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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昭通·人文
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

走进镇雄县苗族
刺绣传承人杨永芝的
家，就见客厅一角摆放
着她的专用绣桌。身
着苗族服饰的杨大姐
正在穿珠子，绣桌上摆
着已经绣好大半的帽
子，那些精美的图案纹
饰，让人忍不住拿起来
细细欣赏，帽檐上的装
饰 物 件 随 之“ 叮 叮 当
当”直响。她一边跟我
们聊天，一边忙着穿针
引线。她说：“苗族刺
绣特别费时费力，一件
普通服饰的制作，用时
多则三五月，最短的不

下十天半月。”她家的衣柜里，一件件色彩
明艳、韵味十足的作品就是在她“慢工出
细活”的自甘寂寞和对传统文化的执着追
求中精雕细琢出来的。

苗族刺绣十分美丽，挑花、梭花和游
纱三种工艺绣法是镇雄县苗族原汁原味
的特殊技艺。苗绣作品中的古老花纹和
图案设计，全存在于老艺人的大脑里，她
们几乎不用打草稿就能画出绣制花样，凭
着一针一线，把心里的作品在布料上呈现
出来，整个绣作过程几乎在心手之间一气
呵成。这些造型奇特、针脚扎实、想象丰
富、图案活灵活现、色彩搭配和谐生动、风
格古朴的绣品，精美细致、典雅高贵。

沟通、交流、融合，这是民族团结进
步的重要途径。近年来，随着民族团结
进步示范创建工作的开展，镇雄县在加
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同时，不断加
大各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宣传，多形式
搭建各民族非遗文化沟通学习交流和销
售的平台，让大众更进一步认识苗绣、接
受苗绣、爱上苗绣。

心灵手巧的杨永芝，特别善于学习、
融会贯通和创新。在大古里镇雄非遗苗
绣展示区，陈放着杨永芝融合多种文化元

素改良的绣品：镶上蕾丝荷叶边的围裙、
独特的苗绣马甲、简约雅致的桌布……少
数民族和汉族元素巧妙结合，浑然一体。
改良创新后的绣品走进了更多人的视线，
赢得了大众的青睐，也带来了更多的订
单，增收和传承两不误。

杨永芝兴致勃勃地说：“在党委、政府
和各级各部门的关心支持下，越来越多的
消费者对我的绣品爱不释手，背娃娃的背
背、实用性和装饰性巧妙结合的头饰、各种
颜色款式的衣服，买的人都特别多。今年
上半年，已经卖出去几十件百褶裙、马甲和
围裙。传承‘苗绣’和‘蜡染’，我也越来越
有信心了。”杨永芝说着，指了指正在沙发
上像模像样绣桌布的外孙女说：“我的几个
孙子正在跟我学苗绣，她们也很喜欢学。”

少数民族优秀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瑰
宝。民族团结需要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
与、长期坚持才能够实现，也需要在各族
群众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
年 6 月 11 日，镇雄县在龙腾广场举办以

“连接现代生活，绽放迷人光彩”为主题的
“第十七个文化遗产日”宣传展演活动，现
场展示了苗族刺绣、蜡染、石雕、木艺、泥
塑陶艺、蜂灸等非遗项目，少数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在这里相遇、互通有无，各族群
众在这场文化盛宴中，零距离感受“非遗”
文化的无穷魅力，进一步弘扬了“中华民
族一家亲”的精神。

截至目前，镇雄经国务院和各级人民
政府公布的非遗项目 59 项，传承人 136
人，镇雄苗族刺绣正在评审第五批省级非
遗项目。

“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
香”。在文化遗产日活动上，镇雄县文化
和旅游局负责人对来往游客说：“镇雄具
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开展文化遗产日活
动，就是在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过
程中，进一步推进全县各族群众形成文化
上兼容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
互亲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镇雄县文旅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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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八节一过，年味就越来越浓了，汉
族传统大年的重头戏——“汉族龙舞”也
即将上演。

龙灯，是汉族的民间传统舞蹈。镇雄
龙灯历史悠久，是镇雄汉族舞蹈中的精
华，具有保护和挖掘价值，在镇雄县乌峰、
大湾、泼机、母享、罗坎、牛场等乡（镇）流
行。龙灯原叫“龙舞”或“舞龙”，这表明它
具有舞蹈性质。一般来说，每到农历正月
初一至十五都要耍龙灯，最热闹的是正
月十五。正月十五是元宵节，又称灯节，
因此龙舞又叫龙灯。此种舞蹈多在广
场、街道、庭院表演，在浩浩荡荡的龙灯
队伍里，前边有牌子灯、鱼灯、虾灯、蟹
灯、乌龟灯等，接踵而来的自然是庞然大
物的龙灯了。

