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名山众多的江南，有这样一座山，低调、含蓄，却

难掩其华。

中国古代神话中，有一位深受百姓欢迎的长寿女

神，这里是她的出生地和成仙地；

汉语成语词典里，一条“沧海桑田”的诗意记录，让

地球上一种自然现象寓意深远，这里是成语的出处地；

书法史上，唐代颜真卿曾挥毫而就留下了一篇千字

文，被历代书法家誉为“天下第一楷书”，这里是传世名

作的出品地。

这里便是南城县西郊的麻姑山。

7 月 21 日至 31 日，齐聚 317 支代表队的第八届“中

国最美乡村”全国气排球邀请赛在婺源进行。与以往

不同，此届大赛中的一些精彩赛段，与婺源徽剧、婺源

傩舞等国家级非遗一起，走出了体育场馆与戏院剧场，

被安排于晚间时刻，在婺源紫阳公园等公共区域进行

比赛、展演。在保障公共安全的前提下，本次邀请赛从

预赛到决赛，各阶段赛事及文化艺术展演活动合流回

归生活，游客与市民无须购票即可零距离观赏。夏夜

凉风拂面，大赛里平添的这些“烟火气”，感染着熙来攘

往的游客们，大家或穿梭在不远处的夜市排档间，或驻

足观看比赛、演出，或随着音乐节奏舞动起来。

“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这个被文艺界奉

为圭臬的真理，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或许也适用于当下

的文化活动与体育赛事。让活动多些“烟火气”，其实

就是让活动变得更加纯粹，融入寻常百姓的生活，更好

地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活动与体育赛事的需求，这是

举办活动的初衷与目的，也是举办活动应该坚持的“本

位”。

让活动浸染“烟火气”，接地气、近民意，说白了，就

是要坚持文化活动与体育赛事的人民立场。相反，若

是以所谓的“专业”屏蔽普通民众，以所谓的“高端”摒

弃平凡生活，把文化活动与体育赛事固步自封于所谓

的“金字塔尖”，那文化活动与体育赛事就会脱离赖以

生存的土壤，无法引起人民群众的兴趣与共鸣。再“专

业”、再“高端”，也必将失去时代的舞台与赛场。殊不

知，高手在民间，文艺也在民间；殊不知，一旦失去人民

立场，没有人民群众这个最坚实的底座台基，任是再

“专业”、再“高端”的“金字塔尖”也必然会轰然倒塌。

又如火爆全网的“村 BA”“村超”等。早年，笔者曾

多次行走拍摄贵州省黔东南一带，“村 BA”是新名词，

但其活动却由来已久。在传统节日“六月六”“吃新节”

等，当地少数民族为庆贺丰收、祈福来年，会举行与生

产生活相关的活动。如侗族的斗牛、苗寨的游方、仡佬

族的祭祀等，而篮球在我国普及广泛，群众基础好，也

被吸纳为节日活动之一。直到去年 8 月，一些比赛的相

关视频被上传至网络，凭着“纯粹”“热爱”等标签瞬间

火爆全网。

因为有了“烟火气”，贵州省黔东南的“村 BA”火

了，全国乃至境外的篮球队也欲前往“村 BA”球场竞

赛。因为多了“烟火气”，婺源“旅游+体育”等文化活动

与体育赛事也热闹起来了。对于当地市民和游客来

说，文化也好、运动也罢，本来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回归生活回归生活的本源的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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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姑山原名丹霞山，麻姑山名称的来由离不

