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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图书界第一本或者说是
为数不多的一本抒写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专题散文集。这本文化散文集用翔
实的史料，缜密的信息，具象的事实，
挥洒的想象，优雅的文字，厚重的内
涵，向我们叙述和描摹了湖南永州的
五个国家级、十三个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的历史脉络和文化命运。其
中，祁阳祁剧、江永女书、宁远舜帝祭
典等都是全国绝无仅有的文化遗存。
永州是湖南省最有文化特色和文

化底蕴的地区，这里蕴藏着太多令人
难以想象的文化遗产，仅江华瑶族自
治县，就散布着这个民族诸多神奇的
文化精华。可是这些文化遗产，却正在
被诸多的社会因素一点一点的消解。
基于此，永州日报社、永州市文广新局
便联合编辑出版了这本永州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专题散文集。这本散文集
不仅理性客观地讲述了永州非物质文
化遗产这种文化生态的前世今生，还
诗意空灵地抒发了这种地域文化瑰宝
的价值和魅力所在，既具有生动传神
的可读性，又具有超越散文传统的艺
术情思，无论对文学界还是学术界，无
论对专业人士还是普通读者，都具有
新颖有趣而又内涵深远的阅读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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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龙海清

进入本世纪以来，一项构筑新的万
里长城的文化工程引起了国人的关注，
那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工
程。这一工程是伴随着全球化浪潮的
推进而展开的。全球化浪潮的推进，工
业文明的进步，在给人们带来巨大物质
财富的同时，也给千百年来祖宗留下的
民族文化遗产造成严峻的挑战。可以
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正是
人们对全球化负面影响在认识与实践
上的文化自觉。随着工程的进展，以非
物质文化遗产为内容的出版物，也相继
闯入我们的视野。这是抢救保护工程
在出版方面的重要成果。
大体说来，在这类出版物中，以理

论探讨或以静态保护为目的“编录”者
居多，而以文学艺术的方式书写又不
失以人类学的科学精神担当，采取互
动式地引领读者去“品读”人民群众的
珍藏，这类作品都极为罕见。现在，由
永州市文广新局、永州日报社、永州市
群众艺术馆、永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办公室的负责同志主编，散文家
凌鹰主撰、诗人田人点评的这本书，无
疑是对后者的填补。它熠熠闪亮，一个
富诗意的书名印在封面上：《蔚蓝天空
上十八朵云彩———品读永州·非物质文
化遗产篇》。仅从书名和篇目看，不难
明白，本书所“品读”的对象，即为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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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已列入国家级和省级的十八项非物
质文化遗产。
永州，地处湖湘西南部一隅，又因

帝舜崩葬于九疑而名零陵。秦汉以来，
零陵、永州，一地两名，交叉连用，相沿
至今。在经济的版图上，永州也许不算
是富庶发达之地，更多的是交通不便、
稼穑艰难之乡。在历史上，它还是古代
官员曾经被贬谪居的僻壤。然而，从文
化的视角看，无论是过去或现在，它都
是令人着迷向往的宝地。贯穿境内的
潇湘二水，亘古及今，流动的不仅仅是
沁人心脾的江水，还有那悠久绵延的
历史，多元多彩的文化！耸立湘南的九
疑山，飞动的不仅仅是天空的彩云，更
有那彩云般的舞步，醉人的鼓点和吟
唱！北宋著名的诗人欧阳修有诗云：
“画图曾识零陵郡，今日方知画不如。”
南宋的著名诗人陆游也吟道：“挥毫当
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山河之
美，比比皆是，永州何以能引起诗人如
此留连赞美？我想，它大概不只是自然
山川的奇美，更在于民族民俗文化的
无限魅力吧！
的确，永州的历史文化是十分丰

富的，其底蕴是极其深厚的。人们在谈
及与此相关的话题时，往往会如数家
珍似地提到司马迁、蔡邕、元结、李白、
刘禹锡、米芾、黄庭坚、欧阳修、陆游等
众多名人在永州留下的文化遗迹，特
别是柳宗元那脍炙人口的《永州八记》
更为人们津津乐道。当然，这只是精英
文化的方面。作为永州的历史文化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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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还有不可忽略的重要方面，那就是
永州各族人民千百年来所创造并传承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遗产，既是民
族的标识，也是民族历史得以延续的血
脉。正是这些遗产，以丰富的养分，一代
又一代地哺育着创作它的人民群众自
身，也滋养着诸如怀素、何绍基、周敦颐
等等生长于斯的文化大师。
经过前一阶段时间的努力，到目前

