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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族 原 生 态 锦 绣 黔 东 南

用镜头镌刻乡土记忆用镜头镌刻乡土记忆用镜头镌刻乡土记忆 以影像赋能文旅新篇以影像赋能文旅新篇以影像赋能文旅新篇
—— 全省摄影家协会主席赴我州开展文艺助推文旅产业发展采风侧记

○ 黔东南州融媒体中心记者 姚宁 摄影报道

6 月 15 日清晨，由贵州省摄影家协会和 vivo 品
牌影像联合组织的全省摄影家协会主席采风团赴
黔东南州凯里下司、麻江金竹街道仙坝村开展文艺
助推文旅产业发展采风创作。
光影定格六百年商埠传奇：下司古镇的时光切片

清晨，“大咖”们组成的采风团，在晨曦中叩开了
黔东南的光影之门。首站抵达的下司古镇，以一场
别开生面的“旺旺迎宾”仪式拉开序幕——被誉为

“世界名犬”的下司犬列队相迎，雪白的皮毛在晨光
中泛着光泽，摄影家们的镜头瞬间被“汪星人模特”
点燃，快门声与欢笑声在古镇巷道间此起彼伏。

这座始建于元代的千年商埠，曾因清水江航运
成为“小上海”“清水江上的明珠”。青石板街蜿蜒
如带，两侧建筑融合了江南雕梁、徽派马头墙、闽南
翘角与苗侗干栏式结构，禹王宫的飞檐与福建会馆
的砖雕在光影中诉说着昔日商贾云集的盛景。当采
风团沿清水江风雨桥前行，古码头的石阶仍保留着
商船往来的磨痕，阳明书院的晨读声仿佛穿透时空，
与摄影家们聚焦的镜头形成奇妙的古今对话。

“你看这码头的光影，江水倒影正好勾勒出古建
筑的轮廓。”省摄协秘书长王曙才半蹲在石板路上调
整vivo摄影手机机位，他的镜头里，百年的古桥与清
水江上渔舟构成了一幅流动的水墨画。据导游介
绍，这里不仅是茶马古道的重要驿站，更是“中国龙
舟冠军之乡”，每年端午的龙舟竞渡曾让清水江两岸
万人空巷。如今，摄影家们用长焦镜头捕捉屋檐下
悬挂的蓝白扎染，用广角镜头收纳整条石板街的纵
深，试图在方寸之间还原古镇“活着的历史”。

畲寨秘境的文化解码：仙坝村的靓丽风景
10 时 30 分，采风团驱车驶向麻江县金竹街道

的仙坝村。这个藏在黔东南深山中的畲族聚居地，
以“无寨门”的开放姿态迎接远方来客——路边石
壁上“仙鹅”二字，道尽了村寨的传说：相传古时有
仙鹅在此栖息，故原名“养鹅寨”，后因历史变迁演
变称“仙鹅”。

尚未进村，几十位身着靛蓝色畲族服饰的村民已
等候在古树群旁。他们自发清扫了巷道，连千年银杏
树下的石凳都擦拭得一尘不染。“得知摄影家们要来，
大家提前三天就开始准备了。”寨老捧着牛角，为每
位客人敬上了苦丁茶，这是进入仙坝的第一道礼仪。
更令人动容的是天梯上的十二道拦门茶——二十四
位畲族妇女沿石阶而立，用山歌唱响欢迎曲，茶碗碰
撞声与木叶琴声在山谷间回荡。

“这不是表演，是生活本身。”省摄协主席彭波

蹲在古银杏树下，连续按动快门记录村民祭拜树神
的场景。只见老人们将红绸系在树枝上，口中念着
祈福咒语，孩童们在树根的缝隙里好奇地张望。据
史料记载，仙坝村的养鹅土司是贵州唯一的畲族土
司，历经二十四代，古城遗址仍清晰可辨。如今，
村民们在遗址旁种上了蓝莓，古老与新生在镜头里
形成鲜明对比。

在中寨古树群下，省级非遗畲族武术传承人赵
祥书携弟子上演了一场刚柔并济的武术展演。不
同于常见的拳术，畲族武术融合了农耕劳作的动
作，锄头、扁担都可化为兵器，招式间透着山野间
的力量美学。而女子粑槽舞则将采风推向高潮：十
位畲族姑娘手持木杵，在长形粑槽上敲击出节奏，
木杵起落间，靛蓝裙摆如蓝蝶翻飞，汗水在阳光下
折射出晶莹的光。
影像之外的文旅启示：当镜头遇见真实的乡土
“没有策划、没有导演，只有一碗碗热茶和一颗

颗真心。”彭波在采风中说道。在他看来，仙坝村
最打动人心的，正是这种未经修饰的本真——村民
们用自种的粮食待客，用最朴素的方言讲述土司故
事，甚至在粑槽舞中因记错动作而相视一笑的瞬
间，都被摄影家们视为最珍贵的“决定性瞬间”。

这种真实感，恰是当下文旅发展最稀缺的元
素。在下司古镇，摄影家们发现，比起刻意打造的

“网红打卡点”，游客更愿驻足在老人编织竹器的
摊位前；在仙坝村，拦门酒的茶香比任何商业演出
都更能留住人心。“我们的镜头不仅要记录风景，
更要捕捉文化的灵魂。”青年摄影师黎梓霁将镜头
对准了畲族老人布满皱纹的手，那双手曾织出精美
的彩带，如今正教孙辈辨认古银杏的年轮。

当午后的山歌声响起，采风团不得不踏上归
程。车窗外，畲族村民仍在村口挥手，他们的身影
逐渐融入青山。而摄影家们的摄影设备里，已存储
下几千张照片：下司犬的憨态、古码头的青苔、畲
族武术的凌厉、粑槽舞的欢腾……这些影像即将转
化为文旅推广的视觉语言，在社交媒体、摄影展和
文旅手册中讲述黔东南的故事。

这场采风的意义，或许正如彭波所说：“摄影不
是简单的记录，而是用光影搭建桥梁——让城市看
见乡土的厚度，让乡土听见世界的回声。”当镜头真
正贴近土地，当影像不再追求浮华的摆拍，文旅发展
便有了最坚实的文化根基。在下司古镇的青石板
上，在仙坝村的古银杏下，贵州摄影家用镜头书写
的，正是一部关于文化自信与乡村振兴的鲜活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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