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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假日生活

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
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
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
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
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
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
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亘

初夏时节，笔者来到永善县马楠苗族彝族乡一睹云上草原风光，探访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情况。
恰逢花山节，马楠乡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气氛。寨门两侧，身着传统服饰的苗族群众吹着芦笙、手

捧羊角酒，以隆重的民族礼仪迎接游客。来自广东的游客王小茜表示，当地的美酒和欢快的芦笙舞让她感
受到了浓郁的民族风情。

在万亩草场上，百人芦笙舞表演令人印象深刻。舞者们身着绣有传统图案的服饰，手持芦笙翩翩起
舞。据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杨光辉介绍，芦笙舞的起源与苗族迁徙史密切相关，并在表演
中创新融入叠罗汉等传统动作，展现了苗族文化在传承中的创新与发展。

马楠云上草原的自然风光同样引人入胜。站在高坎子观景台，可以欣赏到壮观的云海和一望无际
的草原。当地通过“文化赋能农业、农业促进旅游、旅游强化文化”的发展模式，有效推动乡村经济提质
升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马楠乡的另一张亮丽名片。在蜡染刺绣传习所，蓝白相间的传统蜡染作品独具魅
力。据传习所负责人介绍，苗族蜡染工艺复杂，其图案纹样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目前，马楠乡正积极
探索“非遗+旅游”融合发展路径，培养了一批手工艺人，特色产品畅销国内外市场。

此次走访让笔者深刻感受到，马楠乡通过文旅融合发展，既保护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探索出
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相信未来，这片云端之上的秘境必将持续焕发独特而蓬勃的文化生机。

采访手记

花山节，又称“踩花山”“耍花山”“踩花场”“赶花场”，于每年农历
五月初五举行，承载着祈福纳祥、共襄团圆的美好寓意，是苗族同胞
最盛大的传统节日，也是一场全民参与、共享欢乐的文化盛宴。活动
期间，马楠云上大草原热闹非凡，处处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气氛。

走进马楠村寨，悠扬的笙歌萦绕耳畔。身着盛装的苗族同胞手
捧羊角杯，以传统的“三道酒”礼仪迎接宾客：“迎客酒”开启相逢的
喜悦，“敬客酒”传递热忱的情谊，“送客酒”饱含美好的祝愿。初次
来到永善参加花山节的广东游客王小茜，深深呼吸着山野间纯净的
空气，那份远离都市喧嚣的独特氛围，让她倍感新奇与放松。香醇
的美酒、欢快的芦笙舞瞬间将她带入这场热烈欢腾的庆典之中。

在万亩草原的中央，一场气势恢宏的百人芦笙舞震撼上演。舞
者们身着绣有几何图案的苗族盛装，手持芦笙翩然起舞。笙不离

嘴，曲不断调，舞蹈动作或柔美婉约，或灵动飘逸。舞者们时而围成
同心圆，时而交错变换队形，将原生态芦笙舞的韵味演绎得淋漓尽
致。据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杨光辉介绍，芦笙舞的起
源与苗族迁徙史密切相关，舞步中藏着播种、收割、狩猎等生产生活
场景。表演中，舞者们创新加入叠罗汉、栽桩等动作，赢得现场观众
的阵阵掌声与喝彩声，游客纷纷驻足欣赏、拍照留念。

除了规模宏大的芦笙舞，篝火晚会、音乐沙龙、低空滑翔伞体
验、文化旅游摄影展、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图片展，以及斗牛、斗
羊、射弩、穿衣、穿针、绩麻等活动轮番举行，全面展示马楠独特的民
族风情。在这里，舌尖品味的是永善的佳肴，镜头定格的是精彩的
瞬间。八方来客在此打卡，共赴一场“我和草原有个约定”和“有一
种叫云南的生活”的民族文化浪漫之旅。

马楠乡位于永善县东南部，海拔 2700米，拥有 21万亩天然草
场。这里风光旖旎，四季皆景，宛如云贵高原上一颗遗世独立的璀
璨明珠。春日，漫山遍野的野花肆意绽放，编织成一片五彩斑斓的
花海；夏日，浩瀚的云海在山间翻涌，如梦似幻，仿若仙境；秋日，金
黄的草浪在微风中起伏，诉说着丰收的喜悦；冬日，皑皑白雪覆盖草
原，银装素裹，宁静而壮美。

近年来，马楠乡坚持以绿水青山为形、民族文化为魂、生态农
业为基，创新实践“强规划、树品牌、调结构、抓文明”工作模式，积
极培育休闲农业、生态旅游、民俗文化等业态，大力推进农牧、体
育、文化、旅游等产业融合发展，不断拓展产业发展空间，推动乡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成功探索出“以文赋农、以农促旅、以旅强文”
的可持续发展路径。2023 年，依托云海奇观和草场风光，以及芦
笙舞、蜡染和刺绣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云上马楠”景区被评定为
国家 3A级旅游景区。

马楠云上草原休闲避暑生态文化景区以“云上大草原”的壮美
风光为基底，融合马楠“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云南省苗族芦笙

