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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人“记
得住的乡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甘肃张掖地处河
西走廊中部，是古丝绸之路上一颗璀
璨的明珠，这里不仅有大量的物质文
化遗产，还有许多凝结着先辈智慧、
彰显着历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张掖市共有国家级非遗项目5
项（河西宝卷、裕固族服饰、裕固族
婚俗、裕固族民歌、甘州小调）、省级
非遗项目 33 项、市级非遗项目 128
项、县区级非遗项目385项；有国家
级传承人5人、省级传承人56人、市
级传承人 394 人、县级传承人 447
人，保护项目涵盖民间文学、音乐、
舞蹈、戏剧、曲艺、竞技、美术、手工
技艺、传统医药和民俗等门类。

近年来，张掖市实施重点非遗
项目保护工程，争取非遗项目资金、
传承人保护经费1000多万元，对河
西宝卷、裕固族民歌、九曲黄河灯阵
等国家级和省级项目进行了系统性
保护。同时，整理编辑出版了《张掖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张掖
民俗》《绿水青山·新张掖》等书籍30
多部（套），实施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抢救性记录工程，拍摄制作《张掖非
遗》微纪录片 18 个，高台铁芯子等
省级项目专题片 3 个，国家级非遗
项目裕固族婚俗纪实片《西茂的婚
礼》1 部。2022 年，争取甘州小调、
裕固族服饰2个国家级项目保护资
金 100 万元，向省厅推荐第六批国
家级非遗传承人4人，其中3人通过
省厅评审已上报文化和旅游部。向
省厅推荐申报省级非遗工坊 2 家，
推荐1名传承人3个项目参加2022
黄河非遗大展。

张掖市积极推进“民间文化艺
术之乡”建设。依托丰富的非遗资
源，成功申报“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
乡”1个（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明花乡：
裕固族传统民俗），“甘肃省民间文
化艺术之乡”4个（高台县宣化镇：秦
腔演唱、民俗表演，民乐县丰乐镇：
八仙灯会戏，肃南县明花乡：裕固族
传统民俗，甘州区：甘州小调）。

张掖市把保护传承活动作为彰
显地方特色的有效载体，不断挖掘文
化内涵，丰富活动形式，推出了一批具
有鲜明地方特色、符合时代特征的精
品活动，对推动张掖非遗文化旅游融
合创新、助力张掖发展文旅行业会展
经济、促进“非遗+旅游”引领业态升
级、丰富优质文旅产品供给、实现文旅
产业高质量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今年以来，全市60多家非遗传
习所依托短视频平台开展线上线下
传习活动 100 多期，甘州九曲黄河
灯阵、民乐民间社火、山丹耍龙等12
个非遗项目、60多名非遗传承人累
计线上发布教学短视频 1000 多条
次，浏览点击量达 1000 多万人次。
依托省级非遗工坊和各级非遗传习
所，每年开展非遗手工技艺培训班
300多期，带动就业2000多人。

据了解，全市共有非遗文化企
业100多家，研发生产手工艺品、文
化旅游商品 1000 多种，玉雕、传统
民族服饰制作、烙画、剪纸、刺绣等
工艺品制作规模逐年扩大，并作为
旅游特色商品和非遗文创产品在重
点景区展示展销。在张掖举办的
2022年甘肃省“非遗购物节”吸引全
省 59 家非遗工坊参加，销售额达
220多万元。

守护文化根脉
让“非遗”绽放迷人光彩

邸文炯 李莺

淡泊名利的林逋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

昏。”这首脍炙人口的《山园小梅》，作者
就是宋代词人林逋，“梅妻鹤子”的典故
也与他有关。

“宋代初年，林逋生于吴越之地，从
中年起就隐居在杭州西湖边的孤山中，
二十年不入城市。”黄鸣说，林逋将整个
人生都寄寓在了青山之中，真正拥有一
种淡泊名利的个性。

多年来，林逋一直不仕不娶，终生只
爱两件事：一是种梅花，一是养鹤。“世人
送了一个雅号‘梅妻鹤子’，他做了一辈
子的单身隐士。”黄鸣解释。

林逋对梅花的推崇，也可以让人们
看出这位隐士人品的高洁。《山园小梅》
不过寥寥数语，形神兼备地写出了梅花
的丰姿，堪称咏梅绝唱。

“宋仁宗曾征召林逋入朝为官，但他
固执地拒绝了一切头衔，宋仁宗只好惋
惜作罢。在我看来，林逋的隐居是真
隐。”黄鸣说。

苏轼性格中的豁达与责任感
说到宋代词人，必定会提到苏轼。黄鸣

认为，苏轼性格中既有儒家那种传统的责任
感以及刚直的品性，为人又乐观豁达，是中
国古代儒释道三家贯通的代表性人物。

比如，苏轼被贬到南方，岭南有瘴
气，但他在给参寥子的信中说“北方何尝

不病”，黄鸣认为，这说明了苏轼的豁达，
“他还写道，‘参寥闻此一笑，当不复忧我
也’，很想得开。”

