的
规制。城墙依自然岗地与山势而建，体现了
城市规划的匠心。保存较好的一段京山坡
城墙朝北向的坡度较陡，具有明确的防卫
目的。
　　史前大型城址一般由内城、城壕、外郭
城组成，石家河古城是否存在外郭城？作为
上世纪 90 年代初石家河考古发掘的参与
者，方勤带领新团队寻求答案。
　　 2022 年 9 月以来，经大量实地调查、
勘探及局部试掘，考古队发现，沿城壕外侧
分布着一些高岗，连起来大体绕城壕一圈，
且与石家河古城属于同时期文化遗址，由
此认定为石家河古城的外郭。“外郭是古城
的附属设施，和城壕一样，有拱卫古城内城
的功能，是石家河古城的重要组成部分。”
方勤说。
　　考古队据此确认，石家河古城城壕内
面积为 224.8 万平方米，包括新确认的内

城面积 177.5 万平方米，加上外郭城总面
积为 348.5 万平方米，在 1992 年发现的
120 万平方米城址的基础上，提升了一个
量级。石家河遗址确认为长江中游同期最
大城，与长江下游的良渚古城规模相当。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考古工作者在对
北城墙严家山段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
堆筑的土方含有石块，石块大小不一，直
径在 20 厘米至 40 厘米左右。石块以含硅
质岩、石英碎屑的灰白色白云岩为主，部
分石块有明显的取料切割和加工痕迹。这
与浙江良渚筑城时铺石头类似，是长江流
域平原地带筑城时为了加固墙体采用的
做法。
　　石家河古城位于岗地上，地势较高，用
水如何解决？考古队探明，从大洪山南麓到
石家河古城北部有 3 条水系、2 座拦水坝，
并初步厘清了其水利系统——— 引河流进入
护城河、外郭城上修建堤坝以缓冲抗洪、城
内兴建小型水库蓄水抗旱、引水入内城以
满足农业和生活用水。
　　同时，考古队在西河附近发现一大片
低洼地，与西城壕水源相互利用，推测这一

区域为稻田所在。石家河古城遗址发现大
量的水稻相关遗存，也是发达的农耕文明
的佐证。
　　“这些新发现均反映了距今 5000 年
的长江流域先民对于水资源的管控与利
用，进一步深化了对长江流域古城城市规
划和布局的认识，是长江水利文明发展高
度的体现。”方勤说。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教授史良胜
曾参与石家河古城遗址水系的考古工作，
他告诉记者，下一步将着重分析石家河的
古水系和现代水系的泥沙颗粒物，进一步
还原石家河城址古水系的分布及历史
年代。
　　石家河古城是长江中游面积最大、等
级最高、延续时间最长的史前古城，曾发现
大型祭祀遗址、大量精美玉器、大批量生产
的红陶杯等。湖南大学教授郭伟民指出，最
新确认的石家河大型城址，进一步佐证了
石家河在长江中游文明进程中的主导和引
领地位，见证了长江中游不断与其他地区，
尤其是黄河流域交流、融合，最终融入源远
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这规划 这引水——— 瞧，5000 年前的石家河古城有多先进！

本报记者张博令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因其独
具特色的民族手艺与文化，素有“非遗之冠、
银饰之都”的美誉。
  曾经，很多苗族银匠以手艺为生、世代相
传。但面对汹涌而至的“机器制造”浪潮，有些
人经历过困顿、迷茫与挣扎，迫于生计丢掉老
本行。
  后来，伴随苗乡旅游日渐火热，出走外
地的银匠陆续回流，更多年轻人开始入行。
这门“遇冷”的非遗手艺，终于迎来新的“春
天”。
　　“95 后”短视频创作者“银匠雪儿”，怀着
传承苗族银饰锻造手艺的梦想，大学毕业后
回到黔东南州州府凯里市，拜师学艺做了一
名银匠。
  在网络平台上，这位苗家女儿讲述银匠
的故事、创新打制新潮的银饰产品，让“深
闺”里的老手艺走出大山，找到了一种“新活
法”。

