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四代說自己性格中帶㠥少數民族特有的果敢與豪
爽，喜歡突破常規，這與他傳奇式的人生經歷有關。
今年52歲的王四代，曾用自己釣的魚款待過路的馬
幫；躲在樹上，觀察成群的野象吸食含鹽的湖水；與
一雙戀愛中的老鼠遊戲，然後目睹其築窩、生育，到
幼鼠被蛇吞食的整個過程⋯⋯說起年輕時的趣聞軼
事，還猶如昨天剛發生一樣記憶清晰，他給記者講自
己隨緝毒大隊當臥底的事，講遭到譏笑後用火燒燬了
自己的草棚，並當作是對青春的祭奠，邊說邊笑道：

「這樣傳奇的經歷，足以拍成一部電影了！」

美食家晚年發福
熟悉王四代的人，對其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晚年發

福，說他的體重與年齡成正比例函數逐年遞增，對
此，他幽默地解釋說：「因為我是美食家。」

「熱愛生活的人，也是熱愛美食的人。」熱帶雨林
中稀奇古怪的植物培養了王四代精準而敏銳的味覺。
他說，在雨林中做公路測量員時，曾驚喜地在床下發
現一片又肥又大的雞樅菌，留根採下與火腿一起熬
煮，讓他美美地過上了幾天神仙一樣的生活。直到現
在，王四代還會時不時地露一露他的廚藝絕活。

帶三支槍做臥底
年輕時，為積累文學創作的素材，王四代也像其他

作家一樣熱衷於體驗生活，還選擇了很少有人問津的
臥底工作。1988年，王四代帶上三支槍，腰間兩側、
腋下各一支，開始了他在雲南邊境線上的緝毒臥底工
作。「當時住在美女寡婦開的光明旅店，隔三個小時
就會有人從門縫裡塞紙條，上面寫㠥『要不要白
粉』，甚至還寫『要不要殺人』！」

「一個老頭找我買犀牛角，才要價3萬，我不識
貨，就讓公安備下錢，埋伏在交易地點附近，結果貨
是假的，白忙活了一場。」 在做臥底的那段時間
裡，王四代多次喬裝成買家，把走私販們釣上了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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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一 生
充 滿 了

傳 奇 色 彩 ，
1955年出生於
雲南西雙版納
易武，做過公
路 局 測 量 工
人，1978年恢
復高考後，以
優異的成績，全縣首個考入雲南民族大學，2006年擔
任雲南民族大學副校長。踏入民族大學至今，晃眼已
30年，他說：「我守望了民族大學30年，也為民族藝
術堅守了30年。」

憂公路碾碎山河

作為5位彝族全國政協委員之一，王四代濃厚的「民
族情結」與養育他的熱帶雨林密切相關。西雙版納豐
饒的物產、純樸的民族風情，讓童年時的王四代，在
三年自然災害中遠離飢餓；神奇的熱帶動植物，豐富
的民族習俗，成了他日後文學創作的重要來源。獵野
味、捉河魚的他，是唱㠥民族歌曲，跳㠥民族舞蹈，
喝㠥自家釀製的米酒長大的。「而如今的熱帶雨林，
銷聲匿跡的野生動植物，受污染的山川河流，及逐漸
被吞噬的民族村寨，讓我有種山河被公路碾碎的感
覺。」王四代說，在外來文化的衝擊下，中國傳統文
化、民族文化面臨㠥前所未有的考驗。
有一件事讓王四代記憶猶新：一位日本學者訪問雲

南民族大學時問他﹕「中國人是怎麼過生日的？」這個
看似不起眼的問題，猶如當頭棒喝，強烈地震撼了他
的心。「中國孩子過生日，唱的是西方的生日歌，吃
的是西式的蛋糕，卻沒有自己獨特的生日習俗。」王
四代痛心地說。
1994年，王四代赴美國考察時驚奇發現，西方的藝

術教育雖然早已自成體系，卻融入了大量的外來藝術
元素，呈現出多元化的發展趨勢。而中國的藝術教育
過於西化，無論是藝術創作、藝術史還是藝術理論的
教育，都基本追隨西方的體系，毫無自身特點，他作
了一個比較形象的比喻：「中國的藝術花園裡盛開㠥
西式的鮮花！」