据《镇雄州志》记载：“自初八至十六
日，城中烧灯张乐，人家植竿于门，悬挂天
灯，市肆箫鼓喤目舌，爆竹喧震，杂戏呈
耀，衢路汉夷相率走观，欢声动地。乡里
多演龙灯，逐处跳舞……”说明在清代乾
隆年间，镇雄已盛行龙灯了。

镇雄的龙灯分为以下几种——

火龙，一般多在春节期间演出，用竹
扎龙头、龙尾、龙身，用绵纸敷上再绘制图
案，然后披上画有彩色图案的布制龙皮，
中间是用铁夹夹上裹有硫黄及桐油的捻
子，点燃即成火龙，多数在夜间玩耍。耍
火龙时除鞭炮、焰火外，还要有铁水花等。

彩龙，制法与火龙相同，只是龙灯的
形体较小，而且龙节内不点捻子，舞龙时
一般在春节期间的白天，多用黄烟、鞭炮。

水龙，有的又称草龙，龙头、龙身和龙
尾用竹扎成空圈后再捆上松毛，过去耍水
龙多在干旱的四、五、六月，耍时每家均用
水来泼，祈求神龙降雨，给大地带来丰收。

板凳龙，是用彩布将一长条木凳扎龙
头、龙尾，以三人一条，由五人、七人、九人
同舞。

无论火龙、彩龙、水龙、板凳龙，一般
均有两个龙宝，即一个红宝，一个蓝宝，龙
灯的节数不等，均为单数，分一、五、七、
九、十一、十三节。目前，镇雄主要是耍火
龙，其次才是彩龙。

农历正月初一出龙灯，象征一年四季
吉祥如意，地点要选在当地称为龙井或有

水井的地方，由舞龙人抬着龙灯围龙井绕
一圈，并用龙头在龙井点一下，然后才在
锣、鼓的打击声中浩浩荡荡来到街上或院
坝，在单位门前或个体户门面前龙头点三
下，祝万事如意，兴旺发达。

耍龙灯需要体魄强健，高难度的技巧
和相互配合默契。舞动着的龙的动态及
韵律与蛇在地上爬的动作基本相似。龙
灯的舞蹈动作很多，有金龙探海、二龙抢
宝、游海戏水、黄龙蜕皮等。在做“金龙探
海”时，锣鼓不停地敲打，宝珠灯在前面转
动着，龙在后面呈倾斜状，沿圆场追逐；

“二龙抢宝”时，则两条龙围绕一个飞旋的
宝珠灯舞蹈，宝珠灯在两条龙的中间上下
左右不断飞舞，二龙在两侧紧紧尾随宝珠
灯舞动追逐戏耍。

镇雄的龙灯，做工别致精巧，舞者上
身裸露，动作娴熟大方，当焰火、铁水花、
鞭炮抛洒而来时，迎面而去，显示出钢筋
铁骨的气概。镇雄龙灯的观赏性和艺术
价值，也是大家公认的。1982年，在昭通
地区民间广场文艺调演中，镇雄龙灯荣
获一等奖。

镇 雄 龙 舞
成忠义

提起舞狮，大家最先想到的可能是电
影《黄飞鸿——狮王争霸》中那出神入化
的舞狮动作。而在永善县，精彩万分的非
遗文化“高台舞狮”绝对让你惊险刺激、大
饱眼福。任意选择一处平坦之地，用十余
张普通的四方木桌叠成高台，最顶上的一
张翻转四脚朝天，表演者在导引者的引导
下，踩着锣鼓节奏，从地面第一张桌子开
始，一边舞狮一边朝上攀爬，再到最上面
一张桌子的四只脚上凌空起舞、倒立示
意，引得观众拍手叫好。2022年6月，永善
高台舞狮入选云南省第五批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历史悠久的高台舞狮

狮子为百兽之尊，形象雄伟俊武、威
严勇猛。古人将它当作勇敢和力量的象
征，认为它是驱邪避害的瑞物，可保佑人
畜平安。之后，舞狮逐渐成为元宵节及一
些重大活动助兴的习俗，以祈生活吉祥如
意，事事平安。这一活动在民间长盛不
衰，代代相传。