每个苗家女儿都有一套银饰盛装

　　简陋的操作台前，潘雪扎着马尾辫，身穿
蓝色印花麻衣，左手握着焊枪，右手拿镊子夹
着细小的银条，小心翼翼地焊接框架、填充银
丝、挂上配件，一件小巧精美的阁楼耳坠就成
型了。
　　在视频号里，她是小有名气的“银匠雪
儿”；镜头外，她是一名苗族银饰锻造非遗传
承人，自幼便与银饰结下了不解之缘。
　　“每个苗家女儿从小就有一套银饰盛
装。”潘雪介绍，苗家父母在女儿年幼时，就开
始为她逐年打制银饰，慢慢筹备一套银饰盛
装，待到盛大节日和出嫁喜日，用银饰把女儿
装扮起来。
　　时至今日，黔东南的苗乡仍流传这样的
俗语：“锦鸡美在羽毛，苗女美在银饰，无银无
花不成姑娘，有衣无银不盛装。”
　　潘雪还记得小时候被奶奶带去做盛装的
场景。那天，她盯着银匠一锤一錾地打银，像
变魔术般做出一件漂亮的银饰，开始被这门
神奇的手艺迷住。
　　从那以后，她隔三岔五跑到这家银匠铺，
缠着师傅张永富学手艺。时间长了，思想开明
的张永富看出这个小学徒的热情，就打破行
内“传男不传女”的老规矩，把家传四代的技
艺教给她。
　　历史上，苗族多次迁徙、漂泊不定，习惯
以钱为饰，把财富随身戴在身上。苗乡银匠农
忙时耕种，农闲时走村串寨打银饰，手艺世代
相传。鼎盛时期，一些银匠村家家户户叮当作
响，清脆的打银声此起彼伏。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福建模具商进入
银饰行业，市场上的机制银饰无论样式还是
工艺，都和手工银饰相差无几，但其低成本低
售价的优势，却给后者致命一击，大批银匠丢
掉老本行外出打工。
　　 2016 年，潘雪考上贵州财经大学音乐
学专业。倘若沿着预想的人生轨迹，她毕业后
会当一名音乐老师，同时还盘算着回老家当
导游。
　　那几年，黔东南州西江千户苗寨的名气
逐渐打响，秀美的景色与独特的风俗，带动苗
乡旅游日益火热。“赶上旅游旺季，每天都能
看到很多满载游客的大巴车。”潘雪说，自己
想当双语导游，把老家凯里市下司古镇打出
名气。
　　旅游热还复活了银匠的老手艺，很多出
走外地的银匠回到黔东南，开起了银饰店，
获得稳定的客流。一度成为“空心村”的银匠
村，也因年轻人的回流重新捧起了“银饭
碗”。
　　大学时期，喜欢记录苗家生活的潘雪，
尝试拍摄一些打制银饰的短视频，收获了不
少网友的鼓励，她开始对传承民族手艺动
了心。
　　 2020 年初，潘雪临近毕业，工作还没有
着落，又赶上疫情暴发，便回到凯里，继续跟

着师傅学手艺，但还没下定决心做银匠。当
时，疫情冲击了旅游业，银饰城生意萧条，
有的银匠干脆关店歇业。
　　“门店没有客户，快递发不出去，刚入
行就遇到行业危机，那段日子很难熬。”潘
雪打算试水直播带货，但坚持了几个月，观
众三三两两，始终不见起色。
　　直到当年 5 月，她制作的一条短视频
突然火了。画面里，一位苗家妈妈请人为女
儿打制耳坠准备盛装，一只龙王手、一只凤
回头，四目相对，情意绵绵，寓意美好爱情
和美满家庭。
　　那天，5000 多名观众看了这条短视
频，涌入潘雪的直播间，买下共 5 万多元
的银饰。她开始意识到，相比单纯展示精巧
的手工艺，讲述银饰背后的人间故事，似乎
更能打动人。
　　无意间，这个苗家姑娘找到了银匠的
另一条出路。彼时，视频号在加大扶持非遗
匠人，给了她更强的创作动力，她把镜头对
准原生态的村寨，模仿一片落叶或水波纹
打制银饰，还把闺蜜的爱情故事、小女孩的
美好愿望编成短剧，让每一件银饰都充满
温情。