推行文藝本土化

本㠥多年來對教育的潛心研究，王四代認為，要想
拯救當今的中國民族文、藝，必須通過「教育代代相
傳」，也就是推行「本土化教育」。
早在5年半前，王四代便㠥手推進建構《雲南本土民

族藝術教育》，他開設民族藝術講座，並先後邀請文化
藝術方面的權威專家、本土民間文化藝術家進行文化
藝術講座。他還由此產生了創建民族藝術「基因庫」
的構想，打算用5年的時間，走遍雲南的村村寨寨，發
掘尚存的民族藝術元素，建立一個收攬各少數民族獨
特人文風情的資料庫。
2001年8月，王四代帶領民族大學99級舞蹈學專業的

學生，首戰大理、建水，尋找到大量白族舞蹈及當地
民間音樂素材。之後的5年，他率領一批又一批的大學
生，通過文字記錄、攝影、攝像、錄音、搜集當地文
獻等方法進行田野調查，涉足雲南20餘個州、市、
縣，整理收集包括大理南澗打歌，煙盒舞在內的白、
彝、傣、景頗、納西、哈尼族等數十個民族民間舞
蹈、音樂，民族工藝⋯⋯民族藝術「基因庫」的設想
初步實現。
此後，王四代迅速與雲南省民族博物館、雲南省博

物館、昆明市博物館、大理市博物館等聯繫，實現了
資料的交流共享，為雲南本土化藝術教材編寫提供資
料保障。

作為全國政協委員，王四代為國家獻計獻策的
同時，更為保護少數民族文化竭盡全力，自1998
年起，王四代先後當選為全國政協第九屆、第十
屆委員會委員，他每年都會以第一提案人身份，
向國家提出3到5篇質量高、操作性強的提案，至
今共80餘篇。其中大多數都與民族文化、藝術保
護有關。如《關於建議在雲南民族大學建立中國
—東盟自由貿易區人才培養基地》等提案，為雲
南民族大學贏得接牌成立省級中國—東盟自由貿
易區人才培養基地的機會。

積極田野調查
在田野調查期間，王四代敏銳地發現：少數

民族地區大量的民族傳統文化以及非物質文
化，如民族服飾、傳統工藝等正在悄然消失，

無數民俗古籍成為無人能讀的「天書」。王四代
在《保護和發展少數民族》的提案中指出：
「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保護、傳承工作形勢嚴
峻：民族特色文化資源正在發生變異，甚至消
失；相當部分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瀕於湮滅⋯⋯」
2007年，在滇、黔、川民族地區進行「少數

民族文化保護與發展」問題調查後，王四代寫
成專題報告一份，提案三篇，送交國務院。國
家教育部前部長陳至立對此高度重視，當即下
達指示，組織國家民委等部門召開專題會議，
研究「少數民族文化保護與發展」問題。
2008年，王四代依然繼續㠥他的田野調查，

《雲南省邊界地區民族、經濟、政治、文化建
設》、《民族旅遊文化開發中利益分配研究》等
重要提案，已摞在案頭。

從事藝術教育幾十年，王四代早已覺察到，
藝術類考試大綱裡對學生素描、油畫、鋼琴、
聲樂等能力的考核要求，十分不利於中國本土
化藝術教育，但延續了數十年的教育體制，怎
麼能輕易變更！可是王四代就有一股韌勁，甚
至是一股「瘋勁」。因為他的堅持，一個個陳規
得以打破。

編寫雲南「鄉土教材」

王四代的本土教育推行後，許多藝術類專
家，包括王四代本人，利用初步建立的民族藝
術「基因庫」，編寫成了適於雲南本土藝術教學
的教材，目前已完成專業核心教材2部，即將完
成核心教材和著作10餘部，為雲南本土藝術教
育奠定了堅實的教材基礎。
在教學實踐中，王四代突破「主流化」藝術

框架，首創「民間藝人、教師和學生三結合」
的教學模式。
2002年，雲南省舞蹈家協會的十多位資深專

家來民族大學檢查舞蹈教學情況時，對於學校

在實施「民間藝人示範教學」活動十分驚訝，
當場指責其教學違背「主流化」舞蹈藝術教育
大綱。王四代堅定地說，「我們堅持的是本土
化教學方向，不走傳統以西方藝術教育為核心
的主流道路。」
功夫不負有心人，2003年，教育部對「民間藝

