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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承 民 族 文 化 展 示 民 族 风 采

9 月 8 日，贵州省选送的侗戏《侗寨琴声》在第六届全国
少数民族文艺会演期间进行了网络首播。

《侗寨琴声》是一部以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为主题的舞台
艺术剧，讲述了毕业于浙江大学的茶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杨家
林，来到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歌窝侗寨任驻
村第一书记的经历，还原了奋战在脱贫攻坚战线上的干部群
众的奋斗与荣光。

《侗寨琴声》以东西部扶贫协作为主线，涵盖红色文
化、民族文化、生态文化等内容，呈现出浓郁的地方特色，
人物特点鲜明、朝气蓬勃，渲染了“快乐扶贫”“智慧扶贫”
的氛围。

观看《侗寨琴声》后，让人觉得耳目一新。作为一个侗族
文化工作者、老侗戏爱好者，感慨万千，只想说一句话：创新
侗戏，久违了！

一、《侗寨琴声》具备新侗戏的基本特质
侗族被人誉为“歌的民族”，侗乡被人誉为“戏的家乡”，

“饭养身，歌养心”就是侗族人民喜歌爱戏的至理名言。侗
歌的种类很多，至今仍然未有人作出精确的统计，正如侗歌
中讲的那样“客家有读不尽的诗书，侗家有唱不完的歌
曲”。侗戏在清嘉庆、道光年间（1796—1850）形成，比中国的

“国粹”京剧早 80 年（京剧之名始见于清光绪二年（1876））。
它历经侗族十几代人的辛勤耕耘和创作，留下了数百个剧
目，正是这些有生命力的剧目，通过近 300 万侗族人民的眼、
耳、口、心组成一股浩浩荡荡的激情流唱，经过历史长河的
颠荡淘汰因而走向新的彼岸，使之成为当代侗文化宝库中
的一笔珍贵的遗产。侗戏是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是侗族文化在现代场域中传承与发展的重要显性因
素，同时，作为一项重要的文化旅游资源，是侗族地区文化
旅游不可多得的体验基质。侗戏的传承与创新发展是丰富
我国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有力支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
现实意义。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行，才能够创作出思想精
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新时代文艺精品。《侗寨琴声》正
是这样一部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精品力作。

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 年 5 月 20
日，侗戏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

侗戏是集侗族歌唱、念诵、讲述和表演等文化艺术为一
体形成的有说唱有表演的侗族民间戏曲，是植根于侗族文
化沃土上的民族优秀文艺形式，是绽放在中华民族艺苑上
的奇葩，为世代生活在湘、黔、桂毗邻交汇聚居的数百万侗
族同胞所喜爱，具有极高的保护传承价值。体验旅游为侗戏传承与创新注入了新
鲜血液和发展动力，在此背景下，侗戏《侗寨琴声》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创新性发
展：第一，结合区域特色，强化侗戏与其他旅游产品旅游产业链的融合度；第二，依
托侗戏的供需市场，从题材、语言、艺术表现形式等方面对侗戏进行革新；第三，深
度挖掘侗戏体验旅游产品，进而促进民族文化资本化。在多方合力作用下，侗戏
必将创造新的辉煌，实现文旅深度融合，带动少数民族区域经济社会加速发展。

侗戏是我国少数民族民间艺术文化的瑰宝，体验旅游在少数民族村寨的蓬勃
兴起为侗戏的传承和发展注入了新的血脉，提供了强大的引擎。

二、《侗寨琴声》的艺术成就是在吸取侗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有了突破
性的发展

纵观侗戏发展历史，在各个时期都涌现一些优秀的剧目，类型主要有两种：一
是从汉族戏曲中进行移植；一是描写侗族生活的剧目。后者如《吴勉》，以浪漫主
义手法，描写明初侗族民族英雄吴勉率领人民起义抗粮抗税，不幸被俘，不屈而
死。《秦娘美》，写珠郎与娘美相爱，地主银宜欲霸占娘美，谋杀珠郎，娘美设计刺杀
银宜，为爱人报了仇。《门龙》，描写门龙离家十八年未归，其母逼其妻改嫁，其妻不
从，直等门龙归家，夫妻团聚。此外，还有《雪妹》《乃桃补桃》《金汉》《莽子》等。侗
戏早期的表演颇有特色，角色到台前唱完一句后，在过门中绕∞字形回到台中靠
后方端坐的“掌本”戏师面前，听取提示的唱词，然后再到台前演唱。丑角在台上
比较活跃，有独特的程式，不论从左右方向出场，都只能向里跳跃，叫作“跳丑
角”。1949 年后，整理改编的传统剧目有《珠郎娘美》《山伯英台》《美道》《芒遂》《刘
知远》等，编演的现代戏有《侗家儿女》《民族团结的花》等。其中《珠郎娘美》已摄
制成影片。