黄鸣觉得，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苏
轼的为人、著作中得到启示。比如现代
社会生活节奏快，压力大，很多人心理上
会出现难以调适的紧迫感，但苏轼恰恰
就是最会调理心情的那个人。

“他很善于给自己减压。被贬到黄
州时，有一次苏轼和朋友去沙湖游玩，看
到一条小溪，水往西流，他很快心有感
悟，写了一首著名的词。”黄鸣说。

这首词中提到，“谁道人生无再少，
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黄
鸣说，在苏轼看来，就算我们年纪大一
点，也不必因为一时的挫折放弃希望。

黄鸣还讲了另外一个故事。苏轼住
在惠州嘉佑寺时，曾在松风亭附近散
步。他想去看看这个亭子，但距离尚远，
自己又走得很累。是一口气走到松风亭
再休息，还是原地休息后再走？纠结之
后，他想通了：想歇随时就可以歇，何必
执着于去松风亭再休息呢？

“生活中，我们往往觉得要不达目标
誓不罢休。但苏轼给我们一种启发，随
时都可以休息，这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目
标。由此可以看出，苏轼对生活真意理
解得非常深刻。”他说。

一位热爱生活的词人
其实，苏轼本身就是一个很有趣的

人。在网络时代，与他有关的话题也时
不时登上热搜。

“少年时代，苏轼读书相当勤奋。”黄
鸣说。现在有的家长会因为孩子淘气、
不听话而头疼，苏轼、苏辙小时候也有类
似的情况，苏轼的母亲程夫人却很好地
解决了这个问题。

程夫人采用的是言传身教法：她经
常叮嘱家中的小孩与仆人，不要捕杀鸟
雀。长此以往，苏家宅院里的鸟雀都不
怕人，将巢筑在花木的低枝上，珍贵的桐
花凤鸟也成群结队而来。

她也极有原则，家中仆人在租来的
宅子内偶然挖出两个大罐子，想要打开，
程夫人连忙制止，并令仆人原地埋藏。
这些事情春风化雨般地被年幼的苏轼看
到，终身铭记。

“在历史上，苏轼确实有点‘大嘴
巴’，得罪的人很多，这也是他后来被贬
时，那么多人落井下石的原因之一。”然
而黄鸣认为，这也证明了苏轼是个敢言
敢说、有原则的人。

总体来说，苏轼懂生活、热爱生活，
在黄州时没什么钱，就去买便宜的猪肉，
顺便发明了一种烹饪方法，就是赫赫有
名的“东坡肉”，流传至今。

宋词中的衣食住行
实际上，很多宋词作品往往是作者

真性情的自然流露，也展示出他们最贴
近生活的一面，默默地记录了宋代生活

的许多片段。
“唐宋女子喜欢穿大袖衫子，宋代理

学兴起，风气相对保守一点，女子一般会
在这种衫子里加一层夹衫。”黄鸣说，李
清照写过一首《蝶恋花》，其中便提到“乍
试夹衫金缕缝”。

黄鸣介绍，再比如说，女性爱美，喜
欢留指甲、染指甲，这在古代也是一种装
饰风俗。著名的“守宫”，就是一种染指
甲的染料。南宋词人刘克庄有一首咏海
棠的词，就提到“滴尽守宫难可染”。此
外，凤仙花也可以用来染指甲，在宋词中
也有反映。

“像发髻样式、簪钗、步摇，以及脂
粉、戒指、玉佩等等，这些在宋词中都有
反映，可以说，宋词中所记载的事物，就
是当时人们生活的一部大百科全书。”黄
鸣称。

在今天，读宋词、了解宋代词人
的 故 事 有 什 么 意 义 ？ 在《宋 词 里 藏
着故事(二)》中，黄鸣写道，“这一个
个历经千百年而历久弥新的词人形
象，能启发我们的文思，壮大我们的
胸 怀 ，开 阔 我 们 的 眼 界 —— 原 来 这
人 世 间 ，还 曾 有 这 么 一 些 有 趣 的 灵
魂存在过。”