人、教師和學生三結合」的教學模式給予了充分
肯定；北京舞蹈學院明文軍教授甚至認為，該教
育模式在藝術教育界具有領先性和示範性。
2006年，民族音樂專業正式在雲南民族大學

成立並掛牌招生，自此雲南民族本土藝術從原
來的美術學、舞蹈學擴大到音樂學。

破格錄取「小藝人」

為了讓中國的藝術花園中開出本土的藝術之
花，王四代每年都會破格錄取一到兩個藝術類
專業成績頂尖，但數、理、化等自然科學專業
成績卻不理想的少數民族學生，也就是「特招
生」。他指出，「這項工作很有壓力，需要打破
常規教育。」

自創三結合模式
對常規教育說不

救文化保古籍獻80提案

全國政協委員王四代有多重身份——雲南民族大學副

校長、民革雲南省委副主委、雲南省民間文藝家協會副

主席、西南民族學會常務理事，出版兩部專著，發表論

文30餘篇，2006年被雲南省授予「四個一批」人才獎

——「雲南文學藝術貢獻獎」，2008年，被授予第一

屆（亞太地區）民間藝術家最高獎—「金飛鷹獎」

終身成就榮譽稱號。

■本報駐雲南記者：黃珺珺、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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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四代，男，彝族，1955年5月出生於孟力腊縣易武鄉。雲南民

族大學藝術學院院長

★ 1982年：畢業於雲南民族學院中文系，獲文學學士學位

★ 1982年至1983年：怒江州支教

★ 1983年至1999年：雲南民族學院中文系任教

★ 1998年至今：當選為第九屆、十屆全國政協委員

★ 1999年至2006年：先後任雲南民族學院民族藝術系副主任、

主任和民族藝術學院院長

★ 2008年：現任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民革中央委員，民革

雲南省委副主委，雲南民族大學副校長、教授、碩士生導

師，雲南省民間文藝家協會副主席，中國社科院少數民族文

學研究所客座研究員，中國民歌研究會副會長，西南民族學

會常務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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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本土文化三十載
創民族藝術基因庫

他

■為建立民族
藝 術 「 基 因
庫」，王四代
奔波於雲南的
各民族村寨挖
掘素材。圖為
王四代在少數
民族村寨進行
田野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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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考上
民族大學
時的王四
代很瘦，
圖為他讀
大學一年
級時在昆
明西山龍
門所拍。

愛美食 嚐「榻下野味」
享生活 當「緝毒臥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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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民族學專業的教授，王四代對
少數民族文化有極高的造詣。圖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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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月24日，秦光榮連任雲南省長。他在滇省人代會上發表當選

感言時，闡述了他「四個多做一些」的治滇新思路：「爭取多做一些

有利於加快雲南發展的事，多做一些有利於老百姓生產生活條件改

善的事，多做一些有利於加強雲南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的事，多

做一些有利於雲南長遠發展的事」。圍繞以上思路，雲南將力推

「興邊富民工程」、「七彩雲南保護行動」、「建設創新型雲南

行動計劃」。 ■本報駐雲南記者：和向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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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帥 起點

二○○八年三月十一日（星期二）戊子年二月初四

二○○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 星期六 ) 丙戌年九月廿一二○○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 星期六 ) 丙戌年九月廿一

★生於1950年12月，湖南永州人，197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畢
業於中文專業，曾攻讀管理科學與工程專業並獲工學碩士
學位

★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從湖南省青聯主席調任湖南零陵行署
副專員，從此正式步入行政體系

★ 90年代：先後出任零陵地委書記、長沙市委書記等要職

★ 1999年：從湖南省委常委任上調任雲南，任雲南省委常委、
政法委書記，之後歷任雲南省委組織部長、常務副省長、省
委副書記、代省長等職務

★ 2007年1月：當選雲南省省長

★ 2008年初：獲連任雲南省省長

★中共十四大代表，十五屆、十六屆中央候補委員，十七屆中
央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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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光榮再次擔任省長後召開的第一次政府全
會上，行政負責人問責制、首問責任制、服