开邓思瓘。

邓思瓘，曾隐居南城县丹霞山修行。唐开

元 二 十 三 年（735）间 ，唐 玄 宗 李 隆 基 下 诏 广 求

方 士 ，他 进 京 被 赐 号 紫 阳 ，深 得 唐 玄 宗 器 重 。

之 后 ，邓 紫 阳 奏 请 在 丹 霞 山 敕 建 麻 姑 庙 ，获 恩

准。

邓紫阳的故事在唐代大臣李邕《唐东京福唐

观邓天师碣》中有着完整的记录。这位李邕，便

是李白以“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诗

句对其表明心迹的李邕，也是那位去世后李白为

之奋笔疾书“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的

李北海。

庙依山建，山因庙名。自此，丹霞山便被称

为麻姑山。

宋代，是麻姑山的高光时刻。北宋年间，共

有八代帝王对麻姑仙女及仙都观有过诰封。“赐

御书旌耀”“赐御书百余轴”“赐御书法帖十轴于

麻姑山仙都观”等相关内容清晰地记录在相关史

料里。

仙都观在宋代成为天下名观后，曾下诏设置

管干、提举、提点官等职位，先后有数十位朝廷官

员担任过这些职务，其中不乏名士。包括宋代江

西第一位状元何昌言、状元方山京，以及两位曾

任相职的李纲、文天祥。《正德建昌府志》记载：靖

康元年（1126）九月，李纲任仙都观管干；景定元

年（1260）二月，文天祥乞祠禄，旨差主管建昌军

仙都观。这些名相名士未必都在麻姑山上过班，

但定然都领过此类祠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

时的仙都观，应该属于一座有行政级别的朝廷

“官庙”。

古往今来，众多文人雅士纷纷登临麻姑山，

留下各具风格的诗文。

“遂登群峰首，邈若升云烟。羽人绝仿佛，丹

丘徒空筌。”这首诗镌刻在麻源三谷的石壁上，作

者是被誉为“山水诗派”鼻祖的南北朝诗人谢灵

运，这也是有文字记载的最早一首咏麻姑山诗

作。在这里，白居易吟诵了“愿学麻姑长不老，擗

麟开宴话桑田”的豪气，李商隐发出了“欲就麻姑

买沧海，一杯春露冷如冰”的轻叹，晏殊留下了

“昔年权暂领军城，静爱仙山咏过春”的感慨，汤

显祖唱起了“并道淮王好宾客，麻姑真作酒为泉”

的曲调。

还有，在麻姑山讲学的宋代思想家李觏、在

山上住了一个月的南宋诗人杨万里、意犹未尽两

度折返游览的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以及“唐宋

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元朝艺术家赵孟頫……如

果要列一张登临过麻姑山的历代名人名单，必定

是长长一列。

正是这些厚重的历史过往和精美的诗句文

字，共同组成了一道绚丽耀眼的人文景观，奠定

了麻姑山文化名山的江湖地位。

62岁的颜真卿是个有心人。

颜真卿，字清臣，官至吏部尚书，封鲁郡公，

人称“颜鲁公”。唐大历六年（771）四月，颜真卿

就任抚州刺史满三年，也是在抚州为官的最后一

年。或许知道即将离任的消息，他再次来到麻姑

山，与友人相会甚欢，撰书《有唐抚州南城县麻姑

山仙坛记》（简称《麻姑山仙坛记》），刻成石碑安

放在仙都观内。

这篇佳作笔力刚健雄浑、大气磅礴，成为后

人临摹研习的范本，柳公权、苏轼、黄庭坚、蔡襄、

米芾等书法名家，都受过较深的影响，被历代书

家誉为“天下第一楷书”。

由于时局动荡，这件书法珍品在南宋时遗

失，仅存宋拓片藏于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及

上海博物馆。20 世纪 90 年代，南城重修仙都观，

重建“鲁公碑亭”，根据拓片镌刻的《麻姑山仙坛

记》竖立在正中间。碑亭两侧则是来自全国各地

和新加坡、日本等国的名家手迹的书法碑廊。

在“天下第一楷书”的出品地，亲眼见到这块

刻碑，崇敬之余，多了一份幸福。

仔细研读全文，我们会发现，颜真卿不仅书

法造诣极高，还是一位讲故事高手。《麻姑山仙坛

记》全文约 900字，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转述葛

洪《神仙传》中麻姑仙子的故事，第二、三部分，通

过现实写照前后呼应，把神话故事和现实生活连

接起来。“高石中犹有螺蚌壳，或以为桑田所变”

