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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表演，
             我们还能做什么？

郎德的表演化生存

蘭德是來自法國的建築師與漢學家，王

紅光是貴州省文化廳副廳長、省文物局局

長。他們交流的時間是 7 月 22 日，時值

正午，地點是郎德苗寨。太陽正毒，蘆笙

場上，盛裝的婦女、孩子和老人且歌且舞、

大汗淋漓。

此前，他們在貴陽開了一天的研討會，

主題就是鄉村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坐

而論道之後，黔東南成為考察必選線路，

郎德苗寨是第一個點。

客人一到，鞭炮響起，從寨腳路邊到寨

門前，12 道攔門酒。寨門旁，十多個老人

並列在田坎上，頭纏黑巾，身穿黑長袍，

抱着長長的蘆笙，沖天奏響。

寨內的道路都由鵝卵石鋪成。褐色的木

房錯落排列，多是三層木樓，許多屋腳挨

着地面的木板已覆滿青苔。走到寨子中的

蘆笙場，鼓聲震響，盛裝的婦女載歌載舞，

各種表演依次登場。

蘭德瞭解到，為迎接遊客，郎德排練了

一整套的儀式和節目。同樣的場景，同樣

的節目，已在這個寨子重複上演了二十多

年。而表演自己的生活，則成為當地苗胞

的主要工作。具體辦法是，苗胞參與表演，

可獲一定工分，根據工分多少，兌現為現

金收入。其社區主導、全民參與、以工分

製作為管理和分配機制 , 被稱為郎德模式

或巴拉河模式，一時被廣泛效仿，得到了

高度的評價。

但另一方面，郎德也遇到了困惑 : 從旅

遊規模和收入看 , 郎德已遠遠落後於後起

的西江。而從文化保護的角度，也有不少

質疑：過度的商業化和刻板表演，損害了

人們自然本色的生活，民族文化已不夠原

生態，吸引力漸漸減弱，等等。

郎德上寨是全國最早進行旅遊開發的民

族村寨之一。政府的主要保護辦法是 , 寨

內的房屋、道路和其他景觀，都按照規定

建造和維護，「修舊如舊」，讓它們停留

在過去的年代。但又不反對村民修建現代

化的小洋樓，只不過，另外規劃了一處地

方，以求新、舊分開，互不影響。

控拜—難見銀匠的「銀匠村」

西江到控拜，10 多公里路，車走了近

一個小時。路正在修，很不好走，因修路，

兩邊的植被破壞厲害，感覺很刺眼。

控拜出銀匠。蘭德瞭解到，控拜銀飾

文化距今已有 600 多年，據說控拜銀匠佔

了全國銀匠的一大半。因此，有關方面提

出「銀匠村」的概念，以建設家庭銀飾博

物館為基本單元，作為特色吸引客人。從

2008 年起，控拜村被列為貴州省第一個村

落文化景觀保護示範村。現在，控拜成立

了一個銀匠協會，協會會員六十多個，幾

乎每家每戶都有一個苗族銀飾博物館，並

註冊有商標，網站、網店也開設起來。

但是在控拜，很多木屋上都有粉筆寫

的「外出戶」幾字，主人舉家長期外出，

考察團只見到一兩個應該是事先約好的銀

匠。在村裡能夠見到的，大多是一些老人

和小孩。控拜銀匠協會會長龍太陽說，成

立協會之初，吸引回來的一批年輕人，有

二十幾個，但是多數又都離開了。「讓他

們在家等客上門，目前還不現實。」

據瞭解，傳統的控拜銀匠都是「行商」，

走街串戶上門打制銀飾，至今仍然如此，

更多的去到各城市、旅遊景點擺攤設點。

加之，手工銀飾正面臨機器加工的衝擊，

前景不甚明朗。龍太陽介紹，現在控拜銀

匠的年齡層次多是在三四十歲，二十幾歲

的青年幾乎沒有耐心學，也沒有能夠打造

精緻銀飾的。由此，手工銀飾正面臨斷層

之虞。

中法學者地捫論道

「中法鄉村文化遺產學術研討會」吸引

了來自法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我國國

內幾所大學的的專家、學者、藝術家和官

員近 60人參會，其中，法國學者 20多人。

此行最後一站，是黎平縣的地捫侗寨。24

日 , 中法學者在此分享心得，深入交流。

記者瞭解到，「鄉村文化遺產保護」這

個課題，最早是法國人提出的，這似乎不

難理解。法國過去是個農業大國，二戰後，

法國用五十年的時間，完成了工業化城鎮

化，大片的鄉村消失了，留下很多遺憾。

這被最具「浪漫情懷」的法國人，視為教訓，

念念不忘。也因此積累了很多鄉村文化遺

產保護的經驗。對遍佈貴州各地的 1800

多個民族古村寨，法國人似乎格外珍惜、

格外懂得這些古老鄉村的價值，希望分享

他們保護和發展的經驗。

作為東道主，王紅光主張，保護我們自

己的文化，「要用他者的眼光來看待，就

像照鏡子一樣。」他表示，將更多地組織

文化遺產保護部門向法國同行學習。

就鄉村文化遺產保護與社區發展，以村

寨為節點，與會中法學者展開了熱烈的討

論。

不少學者表示，村民是一個村寨得以成