務承諾制、限時辦結制等各項制度，作為政府自身
建設的重要內容一一出現在《雲南省人民政府工作
規則》中，同時將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納入對行政
首長進行「問責」的依據之一，新增「省政府及各
部門要接受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的規定，並引人

注目地增加了有關「吸納諍言」的內容。

會晤NGO  開內地環保先河

這些「新政」出台後，迅速引起中央高層關注。
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高度讚賞：雲南明確將媒
體監督作為問責行政首長的依據之一，表明輿論監
督正在成為一些地方推動「善政」的工具。善於將
輿論監督作為一種改進工作的手段，反映了堅定的
黨性，更體現了政治智慧，是新形勢下檢驗執政能
力的一個標桿。新華網也發表評論表示雲南此舉
「值得歡迎」，顯示了雲南政府的「開明和自信」。

2月20日，秦光榮在麗江主持召開「雲南省政府滇
西北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座談會」，與世界自然基金
會、大自然保護協會等多家國內外民間環保組織、
專家學者和基層環保代表座談，聽取NGO非政府組
織和各界的意見和建議。

科技創新 推500億行動計劃

世界自然基金會昆明項目辦主任吳於松表示，
「省政府層面就環保問題正式與非政府組織公開座
談，聽取意見和建議，就我所知在中國還是第一
次。充分體現了雲南省對環保和滇西北生物多樣性

保護的高度重視」。
「建設創新型雲南是面向未來的重大戰略」，但目

前雲南科技資源在全社會尚未實現優化配置，企業
創新主體地位不突出，全省科技投入總量不足、結
構不合理。秦光榮為此親自擔任雲南省科技教育領
導小組組長，部署雲南的創新發展。
在鼠年節後召開的滇省第一次科教領導小組會議

上，秦光榮提出，「要舉全省之力建設創新型雲
南」，今後5年全省財政對科技的投入每年不低於5億
元，今後5年通過資本市場融資、企業自籌、金融貸
款等多渠道籌措500億元用於「創新型雲南行動計
劃」，使全省科技進步水平和區域創新能力達到全國
中等水平，進入西部前列，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
貢獻率達到60%以上。
「創新型雲南行動計劃」突出了科技創新平台建

設。雲南省下一步將加快推進雲南科技創新園和重
點實驗室、工程實驗室、工程技術研究中心、企業
技術中心建設，組建雲南省應用技術開發研究院，
並且要整合雲南的生物多樣性科技資源優勢，重點
支持中國科學院和雲南省政府共建的「中國西南野
生生物種質資源庫」、「西南生物多樣性重點實驗室」
等重大科學工程。

雲南以其優美的自然環境著稱
於世，在發展中如何保護環境成
為滇省政府重要課題。早在兩年
前，秦光榮在北京出席了一次美
國大自然保護協會的會議，20多
位專家在會上發言，其中10多個
都談到了滇西北生物多樣性。當
時秦光榮就想，一旦機會、條件
成熟，雲南一定要出台措施為人
類保住這片寶地。
去年2月1日，秦光榮首次當選

省長後的第一天，就主持啟動了
事關雲南未來發展的「七彩雲南
保護行動計劃」。2007年9月，
《雲南省人民政府關於進一步加強
節能減排工作的若干意見》出
台，秦光榮在全省節能減排工作會議上強調，節
能減排是「剛性指標」，是「鐵的紀律」。
2008年2月20日，雲南省人民政府滇西北生物多

樣性保護工作會議召開。秦光榮再次明確指出：
滇西北是雲南最具發展潛力的增長極，是中國獨
具特色的生物寶庫，也是全世界人民流連嚮往的
綠色家園。保護好滇西北的生物多樣性，既是各
級政府、各個部門和每一個人的責任和義務，也
是雲南省對全國和全世界的莊嚴承諾，希望大家
「為雲南、為中國、為人類社會的進步和發展，保
留下一個珍貴的綠色寶庫。」

