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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生活里的中国式浪漫

春锣里的芳华
□□ 付楚彬付楚彬 文文//图图

走近戏曲排练厅，回转走廊里便

能听见彭利萍的嗓音。她正带着学

员们练唱萍乡春锣经典曲目《将军回

乡》，身穿绣花黑底唐装马甲，春锣春

鼓由一条明黄色的绸缎系在身上，唱

词句句吐字清晰、中气十足，舞台动

作干净利落，身形娇小，气场强大。

萍乡春锣，是传递吉祥的使者。

逢年过节，家有喜事，人们总爱摆酒

宴请亲朋，也乐意请来春锣表演者，

敲锣打鼓，在满堂彩中将聚会的气氛

推上最高点。春锣演员往往穿着鲜

艳的中式表演服，腰间以明黄或正红

绸缎系着一面小鼓和一个小铜锣，左

手持鼓签，右手持锣锤，交叉敲打出

“咚咚咚锵”“咚锵咚锵”等富有节奏

的鼓锣声，表演者见人赞人，见物赞

物，用方言说唱出来的漂亮话，通俗

易懂、节奏鲜明，有种野生的灵动。

作为一种代表性的民间艺术形

式，萍乡春锣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脱

不开关系。在历书未曾普及的时候，

报春人把二十四节气串成歌谣，挨家

挨户提醒人们及时播种。历书普及

之后，报春便成了迎春，说唱者挎着

锣鼓，在春暖大地之际向人们传吉报

喜，或是说一些让人高兴的故事，逐

渐成为新春时节一道喜庆的风景。

后来春锣慢慢传进宜春、醴陵、浏阳

等地，表演内容主要为“见赞”，即见

什么赞什么。表演者的即兴表演能

力极强，整个人仿佛一个装满吉祥话

的大布袋，男女老少、鸡鸭鱼鹅、柴米

油盐皆可入词，配合锣鼓节奏及收放

自如的肢体表演，现场的气氛瞬间点

燃。不少人以此谋生，为大家送去欢

乐吉祥，也为自己挣一份生活。

21 世纪初，萍乡市文联选送萍

乡春锣曲目《夕阳红似二月花》参加

全国曲艺展演活动，原本的女演员因

特殊情况无法参加，萍乡市文联决定

让嗓音嘹亮的彭利萍接演。为了尽

快熟悉演出内容，彭利萍每天都到师

傅雍开全的家中练唱腔、学动作、合

伴奏，大清早开始，日落才回家，反复

琢磨一个多月。最终彭利萍因此节

目获得了中国曲艺家协会授予的“建

国 60 周年中青年曲艺家”称号，是获

得该称号的 30 名艺术家中唯一的江

西籍表演艺术家。

自此，彭利萍正式拜师学艺，成

了萍乡春锣第六代传承人。此后的

二十年里，前十年，彭利萍作为师傅

雍开全的搭档，登上全国各地舞台，

观众的掌声和鲜花一次次给了她信

心；最近十年，她和师弟易国华默契

搭档，将一曲《古怪歌》打出省外，声

名远扬。他们致力于将萍乡春锣从

唱腔到表现形式上来一场从内到外

的革新。过去萍乡春锣的演唱内容

大多以“唱赞歌”为主，内容比较松

散，重复性高。彭利萍坚信要有好的

故事才能丰富萍乡春锣的内容。让

观众像听说书一样，跟上故事情节，

与故事共情，这样才能建立更深的连

结。将好的故事与春锣已有的曲调

融合，这就需要更多专业的创作人才

来创作剧本。二人精湛的表演技艺，

配合刘卫萍、缪志杰等作者精心打磨

的唱词台本，将原本土气甚至有点俗

气的萍乡春锣从单一的说唱提升成

了元素丰富的艺术演唱。他们创作

表演的《将军回乡》《古怪歌》《和字

歌》《送郎路上》等优秀曲目，唱词朗

朗上口，唱腔节奏明快。萍乡春锣逐

渐登上了更广阔的艺术舞台。

2007 年，彭利萍和易国华表演

的《古怪歌》，获第二届中国中部六省

曲艺大赛一等奖。获奖后，二人带妆

身着演出服赶回萍乡对接工作，遭遇

车祸。易国华骨折，彭利萍头部经受

撞击，陷入昏迷。在安徽休宁醒来的

彭利萍说，业内好友和观众送来的鲜

花，让她心底涌上阵阵温暖……

雍开全为萍乡春锣倾入了数不

清的心血。他一边继续登台演出，一

边努力探索新颖的教学方法，不计酬

劳，言传身教，让一大批中青年文艺

爱好者看见和爱上萍乡春锣。彭利

萍看着师傅忙前忙后的身影，内心

深受触动。近十年来，她与搭档易

国华的大部分业余时间都用在了教

学上。为了从娃娃抓起，2016 年至

今，彭利萍与易国华先后开始在萍师

