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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族 原 生 态 锦 绣 黔 东 南

近日，锦屏县隆里古城迎来了又一批非遗研学
游客来自广东深圳旅行团的数十名游客，在隆里古
城探寻花脸龙的历史，触摸其根源、感知其内涵。

在隆里古城的龙标书院教学现场，隆里花脸龙
代表性传承人陶柄钧为游客们详细讲述“花脸龙”
的来龙去脉，手把手教他们勾勒出舞龙者“生、旦、
净、末、丑”等脸谱形象，让游客在研学实践中亲身
体验非遗技艺，感受传统文化韵味。

陶柄钧说：“非遗研学活动，能让更多的人喜欢
隆里花脸龙，这对于我们的非遗文化传承和发展有
很大的意义。”

隆里古城是一座有着 600 多年历史的古军事
屯堡。古城的居民是明代调北征南时屯军的后
裔，保留和传承着古朴的传统文化，以民间为载体

的玩“花脸龙”、唱汉戏、迎故事最具代表性。其
中，一年一度的“花脸龙”闹元宵最受人们青睐。

“花脸龙”顾名思义，就是用颜色在所有舞龙着脸
上画出五彩脸谱，生、旦、净、末、丑一应尽全，粗犷
的笔触和鲜明的色彩直接地表达了演绎者的情
感，一条舞动的“花脸龙”就如同一出流动的戏
剧。2007 年，“花脸龙”入选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名录。

深圳小朋友崔晨光是跟着妈妈一起来隆里古
城参加非遗研学体验活动。在这里，他第一次看到
了古香古色的古城和古建筑，也学到了画脸，非常
开心，为此他还在自己脸上画了一条“花脸龙”。

在舞龙体验现场，家长和孩子们轮番上阵，穿、
腾、跃、翻、滚、戏……在欢快的形式中，不仅锻炼了

身体，还让他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为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提供助力。

近年来，锦屏县隆里古城景区依托旅游资源
优势，面向省内外旅游团推出民间非遗工艺研学
旅行线路，通过现场教学、操作体验花脸龙等方
式，让学生“零距离”体验传统的非遗技艺，感受非
遗文化。

“隆里古城的非遗研学已经连续开展了几年，
主要研学项目有‘花脸龙’、射箭、古城通关、编草龙
等。今年非遗研学开展了 7 期，总共有 500 多人，游
客主要是来自于广州、深圳、江苏等旅游团。接下
来隆里古城研学项目将继续开展，让更多的游学爱
好者来到隆里古城观光、旅游。”隆里古城景区市场
营销部经理杨胜江介绍道。

锦屏县隆里：

非遗研学热古城 游客舞动花脸龙
○ 通讯员 杨晓海 杨仁生 摄影报道

10 月 19 日，农历九月十七日，黎平县九潮镇大榕村新寨
的瑶族同胞们无论是在沿海务工，还是在周边城市经商，不
管远近都回到村里，共度他们自己的节庆——盘王恩久节。

在这个一年一度最隆重的节日里，瑶家人除了跳瑶族
芦笙舞庆丰收、祭盘王祈福之外，还表演瑶族非物质文化
遗产瑶族武术、唱瑶族山歌，展示传统工艺等。黎平会议
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也表演了《长征颂》诗歌朗诵节目，赋予
节庆红色元素。节庆的高潮，是瑶家人用他们自己的语言
深情地吟唱《唱支山歌给党听》。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歌者
和听者都热泪盈眶。

节庆活动中场休息时，《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歌的瑶语
版歌词作者邓世忠说，他们过的虽然是“盘王恩久节”，但深
知只有共产党，才能给瑶家人带来长长久久的恩泽。站在
一旁的网格员卜玉文补充道：不仅瑶家人，苗族、侗族以及
其他各个民族，所有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都享受着党的
恩泽。

对于党的恩泽，原村民组长代必华如数家珍。他说，党
和政府对瑶寨一直关怀备至，就说前几年的脱贫攻坚吧，

“两不愁三保障”，兴产业、美环境，如今的乡村振兴，更涉及
到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几个方面，实际上涵盖了瑶
寨的方方面面、家家户户，让瑶寨得到了全方位的发展。

代必华还说，今天这个节日就出自党的关怀，当初县委
派出的扶贫工作队经过广泛调研并征求意见，把分属不同
家族、缺少文化含量、相隔 20 余天且内容重复的“平安节”和

“破肚节”合并成今天的盘王恩久节，把瑶寨各个家族拧在
一起，丰富文化内涵，还节省开支，一举多得，深受村民拥
护，便把它过成了比传统还要传统的节日。

瑶族芦笙舞非遗传承人代必兰是个热心人，她乐观
大 方 、热 情 善 良 ，与 当 年 的 扶 贫 干 部 、各 阶 段 的 驻 村 干
部、现在的乡村振兴驻村干部都打成一片，积极支持、参
与每一项工作。她说：“县里派来的干部，自筹资金建寨
门、立文化石、整治环境，帮助瑶寨制定村规民约、创新
产业，寻找社会资源资助困难儿童等，党的恩情三天三
夜说不完。”