据相关史料记载，狮舞习俗起源于三
国时期，南北朝后逐渐盛行，古有“辟邪狮
子引导其前”的记载。元、明、清各代，舞
狮活动更加广泛。在我国，舞狮分为南狮
和北狮，北狮最初在长江以北较为流行，
其造型、结构、色彩、装饰和表演以模仿狮
子为主，河北徐水号为“北狮之宗”；而南
狮则流行在华南地区，广东南海是南狮最
早最正宗的发源地，南狮由北狮脱胎而
来，南狮头上扎有一只角，威猛粗犷，鼓乐
激昂，令人警醒，故南狮又被称为醒狮。

永善高台舞狮属于南狮系列，是融舞
蹈、武术、杂技为一体的民间传统表演文
化，如今已有 200多年的历史。相传起源
于一少林武师，后辗转相传到了广东省一
张姓舞狮家族，因逃避灾难，以舞狮技艺
卖艺跑江湖，于清朝中期来到永善县，后
定居黄华镇黑铁村，在当地繁衍生息，并
在滇川黔三省卖艺纳徒，传授舞狮技艺，

在当地及周边群众中颇有影响。

把传统技艺发扬光大

提起永善高台舞狮，就无法绕开黄华
“张狮子”。作为当地民俗文化的一张“金
名片”，“张狮子”在永善可谓家喻户晓。
无论是城区还是乡村，每逢城乡集会、庆
典、贺喜等重要活动，“张狮子”的高台舞
狮表演必是“压轴戏”。在表演过程中，伴
随着明快的锣鼓声，只见四人伴奏（分别
持大锣、小锣、钹和鼓），两人穿着彩衣彩
裤，一人头戴脸具、执蚊帚扮演“笑面和

尚”，一人戴猴脸面具扮小脸（猴子），一人
领队兼武术表演。在“笑面和尚”的指挥
下，小脸机灵敏捷地做着各种模仿猴的动
作，狮子不停地摆动尾巴，做各种精彩的
表演套路。表演时不但动作惊险、难度
大，那古朴滑稽、趣味浓郁的表演风格，更
是深受百姓喜爱，引起围观群众阵阵掌
声、喝彩声和欢呼声。

家住黄华镇黑铁村的张忠文，今年 59
岁，从小跟着父辈学习舞狮技艺，练就了
一副好身手，至今已传承十余代。现在他
带领的舞狮表演队就是永善县远近闻名
的“张狮子”。张忠文介绍：高台舞狮在整

个表演过程中由起式、哑剧、高台、平台、
武术等组成，主要有高、险、奇三大的特
点。高是指十层方木桌叠加，加上站立的
两人，高度有十多米，是目前云南的高台
舞狮最高；险是在十多米的高度，两个人
站立没有任何保护措施，踏上桌腿时，身
体倾斜，桌子塔会发生摇晃，非常危险；奇
是高台表演，桌子摇晃而不倒，二人衔接
配合摆出各种惊险动作，令人称奇。

民间舞狮队吃上“文化饭”

“喂，陈队长吗？我们的夜宵店后天

开业，请你带领舞狮队前来捧场助兴。”
2022 年 11 月 26 日，刚外出演出结束回家
的黄华镇鲁溪舞狮队队长陈元顺又接到
客户打来的电话。他高兴地说：“今年入
冬以来，开业庆典逐渐增多，我们舞狮队
忙得不亦乐乎，不光在县内表演，也有县
外通过微信提前预约，想不到以前耍狮子
是自得其乐，现在却成了赚钱的好活计，
这‘文化饭’真是越吃越香！”

永善县文化底蕴深厚，各类民间文化
人才云集。近年来，当地党委、政府和文
旅部门高度重视非遗保护和传承，大力推
进优秀非遗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积极支持鼓励广大文艺爱好者和民间
艺人自发组建舞龙舞狮队，采取群众喜闻
乐见的形式，应邀开展各种演出，大力发
展文化经济。在此基础上，广泛开展“舞
狮进校园”活动，组织非遗传承人面对面、
手把手进行授课，通过向学生们讲解黄华
舞狮文化的基本知识，并现场进行示范和
表演，让他们在认识非遗、学习非遗中体
验传统文化带来的乐趣，加深对本土文化
的了解和热爱。

与此同时，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
帮扶模式，选派民间文艺骨干外出学习培
训，进一步拓宽视野，提高业务水平。举
办狮王争霸赛，让来自全县的10余支队伍
同场竞技，并邀请广东佛山专业舞狮队到
永善县“传经送宝”，与当地舞狮队相互学
习交流，共同提升技艺。永兴街道居民杨
大姐深有感触地说：“如今生活好了，碰上
小孩出生、儿女结婚、老人生日等喜事，邀
请舞狮队来助兴，比请亲朋好友和乡亲们
大吃大喝强多了！”