“今女道士黎琼仙，年八十而容色益少，曾妙行

梦，琼仙而食华绝粒”……不过寥寥数笔，使得

神话有了几分实证，又让现实多了几分意味深

长。

“鲁公之书皆绝伦，岁久更为时所珍。”这是

一代名相王安石在麻姑山留下的诗句，字里行

间，充溢着政治家的眼界和预见。

是的，虽然颜真卿撰书的原件早已不知去

向，但经历了千年沧桑的文字，静静地安放在那

里，在最初成形的地方，被群山绿树环绕，依旧保

持着 1250余年前的豪放姿态。

恍惚间，仿佛能够听见一句歌谣：

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来过鲁郡公，

写了一幅字。

从县城出发，驱车不过数分钟，就到了麻姑山脚下。

山不算高，主峰海拔 1176 米，一路蜿蜒盘桓，倒有几分险

峻，绿树掩映之间，能够隐隐听见瀑布飞逝而下的水流声。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这是唐代刘

禹锡《陋室铭》中的名句。这位被后人誉为“诗豪”的文学大家

想必是游历了众多山水，听闻了许多神话传说，才在“陋室”里

悟出如此富含哲理的诗句。他曾在另一首诗里直观地写到了

有仙有龙的内容：“曾游仙迹见丰碑，除却麻姑更有谁？云盖青

山龙卧处，日临丹洞鹤归时。”写的便是麻姑山。

说麻姑山是一座仙山，并不是刘禹锡的一时豪气，而是来

自东晋人士葛洪《神仙传》里的记录。

《神仙传》一共十卷，其中《麻姑》章节大致内容是：神仙王

方平在弟子蔡经家，邀请麻姑仙女相见，麻姑从蓬莱巡行后赶

来，提及曾三次看到沧海变桑田的往事，聊到此行发现东海水

变浅，预计又快要变为陆地了。说话间，蔡经的弟媳妇来拜见，

麻姑不让靠近，请人取来少许米粒，掷地变成丹砂祛秽。

麻姑的故事情节引申出了几个耳熟能详的成语，直到千年

后，依然有很高的使用频率：沧海桑田、麻姑献寿、掷米成丹。

一千多年后，因为大洋彼岸的一场演讲，“造神”的葛洪无

意间成就了另一场神奇。2015 年 12 月 7 日，我国第一位获得诺

贝尔医学奖的科学家屠呦呦在主题为《青蒿素的发现：传统中

医献给世界的礼物》演讲中，提到了一个细节。她在面临研究

困境时，受到葛洪所著《肘后备急方》中一则截疟记载启示，最

终突破了科研瓶颈，成功提取出青蒿素。

屠呦呦的演讲使得葛洪和中医药在世界上广为人知。而

其实，南城中医药的源起也得益于葛洪和众多医学古籍。由人

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盱江医学纵横》一书中提及：葛洪在南城

的医药活动有力地推动了当地人们对药物制备和应用的认识，

这为后代建昌药业的兴旺起到了开创性的历史作用。

麻姑仙女亦真亦幻的神话故事、葛洪炼丹半真半假的传

奇，这些流传千年的美丽传说，给南城这座千年古城留下了一

个厚重的文化符号。

麻姑山顶立了一尊“麻姑献寿”的巨型雕像。站在雕像前，

顺着麻姑面对的方向，入目所见，是绿意葱茏的碧浪和沃野良

田，遥想亿万年前曾经的浩渺烟波，如今已是袅袅炊烟、秀美田

园。

麻姑，以一种特有的文化形态，永远留在了这座山上。

或许，这里真的是沧海变来的桑田？

一道绚丽耀眼的人文景观

一幅字连接过往与现今

流传千年的美丽传说

从前有座山从前有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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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阳腔，又称“池州腔”，因出自安徽池州青阳

而得名，主要存在于安徽青阳县及江西湖口县等地

区。青阳腔对徽剧、京剧等产生过重要影响，在中

国戏曲史上意义深远。2006 年，青阳腔被列入第一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明代隆庆至万历年间（1567至 1620），徽商顺江