除了本寨村民，周围的苗寨、侗寨、汉族村寨也派出代
表参与了这个节庆，上演了一台“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大
戏。所有活动结束，瑶家人摆上菜肴，斟上美酒，家人、亲朋
好友围席而坐，颂党恩、庆丰收、话桑麻、叙感情，怀过往，望
未来……尽管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但人们都相信，只要有
党，有政府，民族团结、民族进步的筵席就永远不会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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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3 日，从江县往洞镇的九洞
斗牛塘，恰似一片激情与欢乐交织的海
洋。一场盛大的传统斗牛比赛在此精
彩上演，吸引了无数目光，奏响了一曲
民族团结与文旅融合的动人旋律,点燃
了乡村旅游热。

九洞斗牛塘原是平楼斗牛塘，位于
往洞镇往洞村平楼寨。北面、往洞至榕
江 公 路 上 坎 处 重 新 修 建 了 这 座 斗 牛
塘。此地三面环山，看台由水泥浇筑而
成，可容纳数万观众。立于坡上，居高
临下，整个场地一览无余。

晨曦初露，九洞斗牛塘便热闹非
凡。村寨里、公路上、稻田中、斗牛塘
内，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卖牛肉的、加
工牛瘪的、售卖汤锅的、兜售糯米饭的、
推销糖果的、炒制粉面的…… 炒菜声、
吆喝声、饮酒的吼声、牛的叫声、汽车的
鸣笛声，交织在一起，热闹非凡。

年轻小伙敲锣打鼓，吹奏芦笙，侗
族姑娘身着盛装，扛着彩旗，护送斗牛
奔赴“战场”。那庄重且满怀期待的神
情，仿佛在为勇士送行。几位身着民族
服装的年轻小伙牵着披红挂彩的斗牛，
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向赛场，眼中闪烁着
自信与骄傲。

上午 9 时，比赛正式拉开帷幕，两
头斗牛宛如勇猛的战士，瞬间冲向对
方。在“激战”中，它们展现出惊人的力
量与勇气。牛角相互碰撞，发出沉闷而
有力的声响，每一次冲击都令人胆战心
惊。追逐打斗之际，尘土飞扬，场面惊
心动魄。观众们的欢呼声、加油声此起
彼伏，仿佛要冲破云霄。

在激烈的角逐中，有的斗牛凭借顽
强的斗志和出色的技巧获胜，在人们的
簇拥下载誉而归。而那些虽败犹荣的
斗牛，同样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与敬意。
当获胜的斗牛出现在人们眼前时，现场
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鞭炮声和欢呼
声，人们为它们的胜利欢呼喝彩，喜悦
的氛围感染着每一个人。

赛场上，有时两头斗牛陷入难解难
分的僵局，套牛脚高手迅速而熟练地用
绳索捆好牛脚，拉牛队用力将它们分
开，以确保比赛的安全与公平。这一过

程，展现出的不仅是对斗牛的关爱，更
是对传统规则的尊重与传承。

从高空俯瞰，九洞斗牛塘被人群围
得水泄不通。众人全神贯注地观看斗
牛，场面蔚为壮观。无论是本地村民，还
是远方游客，都被这独特的文化魅力所
吸引，沉浸在紧张刺激的比赛氛围之中。

斗牛，作为在从江传承长达两千多
年的民俗民间文娱竞技活动，俗称为

“牛打架”。它承载着苗侗民族深沉的
情感与丰富的文化内涵。这不仅仅是
一场力量与技巧的激烈较量，更是民族
交往、交流与交融的重要舞台。每年秋
收结束至来年春耕前，以往每逢亥日举
办的斗牛比赛，考虑到不影响孩子们读
书，近年来调整为在周末举行。如今，
斗牛已成为当地各民族欢聚一堂的盛
大盛会。

在此过程中，不同民族的人们共同
分享喜悦，交流情感，增进了彼此之间
的了解与信任。它打破了民族之间的
隔阂，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让各
民族在共同的爱好和传统中找到共鸣，
形成一种无形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近年来，从江县紧紧围绕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充分挖掘
斗牛活动的潜力，推动文旅深度融合。
通过举办斗牛比赛，吸引大量游客前来
观赏，带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游客
们在感受激烈比赛的同时，也深入了解
了苗侗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促
进了民族文化的传播与传承。

此外，斗牛活动还为当地经济发展
注入了新的活力。周边的餐饮、住宿、手
工艺品等相关产业蓬勃发展，为当地居
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增收渠道。

在促进民族团结与社会和谐方面，
斗牛活动发挥了积极作用。它让各民
族在共同参与中，增强了对彼此的认同
和尊重，共同构建起一个和谐共处、团
结互助的社会环境。

从江县的斗牛文化，不仅是一种娱
乐活动，更是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一
种团结力量的体现。它见证了历史的
变迁，承载着民族的记忆，在新时代焕
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从江县：

传统斗牛点燃乡村旅游热
○ 通讯员 吴德军

游客体验舞龙乐趣

学生学习舞“花脸龙” 从江传统斗牛现场

“花脸龙”脸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