侗戏的主要曲调有平板和哀腔等。平板或称普通调，用于叙事性唱词，前有
引子、起板；哀腔，或称哭调、泪调。此外，在有些剧目中，花旦或丑角还常采用侗
歌、汉族民间曲调等。主奏乐器为二胡，还有牛腿琴、琵琶、月琴、低胡、扬琴等。
打击乐器有鼓、锣、钹、小钗，但只在开台、催台及角色上下场时用以伴奏。

《侗寨琴声》在吸取侗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有了突破性的发展。归纳起
来有三大亮点：一是音乐优美；二是舞美精彩；三是故事动人。

首先，侗族音乐别具一格，如此精彩的侗戏，带来视听上极大的享受。序幕
“一心等着你哟美丽的姑娘，一心等着你哟勇敢的情郎，再远的路程你莫要迷茫，
花桥鼓楼是你我的家乡”。舞台上，十几位身着侗族盛装的姑娘“一”字排坐开来，
柔声歌唱侗族大歌。大屏显示山间流水、烟雨迷蒙、雾起水墨……这就是传统侗
戏中的“叙事大歌”，就是把整个剧情概括介绍。但是《侗寨琴声》不是简单的介
绍，而是十分生动的展示侗族大歌，让剧目“一鸣惊人”。对于侗族大歌的运用，也
进行了创作创新和改编。“在之前的剧目中，侗族大歌往往出现在特定场景或者情
节高潮来临之时，《侗寨琴声》则让侗族大歌贯穿全剧，结合现代音乐元素，以现代
的配乐手段进行展示，这样的创意在以前的各类剧目中是比较少见的。”

其二，《侗寨琴声》对于民族文化元素的运用，也非常值得称道。该剧融入了
侗族音乐的精华：侗族大歌、侗族琵琶歌、侗族牛腿琴歌、侗族芦笙、侗笛等。这些
音乐在剧中并不是简单的堆嵌，而是有机组合，主创团队充分考虑了每一种音乐
的特质，在运用上做到了“恰到好处”。

其三，在表现形式上，《侗寨琴声》以侗戏为基调，突出了侗族民间音乐与现代
音乐交相辉映的特点；在语言表达上，采用普通话、当地方言和侗语对白与侗语唱
词相结合的方式；在舞美上，通过多媒体墙的运用，烘托出“天、地、人、木、气”的舞
台效果，全剧凸显了时代性、民族性、艺术性的高度融合。视觉效果也有明显创新
和突破。主创团队用视觉技术将侗寨原生态的鼓楼、花桥、吊脚楼、青山梯田等传
统建筑和旖旎风光搬上舞台，再现了新时代农村生活场景。

三、《侗寨琴声》的重要成就及其他
该剧不仅是一部扶贫剧，也是一部红色剧，它实现了思想性、文学性与艺术性

的结合，成功塑造了驻村第一书记杨家林的感人形象。剧中穿插了“侗家九姐妹”
直播带货的情节，说明了扶贫工作不仅要真抓实干，还需要智慧、需要巧干，由此
渲染了“快乐扶贫”“智慧扶贫”的主题。

总之，《侗寨琴声》是成功的，是值得称道的。当然，也还有进一步完善和优化
的空间。比如怎样实现戏曲音乐的规范化、克服人物脸谱化、怎样增强故事情节
的合理性等，都还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文化蓬
勃发展给侗戏带来了发展的春天，侗歌、侗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创作者们不但在
表演艺术上、音乐唱腔上、舞台布景上有新的突破，在内容和形式上也走出了新的
步伐。出现了侗歌剧、侗歌舞剧、山歌剧等多种多样的新侗戏，如《丁郎娘美》《善
郎娥美》《找牛》《官女婿》等。这一时期侗戏还参加了全国少数民族剧种录像观摩
演出并获优秀节目演出奖和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题材剧本创作团结奖。