  手工打制“非遗版星空”，帮王亚

平女儿“摘星”

　　传统苗饰以大为美、以重为美、以多为
美，当它从大山深处走向外部市场，却显得
有些格格不入，无法迎合年轻人对轻便饰
品的审美需求。
　　一些主打外地市场的苗族银匠早已

意识到，一厢情愿的固守并不能让手艺传
承下去，只有带着市场化的思维，利用老
手艺做出新产品，才能让非遗手艺更有生
命力。
　　潘雪也终于迈出了这一步，她尝试创
新打制一些新潮的银饰，既有苗族风的蝴
蝶妈妈吊坠、拉丝牛头吊坠，也有颇具创意
的中国结耳环、猫爪手镯和一套销量可观
的小厨具吊坠。
　　 2022 年虎年春晚上，少儿舞蹈《星星
梦》结尾，航天员王亚平的女儿喊着：“妈
妈，给我摘一颗星星回来。”潘雪看到这温
馨的一幕后，就尝试用苗族技艺制作“非遗
版星空”，把一颗颗“银星星”挂满银树，帮
王亚平女儿“摘星”。
　　“银匠雪儿”的名气带来了人气，潘雪
除了在直播间和网店销售标准化银饰，也
接到越来越多的个性化订单，微信里积累
了 5 万多个顾客，很多人想在女儿高考前
或结婚纪念日，定制一款带有象征意义的
银饰。
　　“我能感受到顾客想表达的情感，会很
用心地对待每一个定制需求，希望赋予每
件银饰一个特别的意义。”潘雪说。
　　 2021 年，“银匠雪儿”在视频号等平
台的粉丝总量突破了 100 万，全年销售额
达到 200 万元。现在，潘雪有了每场近万
元的直播收益，跟十多位本地银匠建立订
单合作，还帮助几位外出打工的银匠重拾
手艺。
　　不过，一些质疑声也伴随人气而来。

“很多人一来直播间就问，你们这是苗银还
是纯银啊？”作为刚入行的银匠，潘雪对行

业积弊有些无奈。
　　过去，一些贫苦家庭置办女儿嫁妆时，
不得已用白铜代替银料；行内也有人拿白
铜当纯银充数，久而久之苗银成了假货的
代名词。有时为了打消观众的顾虑，潘雪会
现场用火烧银饰验证真品。
　　这两年，不少银匠尝到直播带货的甜
头，纷纷转型涌入网络平台，线下门店的低
价竞争也在线上重演。“大家都想着先靠低
价，吸一波粉攒点人气，有的甚至低于成本
价卖货。”潘雪坦言。
　　刚开始，她也跟着同行打价格战，很快
发现这不是长久之计，不光大家都没赚到
钱，还破坏了全行业口碑。“要想避开价格
战，就要向品牌化转型，走差异化竞争的路
子。”
　　如今，潘雪在下司古镇开设了工作室，
组建了 40 人的直播团队，计划打造“山呷
呷非遗基地”的品牌。但她逐渐意识到，品
牌化远比想象中难得多。
　　“以前觉得打品牌，就是起个名字而
已，开始做才发现，既要有独特的品牌化产
品，还要有更好的创意、服务、宣传等团
队。”潘雪坦言，团队多是半路出家，眼下研
发能力和品牌标签还很薄弱。
　　这个不服输的苗家女儿，还在品牌化
路上摸索前行，但说到非遗传承，她已经比
刚入行时自信多了。
　　“以前，总以为多学一门手艺，就是
多一个饭碗。现在，很多人喜欢我们打制
的银饰，也越来越关注苗族技艺与文化，
让我觉得非遗传承值得一直坚持。”潘
雪说。

  ▲潘雪在展示手工
打制的“非遗版星空”。

 潘 雪 在 制 作
银饰。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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