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姚 宁 校检：吴方超

E-mail:qdnrblvwhqdnrblvwh20172017@@126126.com.com

2022年5月23日 星期一

传 承 民 族 文 化 展 示 民 族 风 采

杨光磊先生在北京团结出版社出版的《勤勉人生——黔
东南文化事业发展纵谈》，是他作品的结集，洋洋洒洒 59 万
多字，堪称一部大作。里面的文章有不少篇什都针对黔东南
州的文化事业建言献策。杨光磊先生勤奋好学，以事业为
重，长期工作在黔东南州的文化战线上，当过多年的州文化
局和州文联领导，工作涉及面广，站位高、敢担当，文化自觉
与自信意识强烈，才能如此高屋建瓴地提出自己的真知灼
见。《勤勉人生——黔东南文化事业发展纵谈》显然不同于一
般书斋文人的作品结集，它是一部关于作者人生阅历与从业
经历的书，一部对于文化事业富有建设性和指导性的好书。

该书编排，先图后文，做到图文并茂，以视觉美吸引人们
眼球，再以文字稿的思想火花引人入胜，令读者开卷有益。

一、图
图片记录生活、工作与活动。若干图片按时间顺序放在

一起，就能反映人生的足迹，构成一个人的图志，成为一个
人的一部“春秋史”。杨光磊把不少难以忘怀的照片，辑录
在书中，一共有 79 张人生彩图和 30 张获奖证书照片，与读者
分享。这些图片是作者大半辈子所珍藏的，十分珍贵，其中
每一幅图都有简要的文字说明，光是浏览这些图片及文字
说明，就能了解到作者一路风尘仆仆走来的历程剪影，工作
的勤奋、事业的艰辛和拼搏的收获，历历在目，既有履职发
奋的留影，还有精彩人生的美好瞬间定格，更有成功的喜悦
和付出后被社会认可的见证。我很看重《勤勉人生——黔东
南文化事业发展纵谈》一书里的图片，这些图片不仅可以让
我了解作者大半生的经历，更可以了解黔东南州文化事业
发展的一段历史。因此，我把书里的图片当成黔东南州文
化艺术图志来阅读。

《勤勉人生——黔东南文化事业发展纵谈》的珍贵照片
显示，杨光磊参加文艺活动比较早。在武汉中南民族学院
读书期间，他就参加了母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到湖北
麻城浮桥河演出。1973 年 3 月，他创建了雷山县也宜大队业
余文艺宣传队，在农村演出成效显著，被表彰出席“雷山县
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同年 10 月 16 日，代表雷
山县参加全州第七届业余文艺汇演。

1983 年，杨光磊出任黔东南州文化局局长，开始从事文
化事业的领导工作，于 1996 年调州文联工作，先后任州文联
主席、党组书记等职长达 10 年，黔东南州文化战线就是他的
用武之地。在《勤勉人生——黔东南文化事业发展纵谈》的
几十张珍贵照片里，明确记载了他勤奋工作的足迹，可以看出杨光磊对于黔东南
州文化事业的辛勤耕耘，以及他所作出的贡献。

从该书辑录的 30 张获奖证书照片来看，杨光磊在工作中获得表彰奖励很多，
说明他的履职业绩受到了党政机构和职能部门的肯定，得到了社会的认可。1989
年 9 月，他被首届中国民间艺术节授予“突出贡献奖”。1993 年 11 月，他被文化部
表彰为“全国文化市场管理先进工作者”。1996 年 12 月，他的专著《民族文苑耕耘
录》获黔东南州人民政府第三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9 年 3 月，他被
中共黔东南州委宣传部表彰为“一九九八年度宣传系统先进工作者”。除了党政
机构的表彰奖励，杨光磊还有不少文艺作品获得专业协会或民间组织的颁奖。

这些表彰奖励表明，杨光磊先生是一位内行、专业的文化事业领导人。他不
仅能够组织领导文化事业，而且能够亲自操刀出成果，获得表彰奖励。既是文化
事业的指挥员，又是战斗员。获得战斗业绩表彰，这是他难能可贵之处。

二、文
《勤勉人生——黔东南文化事业发展纵谈》辑入作者 20 世纪 60 年代到 21 世纪

20 年代共 53 年所写的文章 113 篇。这些文章，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归纳起来看，
主要是言论稿，体现了一位文化事业内行领导在半个多世纪里的立言积累。这些
立言有价值、有意义，可以资政存史、启示后人，是黔东南州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