而上，将青阳腔引入湖口。青阳腔来到湖口后，当

地人称之为“高腔戏”，发展速度很快，班社如雨后

春笋般涌现，围鼓坐唱村村皆是。不久后，湖口青

阳腔传至都昌、星子（今庐山市），清代中叶再传入

彭泽和瑞昌，直至吉安、赣州，都是青阳腔流传范

围。

湖口青阳腔属于南戏声腔剧种，早期的剧目由

宋元南戏和明清传奇构成。目前能追溯到的老一

辈的湖口青阳腔班社有：1824 年建于付垅乡的“秀

兰班”、1864 年建于文桥乡（今均桥镇）的“老秀兰

班”，1904 年建于流泗镇的“中秀兰班”和张青乡的

“福秀兰班”，以及 1944 年建于大垅乡的“新秀兰

班”。至今景德镇三龙盘溪村、蛟潭吴家，鄱阳县枧

田街，湖口武山沈伦村等地的祠堂、戏台上，还能见

到这些班社演出时艺人们的题壁。

历经岁月洗礼，湖口青阳腔一度面临濒临失传

的局面。20 世纪 80 年代初，当地加强了对青阳腔

的抢救、挖掘、搜集、整理等工作。在湖口众多老艺

人的不懈努力下，全县共搜集到青阳腔全本抄本 37
本，单折小戏若干。而这些剧目中的大多数都见于

明代戏曲著录，其中不少还是极其珍贵的手抄本。

湖口青阳腔继承了弋阳腔一唱众和，其节以

鼓、其调喧，不入管弦，错用乡语的特点，发展了弋

阳腔滚调，采用单曲、联曲、主联曲三种演唱方式。

而帮腔又称“驮杠”“调台”“帮唱”等。青阳腔演出

时，或高台演出，或围鼓坐唱，演员一唱众和，曲调

高亢悠扬，锄鼓助节。目前，湖口青阳腔共搜集到

曲牌 448 首，音乐由“高调曲牌”“横直曲牌”“小调

曲牌”“锣鼓曲牌”四大部分构成。

为了更好地保护传承青阳腔，湖口采取了一系

列“派出去、请进来”的“活态”传承方式，邀请了戏

曲专家、演员团队来此考察学习，举办了“湖口青阳

腔折子戏展览演出”等。县里的荷花节、油菜节、黄

豆节、粽子节、发饼节、西瓜节、龙灯节等节日演出

中，市里、省里的文艺展演舞台上，总能听到湖口青

阳腔的美妙旋律。

近些年，湖口青阳腔成为当地的一张文化名

片，频频走出省域，甚至远赴海外。湖口青阳腔应

邀到韩国参加了阿里郎艺术节、演出了青阳腔剧目

《百花赠剑》《贵妃醉酒》《玉簪记》等；参加了“华东

六省一市现代地方小戏大赛”，演出的《田书记轶

事》荣获金奖；在香港参加了“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

年成果献礼大汇演”，演出《江姐》选段，荣获银奖；

参加了戏曲百戏（昆山）盛典，获得业内赞扬……

自古以来，鄱湖尚戏，行走在赣东北，村村有戏

台。400 多年来，青阳腔以其古朴、开放，深受当地

群众喜爱，其鼎盛时期，无论是士子巨贾，还是贩夫

农户，手抄剧本几乎是家藏户有，作为“宝物”或“种

子”，传承后世。直到今天，除了湖口县传承青阳腔

剧团有限公司这一专业的青阳腔剧团，当地还活跃

着不少的青阳腔民间班社。

戏曲传承，贵在人才。2007 年，青阳腔走进了

高校，成为九江学院艺术专业学生的必修课。迄今

16 年来，共约 2500 名学生学习了青阳腔的相关知

识。此外，当地还在付垅乡建起了湖口青阳腔传承

基地，在村里建起了青阳腔农民剧团，在学校建起

了“少年秀兰班”，并建起了陈列馆，展示了大量的

本土青阳腔资料……

呕心沥血数十年，大家劲往一块使，如今整理

出了湖口青阳腔剧目、音乐、行当、表演、脸谱、民

俗、班社、演变、传承谱系、保护传播等一整套资料，

同时还从日本、丹麦、英国等国文博机构搜集到了

《词林一技》《玉谷调簧》《万曲长春》《八能奏锦》《精

刻汇编新声雅杂乐府大明天下春》《新锲梨园摘绵

奇音乐府著华》等众多弥足珍贵的明代青阳腔木刻

本复印件。玻璃柜内，那一页页泛黄的戏本，记录

了先辈的艺术创作与文化生活，也承载了当下鄱湖

岸边人民的快乐时光。

围鼓坐唱
鄱湖边

□□ 刘春江刘春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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婺源紫阳公园，游客、市民驻足观看排球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