後起之秀 舞動泛珠

除了環保，在雲南開放的大格局中，鄰近的東
南亞和潛力巨大的南亞以及日趨活躍的泛珠合作

亦是秦光榮關注的重中之重。去年4月，他率百人
代表團赴中南半島5國開展了「友好、合作、發展
之旅」；去年6月，他赴長沙參加第四屆泛珠三角
區域合作與發展系列活動，與香港特首曾蔭權共
話滇港合作；去年10月，他在昆明聽取了學者建
議的第三座亞歐大陸橋的建設規劃；今年1月，他
在昆明會見印度首任駐廣州總領事班浩然一行，
建議在互利合作中形成新的合作機制，並通過合
作機制推動雙方的貿易合作及人員往來。
雲南從開放的末端變為前沿。秦光榮看好雲南

的區位優勢，並希望將區位優勢變為經濟合作優
勢。他在長沙泛珠論壇上說，通過有效利用國際
和國內兩種資源、兩個市場，雲南必將成為中國
東中部產業轉移的承接省，成為中國內地走向東
南亞、南亞的橋樑與合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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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省長

秦氏感言

新春時節，秦光榮應邀參加雲南省人民政府新
聞辦公室在昆明西山紫園主辦的新聞界迎春座談
會。百忙中抽身而來的他與新聞界朋友把酒言
歡，共話發展。飯畢，他把自己作詞的音樂CD
《雲南美》贈送給大家。

《雲南美》共收錄3首歌，其中主打歌《雲南美》
由著名歌唱家宋祖英演唱，從優美的旋律、迷人
的意境中流淌出的除了美不勝收的雲南風情、令
人心醉的耳朵「大餐」外，還有秦光榮主政雲南
的理想與抱負，「雲南的美是和諧的美」，「雲南
的美是永遠的美」。秦光榮介紹，另兩首是《永遠
的香格里拉》、《七彩雲南》。

■「回憶多年擔任領導幹部的經歷，我體會到，職
務就是責任，領導就是服務，當官就要奉獻。在
今後的工作中，我將始終把4,500萬父老鄉親的
切身利益放在首位，刻在心上，堅持一心一意為
民，一絲不苟幹事，一清二白做官，少說多做不
浮躁，埋頭苦幹不張揚，艱苦奮鬥不攀比，勤政
廉政，勵精圖治，不辱使命，真正以發展造福於
民，以實績取信於民，以真情回報於民。」

■「回憶多年擔任領導幹部的經歷，我體會到，權
力是一把雙刃劍，權力越大就越要敬畏，權力越
大就越要慎用，權力越大就越要接受監督。我真
誠地希望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新聞媒體和全省
人民加強對我的監督，在大家的關心、支持和幫
助下，力爭政府工作一步一個腳印，一年一個台
階，一屆一個發展。」

瀟湘才子填詞
唱響大美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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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滇港深化全面合作
4月再下香江
日前召開的雲南省招商引資工作會議透露，今年4月

中旬，秦光榮將率代表團訪港，開展「雲南．香港深
化全面合作系列活動」。消息人士稱，秦光榮與特首曾
蔭權去年就在第四屆泛珠合作論壇及經貿洽談會上達
成了開展這次活動的高度共識，有望進一步鞏固和加
強雲南省與香港在投資、貿易、旅遊和文化等領域的
交流和合作，提高滇、港兩地在CEPA和泛珠機制下的
合作成效。
截至2007年底，香港已經成為雲南的第二大貿易夥

伴，香港在雲南投資已達10.23億美元，設立了1,221家
企業，涉及製造、服務、旅遊、生物製藥、生物資源
開發、能源、交通、房地產、城市基礎設施等眾多領
域。2007年，香港在雲南新設立企業61個，實際投資
額達2.06億美元。在其拉動下，雲南去年引進到位外資
達5.03億美元，同比增長48%，吸引外資首次突破5億
美元大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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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改善的事。圖為秦光榮探訪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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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的紀律」環保
呵護綠色寶庫

■秦光榮在「七彩雲南保護行動」儀式上簽名。

■秦光榮與曾蔭權07年6月10日在長沙會面，相約
今年香港再見。

■秦光榮出席全國兩會期間，在一枚人代會首日封上
為滇港深化合作題詞：「彩雲之南，東方之珠。攜手
共進，合作共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