阅读这本书，可以清楚知道，杨光磊大胆开拓创新，提出了四点工作主张，非
常有成效。

一是主张文化体制改革。1984 年 9 月 24 日，杨光磊在全州首届民族文工队汇
演大会致开幕词，肯定黎平县民族文工团大刀阔斧进行改革，表扬他们“勇于改
革、勇于创新”。同年 12 月 26 日，他在黔东南州首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
致词，强调“文艺体制改革是新时期文艺工作的根本任务之一”。鉴于我州实际情
况，必须“刻不容缓地改革我州现行的文艺体制”。在《黔东南州 1985 年文化工作
意见》里，他又提出必须“坚持文艺体制改革”，“要遵照国家文化部和省文化出版
厅有关指示和要求，有计划有步骤，有的放矢地进行”，“把改革和艺术生产以及经
济效益结合起来，要出艺术生产成品，要出人才，这是衡量改革的一个标记”。
1996 年 11 月，杨光磊先生调到州文联担任主席和党组书记，发现州文联也和州文
化局一样，存在机构职能作用发挥不好等问题。他根据在州文化局改革的成功经
验，强调文艺机构要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和人民群众对文艺作品的新需求，就要不
断进行改革，只有改革才能发展。现在，阅读他改革开放之初的那些倡导改革的
言论，依然没有过时，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二是主张文化理论研究。1984 年，杨光磊针对州文学艺术研究室主要从事民
族民间文学资料的搜集整理，提出“研究室要研究”的要求。从此，州文学艺术研
究室的工作从单纯的搜集整理，向搜集整理与研究相结合的方向转变。1988 年
后，州文学艺术研究室改建为州文研所，创办《苗侗文坛》理论刊物，发表了大量研
究黔东南民族文化艺术的理论文章。同时，杨光磊还提出“加强文化理论研究，开
创文化工作新局面”的指导思想，组织召开七次群众文化理论研讨会。会后，把黔
东南群众文化理论研究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1997 年 6 月 11 日至 13 日，黔东南
州民间文艺家协会召开全州民间文艺理论研讨会，杨光磊到会作指导，强调理论
研究的重要性与必要性，非常具有指导意义，与会者深受鼓舞。就是这次全州民
间文艺理论研讨会，促使黔东南州民间文艺工作的重点，由搜集整理转向理论研
究。同年 12 月 11 日，杨光磊《在黔东南州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
工作报告》，又明确指出：必须“加强文艺理论建设和文艺评论工作”。之后几年，
关于民间文艺的理论研究著作纷纷出版面世，对现实题材文艺创作的作品进行评
论的人也多了起来，而且全州很快创作出一大批好作品，这是用文艺理论指导文
艺工作实践所取得的成效。

三是主张民族文化走向国内外。通过杨光磊的不懈努力，民族文化艺术事业
得到省、州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在国内，“中国艺术节”等几十个全国性
大型演出活动都有黔东南文艺团队参加。去国外，以往只能个别人零星出国的状
况得到彻底改变，州里派出几十个文艺团队数百名文艺家，到法国、荷兰、比利时、
意大利、匈牙利、奥地利、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几十个国家参加国际艺术节等演出
活动，并作文化交流，极大地扩大了黔东南州民族文化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特别是 1986 年金秋时节，侗族大歌唱响巴黎，震撼欧洲，此后还在 2009 年摘取
了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桂冠。苗族芦笙、蜡染和银饰也赢
得了世界赞誉。

四是主张重大历史题材创作。1998 年 12 月 18 日，杨光磊在凯里与州作协和州
民族局联合召开首次黔东南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座谈会，他在会上明确提出要盘活
黔东南重大历史题材和重要历史人物资源，并以此为突破口，带动其他题材创作，
写出无愧于历史有利于现实文化建设的文艺作品。2001 年 12 月，杨光磊在《黔东
南州 2001 年文学艺术创作活动综述》里专门有一段“深切体会”，说到几年来推行
的“以重大历史题材创作为突破口，带动现代题材和民族题材创作的全面开展”，
得到州委州政府的高度重视，采纳列入议事日程。从创作实践来看，不仅能够出
重大历史题材的好作品，如石新民的《太阳石》、陆景川的《伟人名家与黔东南》和
田尚培的《王天培将军》等，还有助于“树立黔东南精神”，作品“容易被外界所接
受”，有利于“发展旅游产业”。他总结得很到位，体会也很深刻。

