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32 文匯副刊文化視野 ■責任編輯：張夢薇 ■版面設計：謝錦輝 2014年2月26日（星期三）

「梅山」非「山」也，指的便是今天的洞
庭湖以南、南嶺山脈以北，湘、沅二水之間
成西南—東北走向的資水流域—雪峰山區，
一塊近五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宋代之前，梅
山以苗族、瑤族和其他土著居民為主，因處
極惡之地，這裡的山民過着原始農耕、漁獵
的生活，形成了帶有濃厚巫術色彩的原始、
封閉的土著文化。由於生存空間的封閉和族
群的獨立，900多年來，深厚悠遠的土著文
化和歷代移民帶來的外地文化不斷整和、交
融，形成了豐富多彩而獨具特色的梅山文
化。
湖南省民間文藝家協會梅山文化研究委員
會主任委員李新吾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
者採訪時表示，梅山文化以遠古漁獵文化為
基石，在古老巫術外衣的包裹下，有着自己
獨特的民間文化與民俗特色，打上了鮮明的
地域烙印。它的內涵豐富，不僅表現在宗教
信仰上，還滲透在梅山人生產生活的點點滴
滴中。

成功申報非遺
隨着時代發展，神秘的梅山文化也不可避

免地被現代文明一點點侵蝕。新化縣委書記
胡忠威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為了保
護古老的梅山文化，新化縣專門成立了非物
質文化遺產保護小組，對梅山文化進行搶救
保護。目前新化縣有武協、縣武術館、鄉鎮
武術協分會共16個，民間武術館院校達24
所。而新化山歌更是在2006年列入湖南省
非物質文化遺產首批名錄中，並於2008
年，成功申報為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項
目。
據李新吾透露，目前已有30個小組深入

到新化各個鄉鎮、山區對現存的梅山文化進
行摸底調查，12月底將會有一個初步的結
果，湖南省民協梅研會將根據調查結果對梅
山文化進行一次全面、深入、系統的梳理和
研究，並制定相應的搶救措施和方案。

梅山武術 夠蠻夠狠
走進新化縣水車鎮一個大院，映入眼簾的

便是這五橫四縱的練武方陣，方陣中基本上
都是七、八歲的男孩女孩，別瞧他們人小，
但練武的氣勢卻十足，打出的拳頭也堅硬有
力。

據當地人說，在新化，上至八旬老人，下
至五歲孩童都會點梅山武術。在這裡還廣為
流傳着一句話：「王爺山的打，思地溪的
耍，夏屋場的棍，牛壩溏的叉」，說的就是
梅山武術中奇特的套路和兵器。
據了解，古梅山人生活在「人民少而禽獸
眾」的深山老林，而且長期處於封閉狀態，
歷代統治者都想征服他們，使他們歸於「王
化」。為了生存和發展，練武就成為了山民
們的第一要務。在長期與野獸和外來勢力的
搏鬥中，尚武，就成為了梅山人的傳統，並
深融於血液成為梅山人的標誌性特徵。
時至今日，新化當地習武之風依舊盛行，

至少有近半人練過梅山武術，武館如雨後春
筍湧現。隨着新化武師在各種全國性、世界
性散打、搏擊或者舉重比賽中屢獲佳績，名
氣越來越響，無數的外省甚至海外人士慕名
來學武。
「鏘鏘鏗」、「鏘」，這相擊的「兵器」
並不陌生，就是農家常見的鈀，73歲的羅老
耍起來還揮灑自如。這獨特的「兵器」引起
了記者濃厚的興趣，梅山武術第19代掌門

人，68歲的晏西征向記者
解釋道，梅山武術中，鐵
耙、鐵尺、齊眉棍，甚至
條凳、方桌、長煙筒等日
常狩獵和勞作的工具都是
稱手的兵器。
「與獸拚，不是獸死就
是人亡，與敵拚，不是敵
死就是我亡。」因此梅山
武術還有一個鮮明的特點
就是「蠻」、「狠」。晏
西征說：「要練成梅山武
術，必須蠻練基本功，練
出一身鋼筋鐵骨，和人交
手，則是夠狠夠硬，所以
梅山武師特別能拚命。」