“随着乡村振兴接续推进，群众生活
越来越好，生活品位越来越高，文化需求
也越来越旺盛，这为民间文艺团体发展、
民间文艺人才作用发挥提供了广阔的空
间，目前活跃在永善县的有10余支民间舞
狮队，他们经常应邀参加各种活动，人均
年收入达 10万余元。”永善县文化馆馆长
何涛说。

黄 华 高 台 舞 狮
黄 桦 文/图

一晃三个多月我没去瀑布公园了，今
天便来了个说走就走的徒步旅游。中午
两点，出了小区，行至路上，手偶插入裤
兜，才发现没有带够卫生纸，心中暗暗叫
苦。因自幼肠胃不好，说不定何时就会提
出对出口驿站的需求。本欲回家去取，又
想此去瀑布公园沿途多有驿站，且应该不
会缺纸，便未折返，依旧徒步前行。

令我大失所望的是，每入驿站，所有纸
盒与纸筒里均空空如也，并无片纸。在瀑
布公园里的几座旅游出口驿站内，同样
如此。幸得今日肠胃争气，才使本人在旅
游途中保住了体面，免去了缺纸的尴尬。

我以为，且相信普通人都会认为，昆
明的建筑、街道、公园、商场等各类城市公
共设施非常不错，而且卫生条件也肯定很
好，公共厕所也不例外，更何况本省新晋
升的全国文明卫生城市。

然而，今日一游才发现，与省城相比，绥
江新城的出口驿站实在是好得太多太多了。

俗话说，没有比较，就没有感慨！
绥江县城迁建后，在A、B、C三个主

城区内相继修建了一些出口驿站。虽然
每座驿站的建筑风格及内部装饰格调各
有不同，但整洁、干净是所有驿站的共同
特点。每座驿站内洗手池、墙面镜、干手

器、卫生纸、洗手液等配置齐全。除了在
每个驿站的出入口处有装手纸用卷筒和
抽纸盒外，在所有的蹲位里还都配有纸
盒，而且几乎不会缺纸。

几年前，当我第一次步入位于“逗号
码头”的出口驿站时不禁为之惊叹。当
时，我的第一感觉是我走错了地方。

进入驿站，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挂在墙
上的大屏幕液晶电视，电视里不停地循环
播放介绍“竹海新城、山水绥江”的风光
片，风光片的配乐优美、悦耳。在壁挂式电
视左右两侧的墙面上，还挂着许多大幅的绥
江风光照片。驿站内墙面洁白，大尺寸瓷砖
铺就的地面干燥、光洁、明亮，宽敞的通道里
还摆放着几排干净的座椅，可供游人休息。

进入大厅，一盘盘熏香红星点点，香气
缭绕，背景乐悦耳动听，音量适中。

办完业务，出了大厅，可供多人同时
使用的洗手池一字排开，池面及感应水
龙头非常的洁净，墙面干净明亮，洗手液
摆放整齐，干手器、擦手纸、灭火器等应
有尽有。

出了驿站回头再看，驿站虽然地处逗
号码头的主风景区，但并不因其存在而影
响逗号码头的景观。驿站建筑与周边的
花草、树木搭配协调。

当时我想，此驿站太过于奢华，站内
无偿提供手纸、洗手液，恐与当地的文明
程度相差甚远。我断定此驿站的卫生条
件和保障条件会难以持久，手纸、洗手液
等定会不翼而飞。

然而，几年过去了，逗号码头的出口
驿站依然洁净如初，各种辅助配置不减反
增。还配置了残疾人专用卫生间、家庭
卫生间，而且《应急制度》《管理制度》《消
毒制度》等挂于墙上的醒目位置。几年
后再次进入此驿站，令我更惊诧的是，现
代技术的运用已让此驿站升级成了“智
慧公厕”。

如今，在绥江新城内相继增建了十余
座旅游出口驿站。这些出口驿站虽不如逗
号码头的豪华，但同样整洁、干净和飘香。

在国内，我曾到过不少大中城市，也
进过不少高星级公厕，但却很少见到过如
此干净、整洁、配置齐全的出口驿站。

我认为，绥江新城的出口驿站，其设
施配置、卫生程度、耗材保障、日常管理，
以及通过其表现出来的用厕文明已远远
超越了今天的省城。

我赞叹着绥江新城的出口驿站，同时
也希望当地政府能在绥江新城内建设更
多的新型出口驿站。

绥江新城的出口驿站
凌育进

难度极高的高台舞狮表演。

苗家女正在精心刺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