然而，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加快和外来文化及市场经济的全面冲击，侗族大歌、侗
戏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和文化土壤正遭受前所未有的破坏，尽管黔东南州委州政府及
各县党委政府为保护传承非遗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外来的关注程度也越来
越高，但一些专家学者对黔东南的非遗保护工作仍表示十分担忧，特别是在当前我国
旅游事业蓬勃发展的今天，非遗商业化会不会导致我州非遗被破坏变成专供游客们消
遣的表演节目。因此，黔东南州建立了一系列非遗保护、抢救、传承机制和合理开发利
用非遗的措施，将非遗工作纳入黔东南州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双赢双促。但是，由于
一些客观原因，侗戏仍然面临着后继无人、濒临失传的尴尬境地：一是大量农村青年常
年外出打工，无法开展活动，业余歌唱团和艺术人才严重缺乏直接危及侗戏的生存与
发展。二是侗戏教育不健全，师资的匮乏是侗戏发展的大瓶颈。三是经费短缺，由于
黔东南经济发展滞后，对文化的投入不足。四是市场经济机制不健全，培育市场经济
能力不足，政策不到位等。鉴于上述原因，如果侗戏不能在政策上有所突破，其发展前
景依然令人担忧，侗戏保护与发展形势依然严峻。

但是，我们相信《侗寨琴声》必然会在黔东南的上空久久飘荡，美丽而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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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41 岁的陈万明是岑巩县注溪镇
注溪村村民，他 15 岁开始跟随父亲学习土
司战鼓技艺，是土司战鼓代表性传承人。
思州战鼓历史久远，种类众多，因岑巩县
古称思州，故名“思州战鼓”，其发展历史
悠久，内容丰富，表达形式多样，强劲有
力，具有很强的群众基础和艺术价值，土
司战鼓属于思州战鼓的一个项目，其表演
项目有“百鸟朝凤”“老虎下山”“懒龙戏
水”“马蜂过坳”“八门金锁阵”“长龙阵”

“五门阵”等，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情和地方
特色。2021 年 9 月，岑巩县被贵州省文化
和旅游厅命名为“贵州思州战鼓民间文化
艺术之乡”。

陈万明对思州战鼓十分热爱。上世
纪九十年代，陈万明的思州战鼓表演在当
地已是小有名气，他组建了一支小型的战
鼓表演队伍，到周边县市农村巡回表演，
但因思州战鼓表演收入较低，表演团成员
不得不外出务工，导致表演团成员越来越

少。 2021 年，岑巩县组织开展战鼓文化
活动周，陈万明组建了 50 余名村民的“土
司战鼓”队。他一边传授战鼓技艺，一边
研究和创新思州战鼓的表演形式，使思州
战鼓表演不仅有了经济收入，还得到了很
好的传承和保护利用。 这几年，随着当
地党委政府对思州傩戏傩技文化的重视，
加大对传承人的培育，陈万明的思州战鼓
表演走出岑巩，先后到铜仁、镇远、三穗等
地区表演，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

传承人陈万明的战鼓梦
○ 通讯员 杨云 摄影报道

在一件古朴而又精美的苗绣面前，
我惊呆在原地，久久不愿挪开脚步。

这是一套苗族超短衣裙。静立
在玻璃窗里的服装模特道具，保持着
亘古不变的姿势，将其穿在身上，很
随意的样子，向世人展示苗绣服饰的
独特魅力。历经岁月风霜，衣服左肩
处出现了一个茶杯大小不规则的破
洞，像时光凝结的缺口。灯光暗淡，
相视无语，我伫立的影子投射到模特
的身边，立即衬托出我衣着的世俗与
乏味。

我无法用语言去描述它的美丽，
也无法用文字还原那一针一线的精
湛绣技，我只能用目光一遍又一遍地
打量它的模样，收集它的艳丽，并感
受悠悠岁月无声无息地流逝。此时，
一种错觉在脑海里滋生，我仿若置身
于古老的苗寨，木屋散落山间，鸟鸣
宛转树林，溪流映带田野，炊烟生动
山村。欢快的芦笙吹起来了，婀娜的
舞蹈跳起来了，一群身着苗绣的年轻
女子，打着油布伞，踏着青石铺砌的
街面款款走来，如流动的画面。她们
加入到人群中，顿时，人们的目光朝
这边聚拢过来，照相机的镜头随着这
一片绚丽的色彩而转动……

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欣赏苗绣，
除了带给我强烈的震撼之外，还激起
我关于苗绣的那些奇妙想象。

