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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晶
晶新疆報道）近日，在台北
的「新疆是個好地方」推介
會上，受新疆旅遊局邀請參
會的新疆作協副主席劉亮程
以近七分鐘的演講向台灣的
旅行商和媒體代表表達自己
對新疆文化的理解，以期通
過文化影響台灣人對新疆旅
遊的認知。
博格達峰在新疆旅遊史上地位突出，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展

旅遊時，攀越博格達峰就成為國外登山人士嚮往的目的地之一，
新疆登山運動由此成為新疆特種旅遊的源泉。
劉亮程作家，1962年出生在新疆古爾班通古特沙漠邊緣的一個

小村莊。著有詩集《曬曬黃沙梁的太陽》，散文集《虛土》、
《一個人的村莊》、《在新疆》等。被譽為「20世紀中國最後一
位散文家」和「鄉村哲學家」。
劉亮程所創建的木壘書院及菜籽溝藝術家村落，就坐落在天山

支脈博格達山北的凹谷中。也許正因為有着博格達情結，劉亮程
才更能認識到：「歷史創造的，我們要把它找出來。歷史忘記
的，我們要幫它想起來……從歷史的積澱中，我們發現，博格達
不僅是東部天山的最高峰，更是一座西域文化名山。」
也正基於對博格達峰的深入研究，劉亮程在推介會現場的聲音

鏗鏘有力，演講充滿了歷史的感悟與時空的穿透力，「我理解的
新疆是個遙遠的好地方，新疆之遙不僅是它地理上的偏遠，它還
是數千年來世界古老文化造就的一種修遠。」
從羅馬文化、伊斯蘭文化到佛教文化，劉亮程列數着這些文明

的歷史進程，得出一個結論：當我們回頭向新疆張望時，新疆是
一個遙遠的故鄉，而博格達峰是新疆旅遊文化的制高點，1945年
蔣經國先生代表中華民國率隊翻山越嶺前來祭祀，這個歷史應該
能夠拉近台胞的心理距離。
劉亮程在台北還拜訪了台灣知名文化界人士龍應台。劉亮程在

高雄與龍應台首次見面，進行了一個多小時的交談，龍應台說對
新疆非常陌生，希望明春能夠有一個月時間全面了解新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敏、
通訊員 吳建平 合肥報道）日
前，第二屆中國非物質文化遺
產傳統技藝大展在安徽省黃山
市歙縣展開帷幕，吸引了全國
知名非遺保護專家學者、各地
非遺項目代表性傳承人和優秀
專家近萬人參加。
本次非遺大展着重展示「文

房四寶」（筆、墨、紙、硯）
的歷史淵源、工藝流程、現存
流派及核心技藝，100多項全國
具有較高歷史文化價值的文房
用品非遺項目進行全方位展
示。展會不僅設有講習堂、徽
州民歌表演、《葉村疊羅漢》
民俗展演等，還設置了觀眾體

驗區，最大程度地提高觀眾對
各個項目的感性認識，提升互
動性和觀眾參與熱情。
本屆大展選在國家文物保護

單位的黃山市歙縣徽州府衙內
進行，將歷史厚重的徽州古建
築與活態展演的傳統技藝高度
融合，充分體現文化生態保護
區整體保護特色，彰顯傳統文
化的古樸意趣。大展同時突破
傳統展會分類展示的模式，按
照徽州府衙佈局特點，將邀展
項目糅合搭配，筆墨紙硯、古
琴、香薰、盆景、茶藝，全面
復原傳統文人生活空間，營造
一個古代文人書房格局，呈現
中國古代文化的意境之美。

安徽歙縣：
中國非遺大展扮靚
徽州古城

■非遺藝大
展現場展示
四寶之一毛
筆的製作工
藝。

■非遺藝大
展現場展示
四寶之一宣
紙的製作工
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王尚勇 寧夏報道）近
日，記者了解到，「梅花秦韻 綻放湖城」2015
銀川首屆秦腔節將正式啟動。屆時，將同時邀請
陝西、寧夏九位「梅花獎」獲得者登台表演，為
觀眾獻上一場精彩紛呈的文化盛宴。
據介紹，此次秦腔節由銀川市文化新聞出版廣

電局主辦，寧夏秦腔劇院、陝西省戲曲研究院、
銀川市文化藝術館共同承辦。活動包括啟動儀
式、戲曲傳承發展論壇、經典折子戲展演、迎新
春送戲下鄉、戲劇臉譜展、傳統皮影戲、一元劇
場、文化廟會、秦腔文武樂隊培訓九大內容。活

動歷時3個月，共62場演出。本次秦腔節是延續
去年「秦腔惠民」的活動，結合全民藝術普及的
宗旨，採取菜單式服務讓市民選擇自己愛看的節
目，滿足市民對戲劇的需求。
據悉，秦腔節啟動儀式將在寧夏人民會堂舉

行，並有千張門票免費送，市民只需撥打熱線電
話，就可免費領取。此外，戲曲傳承發展論壇邀
請了區內外秦腔表演藝術家共同交流、探討戲曲
藝術和戲曲創作演出方面的經驗；2015年底至
2016年初三個月期間，在各縣區文化廣場、劇院
舉辦經典折子戲展演；在各鄉鎮文化廣場、集貿

市場舉辦「喜迎新春 送戲下鄉」活動；並舉辦戲
曲臉譜展和皮影戲製作展，讓市民了解戲劇藝術
發展，感受民間非遺技藝，活動還設有秦腔文武
樂隊免費培訓班，將邀請區內優秀秦腔樂隊樂師
為秦腔表演者集中培訓。