附小、翠湖小学、湘东中等职业学校

等萍乡春锣传承班任教，收徒百余

人。2021 年 9 月，彭利萍被认定为萍

乡春锣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说到收徒弟的条件，彭利萍反复

提到“热爱”二字。她始终坚持，只要

热爱，都可以来学习。学艺过程是漫

长的，热爱是面对困难时最强有力的

支撑。这些年教过的春锣爱好者们，

能坚持练习和登台表演的人还真不

少，这让她看见了代代传承的更多可

能。

在充满爱的“萍乡春锣大家庭”

里，大家自发组织了一个萍乡春锣的

表演团队。平日里，表演者们可能是

老师、律师、机关工作者或是学生，一

有演出的需要，说排练就准时开始，

需要创作就各司其职，劲往一处使。

彭利萍感慨：最享受的是舞台上的每

个时刻。演出结束后，大家又回到各

自的生活中去。人间烟火是平常，而

春锣是他们共同的牵挂。

萍乡市文化馆的非遗展厅里，特

别设置了一个萍乡春锣展示厅。正

对着入口处，巨幅的演出照片中，是

雍开全与彭利萍在台上表演《将军回

乡》。

彭利萍站在曾经的自己面前，挽

起同样的黑色发髻，穿着相似的红色

演出服，过去与现在，身影交叠。

时光悠长。好像流走的只是时

间。芳华依旧，且愈加芬芳。

桌上堆满竹丝，篾刀、刮刀、篾尺等工具散落在

工作台上，徐建元将刚刚刮好的竹丝按经纬依序穿

插，一根根细长的竹丝在指尖翻飞起舞，咯吱作响。

微风拂过，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竹香，格外清

新。

“这是我的第二幅竹编画《清明上河图》，这次篇

幅更大，画面会更精细，要面临的挑战也更大喽。”徐

建元说竹编画中最难处理的当属“眼睛”，而《清明上

河图》不仅人物数量多，且分布密集，要通过编织不

同的眼神反映人物形象与性格的差异，就需要采用

多种技法，以达到生动传神的效果。

临川气候温暖湿润，盛产毛竹、桂竹等，大小竹

林遍布各个乡镇。得益于丰富的竹资源和临川人因

地制宜的生活智慧，临川篾编技艺应运而生，代代相

传。临川区罗湖镇良溪村村民徐建元，祖上四代均

为篾匠，他从小钟爱篾编，16 岁拜师学艺，而后便有

了 41年守艺生涯。

在经济较为困难的岁月里，篾编艺人主要以制

作竹席、篾篮、箩筐等实用器具为生。20 多年前的

一个春天，徐建元偶然在村里一户人家的婚礼上看

到一对精美的篾编食盒，盖子上有一对用竹丝编成

的精美的凤凰图案，这让他一下打开了“新世界的大

门”：“原来我们的竹子可以编织出这么精美的画，我

得学下来！”徐建元兴奋地从工作室的厢房里拿出当

年的同款老古董给笔者看，一边拿起抹布轻轻擦去

上面不多的灰尘，一边回忆起当时的场景。

打听到乐安县有一位叫丁云中的老人编织的竹器和工艺品形象逼

真，色彩均匀，曾携作品参加过广交会以及省内外艺术展出。于是，徐建

元拜丁云中老人为师，

开始系统学习竹编画。

编织竹编画首先要

解决的是篾丝的细腻和

柔 韧 度 。 把 每 根 竹 子

“去头切尾取其中”，再

经过破竹、分篾、铡篾等

30 多道工序，才能做出

一根根薄如蝉翼、细若

发丝、粗细均匀、长度一

致 的 篾 丝 。 然 后 用 水

煮 ，以 达 到 防 虫 、防 麻

斑、防霉变的效果。

临川篾编特色技艺

“雨点编织法”，即把部

分竹篾染成红、黑等颜色，在经纬篾的平面，通过间隔四、六、八条经篾形

成有色彩相间的“雨点”，将无数的“雨点”按需要编织成一幅完整的图

画。一根普通竹子的神奇变幻背后，是一代代匠人的积淀传承和日夜劳

作。

多年来，徐建元一直钻研学习篾编。2007 年 8 月，一幅妙趣横生的

《百福迎奥运图》得到了大家的喜爱。之后，他陆续创作了《清明上河图》

《八骏图》《兰亭序》《临川四梦》等竹编作品。2010 年 6 月 18 日，临川篾编

技艺被列入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 年，徐建元被认定为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临川篾编技艺代表性传承人。2023 年 11月，竹编画