2006 年，黔东南五十年州庆，州里出版《党的民族政策在黔东南的实践》一书，
书中有《民族政策光辉照民族文艺大振兴——记蓬勃发展的黔东南民族文学艺术
事业》的长篇文章，充分肯定了黔东南文艺事业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所取得
的突出成就。

在《勤勉人生——黔东南文化事业发展纵谈》的《后记》里，杨光磊先生说，该
书“记叙的人和事均依据当时当地的真实情况和本来面目秉笔直书，不加修饰”。
这话总结得很到位。该书语言朴实，语体通俗易懂，写人记事论道，娓娓道来，直
抒胸臆，有一种促膝谈心的文风。

总之，《勤勉人生——黔东南文化事业发展纵谈》是杨光磊先生一生刻苦学
习、勤奋工作的真实记录，又是黔东南民族文化事业蓬勃发展、走向全国、走向世
界的辉煌写照。这本书一定能够在黔东南民族文化事业发展繁荣的新征程中产
生良好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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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前往巫溜，是冬日的一个午后，阳光懒懒
的斜射下来，地上满是金光。

经历了连续的阴雨天，难得有这样的好天气，
确实使人神清气爽。并且，我们这次是去拍摄巫
溜的美景，以及它所折射出来的苗家文化，实在很
难得。

巫溜，被列入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作为
中国农耕文明留下的遗产，想必它隐藏着诸多秘
密。

绕过摆伟，从盘旋的公路俯瞰，下边有层层叠
叠的梯田。谷底，是一条曲曲折折的小河。它应该
就是巫溜的母亲河！

从村头望去，村中木屋鳞次栉比，青黑的屋瓦、斑
驳的板壁、袅袅的炊烟，在阳光下显得古朴而宁静。

屋外，几个老人在晒太阳，手中的烟杆冒着阵
阵青烟，好像在闲聊些什么。见到我手中拿着“长
枪短炮”，就上前打招呼：“嘎雷劳也。”我们也不失
礼节，一一还礼。

我们的人，一进村子就各自散开，去捕捉自己
想要的镜头。

河边，几个村妇在洗布和晒布，青黑的染布随
着木杵的起起落落，飞溅起漂亮的水花。那些光洁
的砧石，整齐排列在河边，仿佛在述说着千年不变
的故事。使人想起“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
还来”的诗句，月光总爱营造凄美的意境，砧杵总是
思念远行的人儿，眼前的村妇，就是张若虚笔下那
位被离愁别绪萦怀已久的怨妇吧？当今的农村男
儿，大多远离故土，奔赴他乡，为的是养家糊口，而
他们的另一半，则守护着一个家，包括老人小孩，她
们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偶尔在月明星稀的夜

晚，坐在自己早已不怎么使用的妆台明镜前，扒开
幽帘，望着河边被月光照得光亮的砧石，以及鱼儿
激起的漩涡，此时远行的心上人只在思念之中，只
能彼此思念而无法相依相诉！

我们拍摄到的，只是她们美丽而疲惫的身影，
永远捕捉不到她们那如月光一样晶莹剔透、温柔细
腻的心灵！有几位大师还刻意请她们做几个动作，
被她们婉言谢绝了。我想，最自然的才最真实，矫
揉造作恰恰适得其反！

不知何时，河滩上已聚集了许多人，他们穿着
苗族盛装，蹁跹起舞，洪亮的芦笙响彻河滩、村子
和天宇。不多时，河滩、石桥上便挤满了人，他们
驻足观看、用心倾听，还用手机或相机拍摄，记录
着这壮观的场面。巫溜的芦笙，不仅曲调多变、节
奏明快，而且深沉、雄浑，格外动人。男的步子刚
健有力，女的舞姿潇洒自如，在冬阳的照射和河水
的映衬下，一切都显得那么和谐、自然，与天地融
为一体。让我们充分享受了一场视觉与听觉的饕
餮盛宴。

悠悠芦笙，不知在苗疆大地上吹奏了多少个风
雨岁月，它不仅仅代表喜庆，更是苗家儿女迁徙史
上一个悲壮的符号！

我们越过一座小土坡，远远望见了另一处比较
宽阔的河滩，河滩上铺满了长长的青黑色染布，在
阳光在照耀下熠熠生辉。苗家一年四季都在染布
做衣服，一套苗装，要经过很多道工序才能做成，其
间的艰辛不言而喻。眼前这铺满河滩的青黑色染
布，想必就是这次摄影活动的核心内容了。