山歌活化石 唱進中南海
「郎在高山打鳥玩，姐在河邊洗韭菜。哥

哥嘰，你要韭菜拿幾把，你要攀花夜裡
來……」一曲《郎在高山打鳥玩》盡現梅山
山歌的神韻，正在演唱的這位就是現今被譽
為「梅山歌后」的陳福雲。
細心研唱梅山山歌20餘載的陳福雲雖已

年過4旬，但其聲音仍清亮通透。陳福雲介
紹，梅山山歌之所以產生，是因為當時的梅
山人沒有自己的文字，峒民們表達思想、傳
遞信息、反映生活、記事傳書，甚至宗教教
義都是用歌謠來表現和傳承的。在記事傳經

方面，有峒事歌、族歌、節氣
歌、樵歌、秧歌等，這些歌或
直傳史事，或細唱傳文，或詳
述經歷，或明教事理。小孩自
懂事起就由父母或兄姐教唱，
代代相傳。所以峒民們在生
產、生活中是事事必歌，處處
有歌，人人會歌，唱歌就像吃
飯一樣是生活必需。
陳福雲告訴記者，1957年，

她的老師、著名山歌手伍喜珍
進京參加全國民間藝術匯演，
她演唱的新化山歌《神仙下凡
實難猜》，榮獲一等獎。她把
新化山歌唱進了中南海懷仁

堂，毛主席聽完山歌，握着她的手高興地
說：泥巴裡長出的歌，蠻脆蠻甜呢。
梅山山歌聽起來卻不同於別處山歌的悠揚

空靈，而是有種別致的野性韻味包含其中。
陳福雲解釋道：「這裡的山歌是『前句唱來
後句拖，好比高山推石磨。酸鹹苦甜麻濫
辣，花糖鹵進土菜鍋』，講究的是唱功上的
寸勁兒，它的特點概括起來就七個字，那就
是『野』、『蠻』、『鬥』、『辣』、
『癡』、『淳』、『真』。」
梅山山民有一種「霸蠻」的性格特徵，他

們將這種性格特徵融入到了山歌的歌詞、唱
腔中，梅山山歌聽起來更粗狂、原始和野
性，自成一派。

今年「新閱會」的首場主題講座「一年之計在於
春」日前於新鴻基地產中心正式開堂。是次講座以四
位城中成功人士，包括新地主席兼董事總經理郭炳
聯、著名導演張堅庭、中原地產創辦人施永青和親子
專家鄧藹霖的對談為主。四位精英在講座中都放下了
自己的職業身份，從作為人父人母如何培養自家孩子
閱讀興趣的角度出發分享各自心得。新地主席兼董事
總經理郭炳聯強調每年都要為孩子設定一個閱讀目
標，他說：「鼓勵青少年兒童閱讀，父母的支持和指
導尤為重要。新年伊始，父母應與孩子一同訂立清晰
的目標，這樣才能更好地實踐愉快閱讀的理念。
而親子專家鄧藹霖和中原地產創辦人施永青則就如何引
導孩子愉快閱讀，自主學習展開了一場生動有趣的辯論。
作為母親的鄧藹霖提出要給予不同的孩子細膩而有區別的
引導。因為不同年齡層次、不同性別的孩子有興趣的讀物
必然不同，所以作為家長首先應細緻觀察總結孩子喜好，
再對他們循循善誘。她說：「以我自己的兒子為例，他愛
讀《福爾摩斯》，所以便給他買了英文原版的《福爾摩
斯》，還送了他一頂福爾摩斯的帽子。兒子說戴着讀書更
入戲，更能享受當中的樂趣。
和鄧藹霖相比，施永青採取的則是「放養式」的教育原

則。他認為孩子最好能在大自然、社會及書本三個維度去
獲取知識，而且是自主地去獲取知識，而非被動接受。施
永青更鼓勵自己兩個孩子讀書之餘也要獨立思考。
四月復活節期間，「新閱會」將舉辦兩日一夜的閱讀及