為村寨的核心 , 鄉村文化是一個村寨得以

成為村寨的靈魂 , 鄉村文化遺產的保護需

要尊重和發揮村民的「當然主人」作用。

很多學者都提到，鄉村文化旅遊是一把「雙

刃劍」，文化保護傳承與村民生活致富間

要尋求平衡。法國文化與交流部領土行動

部負責人安東尼—勞倫 • 弗吉耶爾說，可

以讓現代藝術家走進村寨，幫助百姓變成

自己村寨裡的藝術家，讓文化「活起來」，

讓古老重現價值。這樣，既保留傳承了鄉

村文化的本真性，又創造出了新的價值。

音樂教授建議，音樂傳承要與旅遊發展分

開，不能讓音樂為了表演而存在。有學者

特別提醒，個人主義氾濫時代，保護鄉村

文化遺產，村民的團結合作精神尤其重要。

據悉，本次會議之後，中法將續簽合作

協議，讓兩國學者專家的探討繼續下去。

■郎德苗寨表演現場，具有貴州鄉村文化傳承方式的「符號」意義。

還有沒有更好的方式、保護的目標與社區發展能否找到更多共同點？
中法學者近日走讀貴州，求解鄉村文化遺產保護和傳承之道——

迤那「造血」观察
「石漠化、風沙大，烈日懸空雨難下；

七分種、三分收，包谷洋芋度春秋。」

這幾句民謠描述的迤那，據信正在成為

歷史。這個曾被文件稱為「貴州扶貧攻

堅最難啃的一塊『硬骨頭』」的地方，

去年農民人均純收入上升到 5795 元，是

2010 年的 2.4 倍還多。

問題是，迤那可以學習嗎？答案是肯

定的。而其關鍵詞，當屬「造血」二字。

香港文匯報記者 虎靜 迤那報道

　　

為什麼是迤那？

「既不是最窮也不是最富」，或許是

迤那被選擇的主要理由。 作為親歷者，

威寧縣委常委、宣傳部長李茂給出了他

的看法。

李茂介紹，迤那地處高寒，生態環境

脆弱、種植結構單一，人口眾多，全鎮

14 個鄉鎮有 13 個屬於貧困村。同時，

迤那地處威寧西北部，算得上威寧西部

片區 11 個鄉鎮的交通樞紐。「既不是最

窮也不是最富，迤那最能代表威寧的貧

困面貌」，李茂說，「迤那變化，就可

以帶動周邊」。

李茂回憶，2009 年 8 月，威寧收到省

委辦公廳下發的一份文件，要求威寧縣

選擇一個最能代表威寧貧困面貌的鄉鎮，

作為新任省委書記的幫扶聯繫點。「經

過多次論證後，我們最終將迤那推薦給

了省委辦公廳」。

「集團幫扶」120多部門「輸血」

陳傑如今是迤那的中藥材種植大戶。

陳傑種植的品種，主要是金鐵鎖和黨參。

需要提及的是，他每種三畝，就有一畝

是省扶貧辦補貼的。

就是以這樣的方式，幾年下來，僅省

扶貧辦，就拿出了 350 萬元。據不完全

統計，省裡 120 多個部門，這幾年拿出

的錢，大約有 6.3 億元。這些錢，最終

變成了直接或間接與產業發展有關的306

個項目。

「造血」是變化的主因

陳傑過去在鄉場上開一家小診所，收

入也還過得去。2010 年 4 月，在反覆權

衡之後，陳傑放棄了經營多年的診所，

約了同村 5 位村民，籌資 30 餘萬，註冊

成立了利民生態中藥材種植專業合作社，

開始在村裡承包荒山荒坡種植黨參、金

鐵鎖等中藥材。

陳傑的「自我轉型」得到了上級的肯定。

肯定的方式是給予項目資金補貼，每種

三畝，就能得到一畝的補貼。

稍顯極端的幫扶典型是湖南中煙。在

「兩煙」「雙控」的情況下，湖南中煙

一下子就給了迤那鎮3萬畝的種植指標，

而這就意味着錢。

水塘村種煙大戶張廣佳，原來只種 10

畝左右烤煙，今年，他通過承包土地，

將面積一下擴大到 162 畝。合心村芙蓉

王烤煙基地，今年就新增了種植面積

10800 畝。

與湖南中煙相似，省裡各部門對迤那

的幫扶，都不是直接給錢，而是以幫助

發展產業為主。

「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陳傑發起

成立的中藥材種植專業合作社，目前入

社會員已突破 1000 戶，中藥材種植面積

已達 7000 多畝。社員人均收入，從 2010

年的 2836 元增加到去年的 6133 元。僅

此一項，就將迤那全鎮的農民人均收入，

整整拉升了 500 元。

「他們自己的生活，卻要這樣重複表演給別人看，讓人有些心酸」。
說話的是蘭德女士，交流的對象是王紅光。兩人相識多年，算是老朋友。聽到這樣的感歎，王紅光

似乎並不意外，笑而未答。
不經意的對話，觸及的卻是鄉村文化遺產保護和社區發展的關鍵話題。還有沒有更好的保護和傳承

的方式，保護的目標與社區發展能否找到更多共同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 前方 實習記者 蒙幫花 黔東南村寨 貴陽報道

■利民中藥材種植合作社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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