《清明上河图》被中国国家版本馆收藏，2024 年 5 月 31 日，被中国国家版

本馆永久收藏并入选精品版本展，这是江西省唯一一件入藏的非遗竹编

画长卷工艺品。

竹编作品《清明上河图》整幅长20.13米、宽1.1米，耗费150多根精心挑

选的竹子，由1.6万多根篾丝构成。“我花了近3年时间，当时每天白天花8小

时编《清明上河图》，晚上回家花4个小时编竹席以维持生计。”一半是理想，

一半是生活，徐建元一直不慌不忙、耐心地编织着。徐建元说，这辈子只做

篾编这一件事情，无论多难都一定要完成。千磨万击还坚劲，这是竹子的坚

韧，也是徐建元的执着。

相较于瑞昌竹编的立体、文创感，临川篾编更注重的是平面纹饰和

诗意创作。40 多年来，徐建元倾向于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竹编画创作

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篾编花瓶《临川四梦》。2016 年，为纪念汤显

祖逝世 400 周年，徐建元提前一年就开始构思将汤翁及其《临川四梦》做

成篾编作品，在花瓶上把汤显祖人物形象与《牡丹亭》和清版《临川四梦》

古籍本的插图相结合，作品画面淡雅古朴，层次丰富，立体感极强，兼具

审美意蕴和文化内涵。

如今，徐建元最大的愿望是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临川篾编。“感觉

孩子们非常乐意学，我也乐意教。从他们身上，我

看到了竹编技艺的未来。”近些年，徐建元和儿子

徐志俊在茅排乡中心小学、宜黄特殊教育学校、抚

州市职业技术学院开展了非遗进校园竹编培训班

活动。

一编一织千丝绕，丝缕成画韵自华。走进南

昌万寿宫非遗馆和抚州文昌里的竹艺轩，造型各

异的竹编生活用具、美不胜收的工艺作品整整齐

齐摆放着，一老一少示范非遗竹编技法，引来不少

顾客驻足观看。纵横交织间，千丝绕指柔，丝缕便

成画。“希望通过手艺传承，让更多人的生活里沁

满竹香。”徐建元说。

“这幅2.0版《清明上河图》竹编画啥时候可以完

成？”游客问。

“在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必须得完成。”徐建

元扶了扶老花镜，继续埋头拨弄起竹丝。

洞头乡的燕子不怵无人机。

高山之上，河水清冽。岸边，红

黄二色鸢尾花逐水而开，凤凰图腾在

独特的畲族建筑旁迎风摇摆。岸上，

修旧如旧的特色古民居联班第前，9
条摆字龙凌空飞舞，身姿矫捷；千人

长桌宴上，原生态山歌率性奔放，直

抵人心。夜幕降临，篝火升腾，火光

中充满人情味的歌舞，轻柔地卸下旅

人一身的疲惫。这是记者在“中国少

数民族特色村寨”会昌县洞头乡洞头

畲情小镇的体验。

这里回应着游客对独特民俗风

情的想象，也迸发出当下乡村旅游的

勃勃生机。深圳、南昌、会昌县城等

地的游客慕名而来。除了沉浸式体

验保存完好的畲乡特色民俗风情，游

客还能去保存有完整深山农耕文化

的畲族风情博物馆里走一走，进省、

市级非遗保护项目体验坊里喝客家

擂茶、食会昌特色鱼碗、尝灰水米粿、

品酸辣口的芙蓉李。来自会昌县的

彭女士和万先生，一家十几口自驾来

到民俗巡游活动现场游玩，怀里还抱

着 年 龄 最 小 的 家 庭 成 员——4 月 龄

的小孙子。“我们也是第一次看摆字

龙，有意思，热闹又特别！很适合带

孩 子 和 家 人 来 过 周

末 。”彭 女 士 饶 有 兴 致

的话语间，身旁由本地

畲乡村民和福建、浙江

畲乡族人组成的三四百人的舞龙大

会巡游队伍浩浩荡荡出发了。人群

的上方，无人机和燕子各自自在盘

旋，背后，雪莲山层层叠叠的绿色环

抱住小镇。

这里安放着非遗代际传承的坚

韧理想和片片匠心。洞头畲族村以

蓝姓畲族为主，人口过千。摆字龙江

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蓝兆

兴今年 62 岁了，他告诉记者，洞头的

畲族摆字龙拥有近 300 年历史，较多

呈现的是“天下太平”“安居乐业”等