寫作營，邀請資深作者、學者，以及傳媒人，主持小組討
論、工作坊和講座等，讓對寫作和閱讀有興趣的年輕人，
更深入了解文字與創作。該會亦會再度舉辦「濃情．家
書」新地閱讀寫作比賽，鼓勵港人閱讀好書，同時與家人
分享閱讀感受。

■文：趙僖 圖片由主辦方提供

中新社電 參加2014兩岸筆會的兩岸四地名家
20日在海南保亭對話，他們「憶往昔」，認為兩
岸文化交流需要不斷實踐。
80歲高齡的著名作家王蒙稱自己「屬於全天
候、抗干擾寫作工人」。筆耕60載的他說，兩岸
從很早開始就互相介紹作品。白先勇的小說《永
遠的尹雪艷》在1979年6月《當代》雜誌創刊號
刊發。「大陸也向台灣輸出了很多文學作品，我
也給過季季老師稿子。」
「兩岸的藝術家來往非常多，不受限制，不帶

任何色彩。」王蒙說，「我在家也接待過許多朋
友，像郭楓、瓊瑤、平鑫濤。在大陸見到了白先
勇、余光中。台灣的旅美藝術家李安的電影，在
大陸火得不得了」。台灣著名作家季季認為「兩
岸交流需要不斷的實踐」。「台灣的《中國時
報》有個重要的文學獎叫時報文學獎，1988年，
我在時報文學獎的徵文辦法裡把大陸作者納入進
去。」
「所以在1988年，就來了非常多的大陸作者的

作品。1988年小說和新詩的首獎、小說的推進獎
三個大獎都被大陸作者拿走了，這是開創性的一
件事情。」季季說。

因為工作的關係，季季常常到內地出差、約
稿。「我也會介紹台灣的作家到大陸來發表、出
版。」季季說，從文化交流這件事來說，從1987
年一直到現在，我一直都在實踐這件事情。
「華文創作，不管台灣作家或是其他省份的作

家，以他們所生活的背景、人物來創作。以前由
於隔閡的狀態，我們不了解各省份的人過甚麼樣
的日子，他們心底在想甚麼，有甚麼樣的渴望和
想像。可是通過文字和創作，我們慢慢了解
了。」季季說。
海南作家蔡葩不久前去過台灣，她在現場動情

地唱起了歌曲《我們都是一家人》。
「從小特別希望到台灣去看看，以前都是通過

想像、圖書，來想台灣是甚麼樣子的。盼了40多
年終於到了台灣。」蔡葩說，「海南和台灣的文
源特別相通，看到台灣原住民的歌舞藝術、習
俗、圖騰，都讓我想起我的家鄉海南島。到了台
灣，讓我有尋找到親人的感覺。」
香港著名畫家王秋童說：「台灣跟海南民俗

性、文化性是共通的，在大中華文化圈是一體
的。名家的交流在逐步加強，可以在民間的交流
更寬容一點。」

星級爸媽使出渾身解數
培養孩子閱讀興趣

兩岸四地名家海南對話：
兩岸文化交流需要不斷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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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山儺戲■梅山武術夠狠夠硬 ■梅山巫術表演 ■新化當地練武盛行，連白髮老者也能露幾
手。

以位於湘中腹地的新化、安化為中心，這裡崇山峻嶺，曠野蠻荒，苗、瑤各族雜居。自古以來，他們不服朝

中天子，不繳苛捐雜稅，人人一身鐵骨，事事求神問路……在歷史長河中，這方封閉獨立的土地被稱為「梅

山」，在這裡生活的子民被稱為「梅山蠻」，而在這裡形成的古樸、彪悍、神秘的巫文化，被現代學者統稱為

「梅山文化」。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肖建花、李青霞

■■古梅山信奉的神古梅山信奉的神——倒立行走的張五郎倒立行走的張五郎 ■■北宋開梅圖及梅山古村落北宋開梅圖及梅山古村落

■■「「梅山歌后梅山歌后」」陳福雲演唱陳福雲演唱
梅山山歌梅山山歌

■■新化紫鵲界秦人梯田新化紫鵲界秦人梯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