中國少數民族手工藝傳承到今天，把專門訓練出來的傳承人和世襲的
傳承人綑綁在一起，已經是常見的傳承手法，他們以手工作坊、工

作室、企業的方式生存。

非遺技藝研修班名家匯集
此次雲南非遺技藝的研修，在雲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即雲南
省文化產業文化創意人才培訓基地進行，圍繞雲南的染織、刺繡、織錦、
剪紙、玉雕、珠寶鑲嵌、陶瓷、土陶展開，把雲南的國家級工藝美術師和
省市級非遺傳承人，還有學校、機構的專業研究人員集中，請國家級專家
從專題講座、創意設計指導交流方面授課，為期一周的研修班，共54節課
時，從18歲的年輕人到65歲的老人家，都接受了同樣的課程。
國家教育部高等學校本科藝術設計類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林家陽指
出，中國文化創意產業一直在期待春天，香港理工大學畢業的中國家用紡
織品行業協會、設計師協會副會長張寶華認為，色彩是一種語言。中國瓷
都德化唯一的百年老字號「蘊玉瓷莊」第四代傳人蘇獻忠說：「模仿只能
出匠人，不能出藝術大師，非遺技藝廣泛融入當下生活，從家居、建築、
公共空間，有機遇有矛盾。」

技術傳承 讓非遺重生
雲南是全國使用刺繡最多的地區，刺繡研修班有120人，刺繡是農村勞
動婦女社會生活的重要組成，是少數民族婦女重要社交手段，務農之後在
一起拉家常，現在作為生存手段，離不開談錢。雲南有52個民族，就有
52個民族的服飾，傣族、彝族、白族、回族、哈尼族、藏族、苗族、布依
族、壯族、傈僳族、德昂族、基諾族、蒙古族、拉祜族……都有刺繡。少
數民族婚姻中，新娘的嫁妝要準備30多套刺繡裝，十多雙繡花鞋。大理彝
族李紅開貸款20萬開了繡莊，她說做得很艱難：「村裡結婚覺得穿自己民
族衣服『土』，要穿白婚紗，但卻沒想過，準備婚宴可能一個月，做一套
刺繡新娘裝用三個月，只賣三千塊，就會覺得貴，可是他們穿婚紗拍婚紗

照幾千塊，就不會覺得貴。」
中國民間美術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著名學者楊陽說，這就像她做非遺

重生，用3年時間復興，中國失傳50多年的「捶草印花」，當時媒體就問
這麼做有什麼意義，只在民間流傳，沒有文字記載。她說讓非遺重生，能
看到原始社會的母親，為了能給女兒做好看的衣服，所作出的一切努力，
這種技藝填補了中國印染史民間文化的空白，用自己行動告訴身邊人非遺
的意義，教化他們很漫長是一輩子的。
玉雕、珠寶鑲嵌工藝傳承問題最大，全國玉石價格普遍上漲，好料為不
可再生資源，加上經濟利益趨勢，玉雕界普遍存在不收徒弟的情況。一些
藝術院校，玉雕工藝專業請不到師傅，學生只能雕簡單圖案，如豆芽。沒
有辦法學習涉及山水、人物、鏤空、擺件等複雜工藝的雕刻，長此以往會
沒有傳人。在講課中，中國青年翡翠藝術家于豐也、于雪濤以自己為例，
說：要摸索出自己的一條路，不能是等待，要主動的探索。
土陶、陶瓷最初是服務於生活，裝醃菜、裝鹽巴，現在大規模生產為工

藝品，如果按所預見的經濟效益，簡單化的看待罐子上的民族原始紋樣，
把其處理成裝飾紋樣，代表祖先的歷史可能就此改變。中國藝術研究院藝
術創作院院長朱樂耕，以自己為例來說，他的孩子也是陶藝工作者，他就
告訴他，年輕人要記住，民族文化傳統是自己最寶貴的資源，歷史上的中
國陶瓷藝術，對亞洲文化有重要影響，如宋代陶瓷「道法自然」的文化氛
圍，對韓國、日本陶瓷都產生了重要影響，美國的現代陶藝，就受到日本
陶瓷藝術的影響。

技藝傳承要扎實
非遺技藝發展與當下經濟發展相互交錯，有顯而易見的矛盾，專家們都
很謹慎，課程以拓寬視野為主，不提倡技藝的改變，更怕非遺傳人看到成
功案例，分辨能力不強，盲目仿效，誤導了他們對技藝的保留與傳承。專
家提醒，手藝精湛的民間工藝常是在老人手裡，手藝傳下去就好，關鍵是
要有傳人，不是迫切地傳出去、走多遠，而是扎實地傳下去。

寧夏首屆秦腔節開鑼

新疆作家劉亮程
邀龍應台明春赴疆遊

滇多位民間藝人非遺技藝研修滇多位民間藝人非遺技藝研修

雲南是全國非遺傳承的重點，日

前，雲南省文產辦邀請13位國家

級非遺研究專家及傳承人，對雲南

各地州市240位民間藝人進行非遺

技藝研修，希望從理念到實際，在

合乎規範的傳承方式中，把雲南非

遺技藝在當代有好的轉型。不過專

家呼籲，這是急切而漫長的，他們

生怕講錯了，講壞了。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霍蓉

■博格達峰

■新疆作家劉亮程 本報新疆傳真

■中國民間美
術和非物質文
化遺產研究著
名學者楊陽交
流刺繡。

■學員的刺繡作品。

■學員們在認
真做筆記。

■結業典禮上
學員們說此次
學 習 受 益 匪
淺。

專家專家：：傳承需謹慎傳承需謹慎

■雲南華寧陶
汪氏傳人

■秦腔現
代劇《狗
兒 爺 涅
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