为止，永州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有五项，列入省级名录的十三
项。本书中目录的前五篇所写的属于
前者，其余属于后者。这里所说的“国
家级”、“省级”的区分，只是阶段性的工
作结果而言，不能以此断定其固有价值
的大小。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定
级申报、评审、公布，是一个由下到上持
续不断的动态过程。今天属于“省级”
的，明天可能进入“国家级”，有个别的
甚或可能进入“世界级”。在这些项目
中，有的早已为世人知晓，名声远播海
内外；有的则长期“藏在深闺人未识”，
到今天才向外界崭露芳容。但它们都
具有各自独特的亮点。虽然这十八个
项目与永州蕴藏的整个文化资源相比，
只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部分，仅此也足
见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地区的文化创造
之博大精深了。
本书最突出的特色，就是以新颖的

结构、艺术的手法，在揭示其博大精深
的同时，努力去反映或复原非物质文化
作为人民大众生存方式的一种状态。作
者不是简单地抄录现成的资料，而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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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的感受，通过散文的体裁、文学
的语言、精心的谋篇布局，将每一项遗
产的历史渊源、流传地域、基本内容、
价值特征、传承状况，巧妙地融为一
体，生动地展示和阐释了本地文化事
象的面貌与内涵。这样，既给人以丰富
的知识，又为读者带来审美的愉悦。在
体例结构上，于每一篇作品的篇首，又
冠以诗人的点评。这些点评，适时地发
挥了诗人的长处，把每一篇导读，写成
了耐人寻味和令人启迪的散文诗。这
种珠联璧合的做法，给人以独树一帜
的新颖之感。这对于引导读者以虔诚
之心、崇敬之情走进人民群众文化创
造的殿堂，从而认识它，热爱它，品味
它，进而自觉地保护它，将会起着有益
的作用。这既是本书的特色，也是其特
有的价值所在。
单从文学创作层面而言，本书也

有值得特别称道之处。当下散集的出
版，可谓汗牛充栋。但有份量的佳作却
并不多见，称得上精品者更是寥若晨
星。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
有的作者往往囿于“小我”内心观照的
书写，对民间的文化创造则不屑一顾。
难能可贵的是，本书的作者和编者们，
却能以应有的担当和责任感，执着地
走入民间，贴近生活，乐此不疲地体味
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近距离地触摸
民族历史文化跳动的脉搏，从中汲取
创作的源头活水，因而本书也就多了
几份厚重。无形中，在那种好摆弄花拳
绣腿成癖的人面前，多少显示了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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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量。
本书的作品，都先在《永州日报》发

表过的。该报能安排众多的版面连续刊
登这些作品，作为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工作的参与者，不能不为此心生敬
意。当本书的执行主编胡新元、策划人
兼点评作者田人等一行于年尾冒着扑
面的风雨，不远千里将书稿送到我的面
前时，我再次为他们对文化遗产的热心
与执着所感动。
于是，便有了上面的这些话。是为

序。

2013年元旦于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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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9月 25日《永州日报》

第四版

【点评】永州是一个文化底蕴十分
丰厚的地方：几粒万年前的谷壳和一
堆碎陶、传授农业和道德文明的楷模
舜、草书领袖怀素、理学鼻祖周敦颐、
中国四大露天碑林浯溪碑林……无一
不熠熠于中华文明的璀璨天空。还有
一条文化的脉络也在永州大地上伸
延：祁剧、女书习俗、舜帝祭典、瑶族长
鼓舞、祁阳小调……叫“非物质文化”。
就是它们，在不经意间就构筑起了永
州的厚重与广阔。现在，让我们跟随作
家凌鹰，透过祁剧勃兴的经历来体会
祁剧那长盛不衰的情景吧，体味祁剧
演员的唱腔穿过繁茂而荒凉的时空，
至今仍令人们抚掌叫绝。