这是凯里民族风情园内一家苗
绣收藏馆，一件件散发着迷人光彩的
苗绣作品，让我流连忘返。

美丽从指尖源源呈现。
一盏孤灯，一剪身影。多少个无

眠的夜晚，一代代苗绣传承人，坚守
着祖先留传下来的传统技艺，怀揣着
对苗绣事业的执着追求，在一片片朴
实无华的画布上，绣织出一幅幅精美
绝伦的苗绣作品。同时，她们守候着
山寨的空寂，用针线串起一个个平平
淡淡而又充满希望的日子。

一方水土滋养一方人。在黔东
南这一片神奇而又多彩的土地上，民
风淳朴，从小耳濡目染，浸润了山的
秀丽和水的灵气，血液里流淌着民族
的精髓，世间万物，就成了最鲜活最
原始的创作源泉。一花一草，皆可入
画，于是，每一件苗绣作品，都是多姿
多彩大自然的生动再现，同时，在作
品的绣织过程中，将鲜艳的色彩、夸
张的手段和大胆的想象等综合运用，
使作品被赋予更多的民族元素和艺
术创造。更为重要的是，绣织者将自
己真挚的情感融入其间，浓缩着当地
人民对艰辛岁月的深切回眸及美好
生活的无限向往。

一件苗绣，一个故事。在巴拉河
畔的一个苗寨里，一位当地绣娘，一
边展示苗绣技艺，一边向我介绍作品
背后所包含的故事。通过她的讲述，

我仿佛看到苗族祖辈，从遥远的地方
出发，跋山涉水，不畏艰辛，一路向南
走来，最终扎根于此，开荒种地，生生
不息；我仿佛亲临春耕秋收的劳动场
面，与当地老百姓一起挥汗如雨，唱
着动听的歌谣，体会着农事的劳苦，
也享受着丰收带来的喜悦；我仿佛感
受到苗族人民热情豪迈的性情，大块
吃肉，大碗喝酒，敢爱敢恨，敢做敢
当；我也仿佛听见花前月下的窃窃私
语，一对对青年男女，相约黄昏后，真
情表白，自由恋爱……

随着传统与现代、民族与时尚的
不断融合，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苗绣，日益绽放出夺目的光芒。越
来越多的苗绣作品走出国门、走向世
界，用它独具魅力的艺术，赢得广泛
的好评和青睐。

苗绣美好的明天，吸引着更多的

人加入其中。
周末，我受邀参加苗绣技艺培训

会。在凯里的一个移民小区，当我走
进社区活动室，里面早已座无虚席。
参训人员都是来自该小区的移民户，
他们神情专注。讲台上，一位苗绣传
承人，正在讲解苗绣的相关技艺。我
躲在一个角落里，掏出手机，悄悄将
这一幕永久地定格在相册里。但我
无法把这里的每一次培训情景都记
录下来，而且，像这样的培训，在乡
村 、在 苗 寨 ，都 在 定 期 或 不 定 期 地
开展。我只能通过这一次的亲身经
历，去想象着累加起来的盛大场面，
以及一张张笑脸组合成的无边灿烂。

从活动室里退出来，外面阳光正
好，它像是什么都知道似的明晃晃笼
罩着我。

通过技能培训，越来越多的人，
依托苗绣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

前不久，刚刚结识了一位来自乡
村的年轻苗绣传承人，为了热爱的苗
绣事业，她毅然辞去了稳定的工作，
回到家乡，创办了属于自己的苗绣公
司。当这位身材娇小、体态纤柔的苗
绣传承人站在我面前时，宛若一位来
自尘世之外的女子，清纯中透露出手
艺人的气质。她身穿一件天蓝色蜡
染连衣裙，一头乌黑的秀发恰到好处
地披散在肩上，由于经常赶绣作品熬
夜工作，消瘦的脸上略显疲意，但那
双如山泉般明亮的眼睛，却闪烁着坚
定和自信。她领着我参观她的工作
室，如同一位熟练的讲解员，一件件
作品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眼前。

交谈中，她自豪地告诉我，苗绣
一定能在乡村振兴中大显身手。

离开她家，走在一条乡间小路
上。正值金秋十月，收割完稻谷的田
野里，土地已经翻犁，刚冒出地面的
各种蔬菜迎风生长，浩荡成一大片蓬
勃的绿色。

苗绣素描
文/杨绍敏 图/姚 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