吉祥语，也会与时俱进做一些内容和

样式上的改进，比如现在改进后的龙

头使用了钢管，一个重量约为 10 公

斤。如今，蓝兆兴在村里拉起了 4 支

摆字龙队伍，自 2018 年起还担任了

当地中小学的非遗进校园摆字龙传

承师傅，“摆字龙学习最重要的还是

体能要求，所以我们会从五年级的娃

娃开始带，基本确保每个年级拉起一

支摆字龙队伍，让畲族的非遗代代不

丢”。

46 岁的蓝德武是摆字龙进校园

的另一位授课老师，每周给孩子们指

导一节课。他练摆字龙十多年了，如

今 是 村 里 一 支 常 驻 摆 字 龙 的“ 龙

头”。我们的谈话令他忆起了玩摆字

龙的初心：“三十几岁时开始，觉得好

有意思，还可以把畲乡的东西传下

去。”

蓝德武的另一重身份是洞头畲族

村村干部，讲起摆字龙传承的难点，他

忍不住长叹了口气。“年轻人出去了，锣

鼓队的不少队员六七十岁了。收入不

高，老伙计们一天在外头做小工可以赚

100多块，舞龙可能只有几十块，有人打

退堂鼓可以理解。我们就上门做工作，

有去家里聚餐的机会就抓住，都是乡里

乡亲，上门坐坐、聊聊天，也讲讲村里的

文化保护规划，人心得齐。”

2023 年，洞头畲族村的摆字龙队

伍在全省的演出活动超 100 场，蓝德

武觉得，演得最好的是元宵那场：“热

闹！舞得有劲儿！”

“可咱们今天游客也多，也热闹，

有啥不一样？”记者追问道。

“人到得特别齐，年轻人都回来

了，能舞的龙就有八九条！”蓝德武顿

了顿，补充道：“我儿子也在里头，一起

舞。”

一 片 匠 心 里 ，乡 愁 剪 不 断 理 还

乱。

这份赤诚的心被有心的年轻人

接住了。现场青年观众蓝英说：“我

爸爸是今天舞龙大会的一员！作为

畲族的一员，今天我对畲族文化有了

更深刻的了解和认识。”

记者在洞头乡偶遇了会昌县文

化馆馆长黄振荣。他介绍，包括洞头

的摆字龙、山歌在内，会昌县共有 24
个非遗项目，这几年旅游经济越做越

好，游客多，畲乡小吃、芙蓉李、毛竹、

香菇、甘蔗等特色农产品也日渐走了

出去……

通过研学培训、旅游团建、畲情

民宿、民族美食、观演体验和农特产

品等，2023 年，洞头畲情小镇景区共

接 待 游 客 18.6 万 人 次 ，旅 游 相 关 收

入超 1200 万元。洞头乡乡长刘世养

告诉记者：“除却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摆字龙、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洞

头灰水米粿制作工艺外，我们带队

前往浙江、福建等畲族自治县、乡实

地考察，将斗笠舞、畲族婚嫁、乌米

饭、畲家酒等畲族民俗风情精髓全

面学习，让游客拥有沉浸式的独特

深 度 游 体 验 。 我 们 还 想 着 时 时 创

新，除了举办文旅部全国村晚展示

活动、农村趣味运动会、畲乡自行车

骑行等常态化节庆民俗活动，还持

续唱响了高山、有机、富硒的‘熊美

人’‘洞藏畲味’等名特优新品牌，做

好洞头土特产文章。”

赣粤闽交界处，绿水青山环抱的

畲乡，天地广阔。

起舞吧！畲乡
□□ 本报全媒体记者 周周 颖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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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在长桌宴上演唱畲乡祝酒山歌。梁 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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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州市博物馆展出篾编花瓶《临川四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