河水静静地流淌，成群结队的鱼虾，在清澈见
底的水中自由而快活地游弋。河岸上的小山坡，据

说就是巫溜的歌场，阳光穿过重重叠叠的枝叶照进
来，斑斑驳驳地洒落在歌场的草地上，草地散发着
泥土的芳香。

同行的摄友说，一会儿要有村里的人来这里唱
歌，我们就在歌场边或河边小憩。不一会儿，村民
们便陆陆续续赶来，女的身着藏青色衣裙，头戴银
花饰，颈戴银项链。男的服饰稍微简洁一些。但都
漂亮无比，潇洒自如，和着银饰“叮叮铃铃”的响声，
一切显得那么古朴、自然、和谐。

追溯历史，苗族属于蚩尤部落的一个分支，曾
在资源富饶的长江中游两岸生息繁衍。后来，苗族
人经历多次大迁徙，因为担心本族文化在大迁徙中
失传，智慧的苗族先民便将自己的历史深藏于古歌
当中，留存于民族的记忆里。苗歌，便是在原始神
话传说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是苗族先民在长期
的生产劳动中创造出来的史诗。

“呃……呃……”古老的苗歌唱了起来，歌声清
雅、空灵、雄浑、悲怆……我深深被优美动听、悠远
绵长的歌声所打动，闭目倾听，让思绪随歌声飘荡，
不知不觉中，我仿佛穿越时空，时而望见滔天洪水、
血染中原、民族迁徙的悲壮场面，时而目睹丧葬嫁
娶、亲友聚会、民间节日的多彩习俗。

巫溜的苗歌，自由洒脱、激情奔放，像风吹林
木，又似泉石相激。

巫溜的歌声，如同天籁！
歌声渐渐散去，河滩上飘起了袅袅炊烟，锅碗

瓢盆也不甘示弱地唱起了歌。
村民与摄友们围坐在河边，说说笑笑，相互敬

酒、祝福，酒足饭饱之后逐一散去，几匹青黑色的染
布依旧晾晒在河滩上。

巫溜秘境
○ 姜启春

本文在叙述从江“牛莂”的来历之前，笔者首先
对“莂”字的认知，与大家共同探讨。

就人们对牛瘪的“瘪”字而言，这个“瘪”字的读
音 biě 和 biē，释义为物体表面凹下去、不饱满。
本文中笔者采用“莂”字，读音 bié，释义为植物生
长太密而移栽。“莂”字的发音恰好与侗语发音一
致，侗语表达的意思是草食动物肠、胃里的杂物。

“莂”字的读音不仅与侗语的发音相同，意思也相
近，即“牛吃草”。

草进入肠胃，通过酶的作用，变成了另外一
种可口养胃、营养美味的佳肴。当然“瘪”字先入
为主，且约定俗成。但在汉字中有一个“莂”字能
替代“瘪”字，为何不用？笔者建议今后人们可以
用“莂”字替代“瘪”字，更能贴近这道佳肴原本的
意义。

侗族，是一个勤劳、淳朴、善良且充满智慧的
民族，千百年来，他们在漫长的生产劳动中创造
出了独特而灿烂的民族文化。他们崇拜自然，崇
尚与自然和谐相处。正如侗歌歌词描述的那样，

“山河为主，人为客”“饭养身，歌养心”，把自身与
大自然融为一体。他们不但能歌善舞，而且在平
凡的生活中，还创造出了侗族特有的饮食文化，
比如腌肉、腌鱼、酸菜、稻田烧鱼、淘米水白酸汤、

糟辣椒酸和西红柿酸等 ，众多美食让人垂涎三
尺。特别是侗族的“牛莂”和“羊莂”，更是让人回
味无穷。

当人们津津乐道品味“莂”时，都在探讨同一个
问题，即“莂”这道美食由何而来？至今无人可知。
为此，笔者在多年的探索中，走访了无数的侗族老
人，最终了解到“莂”这道美食的由来。

据老人们的叙述：在很久很久以前，侗族同胞
从刀耕火种时代步入驯养耕牛进行耕种的时代，
牛在成为侗族人民主要生产劳动工具的同时，也
成了他们的亲密伙伴。有一年春耕，有一户侗族
人家夜以继日耕种，导致自家的耕牛在田间劳作
至死。牛的主人万分痛苦，于是便请亲朋好友帮
忙把牛抬回家。