舞之乡”“云南省苗族刺绣蜡染之乡”等荣誉称号，精心构建集避暑
休闲、山野度假、运动康体、特色餐饮与文化体验于一体的多元旅游
生态。长达16公里的观光路线贯穿其间，高坎子观景台、云上天梯
观云台等 10处打卡点错落分布，为游客提供沉浸式观景与驻留体
验。一名从外地自驾而来的游客站在观景台上感慨地说：“这里的
云海仿若流动的画卷，草原一望无际，我的心灵仿佛都被这美景净
化了。”

在马楠乡，游客不仅能沉醉于自然风光，还能体验独特的民俗
风情。住进传统苗家木屋，感受质朴的生活气息；参与蜡染、刺绣、
芦笙制作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体验活动，亲手触摸苗族文化的温
度；漫步在美食集市，羊肉汤、炸洋芋、苦荞粑粑等特色小吃香气四
溢，令人垂涎欲滴。

自 2023年以来，马楠乡通过举办花山节、火把节等节庆活动，
接待游客 30余万人次，带动地方经济收入 2000余万元。马楠乡以

“以节促旅、以旅兴农”的模式，带动周边村民销售手工艺品、农特产
品，让村民在家门口就业，日子越过越红火。

马楠苗族芦笙舞源远流长，其历史可追溯至古代鼓舞士气的“阿
作”舞，舞姿刚劲有力，节奏明快，极具感染力。过去，芦笙舞主要在
传统节日、祭祀等重要场合表演；如今，在传承人的坚守与创新推动
下，芦笙舞逐渐走上更大的舞台，成为马楠的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
2018年，杨光辉被列入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名录。
他潜心创编的百人芦笙舞阵势恢宏，多次登上国家级、省级、市级舞
台，让更多观众领略到苗族芦笙舞的独特魅力。如今，越来越多的年
轻人被芦笙舞吸引，主动投身到学习与传承的队伍中。杨光辉高兴
地说：“芦笙舞是我们苗族的文化根脉，看到它被更多人喜爱，我感到
无比骄傲。”

在马楠乡蜡染刺绣传习所，蓝白相间的蜡染作品琳琅满目，散发
出独特的艺术魅力。马楠乡苗族蜡染始于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
随着苗族同胞从贵州威宁等地迁入马楠而传承发展起来。其制作工
艺复杂，需经过织布、点蜡、靛染、煮漂、漂洗等多个步骤，每一个环节
都凝聚着苗族人民的智慧与心血。蜡染图案丰富多样，以山形、道

路、水波纹、鱼尾纹为主，以生活中所见的动物、植物为辅，这些图案
蕴含着苗族人民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据传习所负
责人介绍，为了让古老的蜡染技艺在新时代焕发生机，马楠乡积极探
索“非遗+旅游”模式，培养了3000余名手工艺人，产品不仅在国内畅
销，还远销海外。“看着蜡刀在布上画出图案，再经过染色，一件独一
无二的作品就诞生了，这种非遗体验比单纯购买纪念品更有意义。”
一名游客在传习所体验了蜡染制作工艺后兴奋地说道。

为了更好地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马楠乡设立非遗传习所1个，
培育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2人、市级4人、县级4人，并
成立蜡染协会推动技艺传承。截至目前，传习所累计举办芦笙舞、蜡
染及刺绣培训8期，惠及群众3000余人次。未来，马楠乡计划与高校
联合开设非遗专业课程，为非遗传承培育更多专业人才。

今年的马楠花山节虽已落下帷幕，但马楠的文旅故事仍在续写，
非遗传承的步履依旧铿锵，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正以独特的文化底
蕴和自然风光吸引着八方游客前来探寻、体验。

非遗瑰宝：芦笙舞与蜡染的千年传承

云上草原：四季皆景的文旅新地标

花山节：云端上的民族狂欢盛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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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楠：云端秘境的文化盛典与自然之约

马楠苗族彝族乡位于云贵高原，其地名演变蕴

含着历史与自然的交融。据记载，清光绪二年（1876年），袁英
亮在此开设马店，因用木桩拦马而得名“马栏”；后因当地盛产楠
木、杉木等林木，1962年经雅化更名为“马楠”。

初夏时节，马楠山万亩草原绿意盎然，浩瀚云海蔚为壮观。
在这片云雾缭绕的草原上，一年一度的花山节如约而至。节日
期间，当地群众身着传统民族服饰，于寨门两侧列队迎宾。他们
吹奏芦笙、敬献羊角酒，以苗族传统礼仪迎接八方来客。

来自各地的游客齐聚云上草原，共同参与这场民族盛会，体
验独特的民俗风情，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厚内涵。花山节
不仅展示了当地丰富的民族文化，更为游客提供了深入了解苗
族传统的机会。

图①：云上草原，浪漫马楠。
图②：百人芦笙舞。
图③：苗家“三道酒”迎宾式。
图④：蓝白匠心。
图⑤：火把节现场。

（本版文字由通讯员冯忠群提供，图片由通讯员陈洪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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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端秘境藏非遗 文旅融合绘新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