图片提供 永州日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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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深不可测的祁剧，我们必须透过
悠远的风云岁月，才能看到她模糊的轮
廓。那时候的祁剧，到底是迈着她的三
寸金莲，还是打着一双粗糙的赤脚，踩
着岁月的风尘，摇摇晃晃地一路走到今
天呢？说实话，我无从知晓。
我只能借助史料，去寻觅她那遥远

的踪影。
这就要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了。
那时候，古老的祁阳先民在各种庆

典或者祈祷中，就已经在那种原始歌舞
中隐含了一些戏曲基因。我们都知道，
基因正是任何事物与生命形成的胚芽。

时光既缓慢而又快速的流淌着，古
老的祁阳原始歌舞也跟随着时光之水
流进了汉代，唐代，宋代，流进了历史的
每一条河道。在这种时光之水的冲刷清
洗中，汉代的百戏、唐代的歌舞、宋元的
杂剧，无不对祁阳古老的原始歌舞音韵
造成不同程度的波动和冲击，这些中国
最早的戏剧艺术泛起的波涛与浪花，无
不在经意和不经意中改写、修正、撞击
着祁阳原始歌舞的肌肤和经脉，使原来
那种古老的祭祀形式的原始歌舞渐渐
蜕变成一种戏剧雏形。尤其是后来江西
“弋阳腔”等戏剧基因的溶入和祁阳方
言土话的对白与演唱，以及祁阳祭祀、
风俗、民情这些地方风味的参入，使古
老的原始歌舞曲调和音乐更加彰显出
地方戏剧的韵味和个性，祁剧的雏形就
这样形成了，祁剧这种地方戏剧从此就
像一只刚刚长满羽毛的山麻雀一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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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前的化妆

中国一个叫祁阳的地方到处飞翔和鸣
叫起来。
当然，作为一个已然在中国戏剧史

上具有一席之地的祁剧，固然也有她正
式定位命名的历史。我从《湖南地方戏
曲史料》中得知，祁剧正式形成于明成
化年间（1465—1487），明末清初是她最
鼎盛的时期。其实，在此之前，祁剧并
不叫祁剧，而叫“祁阳戏”。叫祁剧之后，
祁剧就不再是一只山麻雀了，而成了一
只画眉鸟，在祁阳的一个个乡村和城市
街道上飞来飞去，发出一串一串靓丽清
越的鸣叫。
当祁剧正式定位与命名后，她在中

国的天空下又顶风冒雨的飞了五百多
年。在这五百多年的春秋风雨中，祁剧
先后又融汇了徽调、汉调和秦腔这些戏
剧精华，演绎成高腔、昆腔、曲牌体和弹
腔、板腔体的个性特征，成为更独立更

图片提供 永州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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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的剧种。更有意思的是，祁剧的不
断完善，最后因为地方语言的分支，而
形成了以祁阳、零陵为中心的湘南各地
祁剧派别的永河派和以邵阳为中心的
湘中、湘西各地祁剧派别的宝河派。

这两个风格截然不同的流派，就像
两只凤凰一样，在湘南、湘中和湘西各
个城镇与乡村鸣叫开屏，绽放出她应有
的绚丽和魅力。

任何美丽的生灵，都必须通过不断
的繁殖，才能让这种美丽延续和壮大。
祁剧也需要繁殖，因为她是画眉，

是孔雀。
于是，那些祁剧老艺人就要带徒

弟，带学生，就要组成一个一个戏班，形
成一个一个团队，不能总是散兵游勇的
临时组团演戏。

据史料记载，最早的祁剧戏班是清
康熙年间的老春华班。因为，到了清朝，
祁剧不仅在湖南各地区广泛传唱，而且
还飞到了全国其他省份和地区。尤其
是到了清道光年间，祁剧艺人的传艺方
式已不再局限于单个收徒，而是开门办
班，形成了严谨系统的科班传艺秩序。

据文字记载统计，从清朝康熙年间
到民国末年，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祁剧科
班就有近百个。这其中，有清咸丰二年
创办、以唱弹腔为主，兼唱高、昆腔的胜
利班；有清同治二年创办的永庆班；有
清同治五年创办的桂馥班；有清光绪九
年创办的宝华班；有清光绪十九年创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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