到牛的主人家时，天已完全黑下来。在主人家
的门口，大伙七手八脚忙碌着，把牛宰割整理出来，
并分别放到锅里炖煮。事后，大家分为几桌，大口
吃肉、喝酒。但主人一家却很是痛苦，困坐在火塘
边发呆，看着锅里翻滚着的牛肉。过了良久，男主
人对同桌的家人们说：“这头牛是为了我们家而劳
累死的，为了表示对它的怀念、尊重，以及敬畏，我
们要连它胃里的草一起吃。这样才对得起我们家
的牛。”说完便转身走到门外，捧了一捧牛屎放到滚

开的锅里，与牛肉一起煮食。片刻后，香味四溢，顿
时其他几桌的人顺着香味来到了主人家的桌旁问：

“你这牛肉怎么煮得这么香？”接着就在主人家的锅
里夹起一块牛肉吃了起来，“哇，比我们那桌的牛肉
好吃。”听到那人这么说，大伙都围了过来，询问主
人家为何主人家这锅牛肉这么香。主人便把之前
因心情难过，把牛胃里的草跟牛肉一起煮的想法说
了出来。听完，大家便争先恐后到户外捧起牛胃里
的草放进锅里，与牛肉一起煮。大伙围着大锅津津
乐道，一起大口吃肉、大口喝酒。

第二天，大伙酒醒后，仍然记得昨晚吃的牛肉
香味，但又想不起来放了什么调料。便到昨天吃的
锅里翻找，发现除了吃剩的几块牛肉外，就是一些
杂草和浑浊的牛肉汤。大伙你看我，我看你，好像
同时想到了什么，不约而同跑到门外一看，大家异
口同声地说：“哇，是‘莂’啊！”

“莂”这一美食就这样诞生了。侗族同胞认为
牛吃的是百草，是草就是药。故侗族同胞认为吃

“莂”就是吃百草药，所以“莂”也被称为“百草汤”。
从此，吃“莂”这一风俗，就在从江县的苗乡

侗寨盛行开来，还传到了周边的村寨和地区。如
今，从江“牛莂”已经成了黔东南州的一道民族传
统美食。

从江吃“莂”的由来
○ 梁全康

走进黄平县浪洞镇永康村，随着山路盘旋而上，云雾缭绕之
处，一扇用石头砌成的城门映入人们眼帘，城门上木质亭台悬挂
牌匾一幅，上书“云上有山”。

“云上有山”影视基地位于永康村的云雾山，目前，由著名作
家曾羽担任总编剧，陶明喜、袁小松联合编剧，著名青年导演陶明
喜执导，著名青年演员王超伟、莫小棋、鲜青洋、杨骏、李沛泽等主
演的红色题材院线电影《一生交给党》，正在国家 2A 级旅游景区
黄平“云上有山”影视基地取景热拍！吸引了来自贵阳、凯里等地
游客前来“打卡”。

据悉，电影《一生交给党》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湘鄂西
革命根据地和湘鄂西红军的创建者之一、贵州籍黄埔军校二期生周

逸群同志故事改编的一部红色题材电影。电影的取景地“云上有山”
影视村，是黄平籍返乡青年人才著名导演陶明喜为反哺家乡而创立
的一个项目。据了解，该项目通过“支部+公司+农户”的模式，建立
了集生态农业、影视拍摄、休闲避暑、亲子农耕教育为一体的影视人
才培训研学基地。该基地占地面积3755亩，建有“影视村”（五百年
前的村庄）、300亩黄金芽茶种植基地、1600亩大红花果油茶种植基
地……在云雾山下的开阔地带，永康村党支部还建成了占地300多
亩的35口鱼塘。2021年，黄平“云上有山”影视基地成功申报成为国
家2A级旅游景区。至此，曾经默默无闻的永康“三无村”在一座山上
唱起了三出“大戏”。在这里，仰可观云海的日出日落，俯可瞰青山绿
水的壮美景色。

黄平永康村黄平永康村黄平永康村：：：“““云上有山云上有山云上有山”””大戏迭出大戏迭出大戏迭出
○ 通讯员 潘江平 龚循娟 摄影报道

电影电影《《一生交给党一生交给党》》拍摄现场拍摄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