“古人和我们的生活相差较大，但很
多情感是共通的，当你通过他们的作品，
看到各种各样的人生，就有可能忽然被
某种似曾相识的情感击中内心，也能得
到一些启发。”黄鸣称。

宋词和宋代词人背后的故事
上官云

隐藏在太行山东麓的王硇村，地
貌奇绝峻秀，风景如诗如画。进入秋
季，山民们纷纷将自家收获的玉米、红
薯、南瓜和红白萝卜等拿出来晾晒，以
备入仓储藏。

走进王硇，一座座由赭红色丹霞
石 条 垒 砌 的 民 居 映 入 眼 帘 ，错 落 有
致。与其说王硇是个村庄，倒不如说
是座石头城堡。村里现有石楼 130 余
处、2000 多间，建筑面积达 7.2 万平方
米。这些就地取材的石头房子，始建
于明，现存建筑以清代的居多。其中
最高的一座古石楼有 18 米，整体气势
恢宏。当时没有机械，全凭人力在农
闲时修筑，历时 12 年竣工。古石楼的
墙面纹理自然，墙体笃厚，隔热隔音，

冬暖夏凉，历史上经多次地震和洪水，
却无一受损，至今仍有村民居住。

相传，明永乐年间，准备迁都北上
的明成祖朱棣，从全国各地调集了大
量奇珍异宝。祖籍四川成都府两岗村
的镇京总兵王得才，奉命护卫一批贡
品日夜兼程运往北京。官阶五品的王
得才是武探花出身，他深知此行担子
之重，不敢有丝毫懈怠。谁知，一队人
马由南向北刚进入河北沙河，就被一
群响马团团围住。由于寡不敌众，皇
家贡品被劫匪抢掠一空。贡品丢失，
犹恐株连九族的王得才只好携带家眷
躲进如今沙河的尚贤、正招一带。但
是，这些地方紧邻官道，很容易被发
现，他们不得不迁到太行山深处的王

硇村定居。
王氏先祖们烧瓦、烧石灰，以干

石垒墙、白灰勾缝、青砖出檐、蓝瓦
盖 顶 ，建 造 出 巍 峨 如 城 堡 的 石 楼 。
飞檐翘角、嵌有隔扇花窗的雕楼（当
地人称为“耳房”，建于石楼顶端）更
为 别 致 ，颇 具 南 方 水 乡 画 舫 风 韵 。
由于兼具四川居民与冀南民居建筑
风格，王硇村石楼群也被形象地称作

“太行川寨”。
进 入 秋 天 ，村 子 里 毫 无 萧 索 气

象。几处低矮的院墙上，仍有青藤瓜
蔓攀出。偶一抬头，可见某户人家高
高的屋顶旁仍有柿子抱霜枝头。不
过，最亮眼的当属山民们晾晒的玉米。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晒秋，

是一种典型的农俗现象。尤其是对于
生活在山区的农民来说，由于地势复
杂，村庄平地极少，只好利用房前屋后
及 自 家 窗 台 、屋 顶 架 晒 或 挂 晒 农 作
物。此时，王硇村的晒秋场地犹如一
块块调色板，玉米、红薯、南瓜、辣椒和
红白萝卜等“秋实”，则是色彩缤纷的
颜料，任由村民们作画。晒秋，既是他
们的生活，也是他们的艺术。

置身大山深处看晒秋，是一种奇
特的体验。山民晒秋，晒的不仅是丰
收的作物，更是一年的劳作——只有
农忙时节的辛勤付出，才会有农闲时
节的踏实、舒坦、安逸。晒秋，丰富了
王硇的内在，是这个太行古村落的一
道亮丽风景。

太行深处看晒秋
李立华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动画创作
与生产持续呈现稳步发展的良好态
势，在产量和质量方面都有明显提
升，类型和题材日趋多元，关注与消
费群体日渐增多，电视动画行业人才
展现出可喜的创作水平。当前，中国
动画产业正步入最好的时期。

受众群体拓展
十年来，动画作品的关注人群早

已超出以往主要是儿童和青少年的范
围，更多成年人甚至老年人也都爱看
动画作品。更值得一提的是，以往儿
童和青少年更多地关注国外的动画
片，但近些年来，随着国产动画制作
水平的提高，国产动画形成热潮，关
注度得到大大提升，国产动画作品
时常刷新收视纪录，电影票房也不
断创出新高。

同时，由于整个社会对动画的持
续关注，制播单位纷纷加大对各个项
目的投入，特别是互联网公司加入动
画行业后，为我国动画的发展提供了
多方面助力，包括扩大市场、拓展受
众群体、提供网络视频收看便利等，
拉动了动画用户的快速增长，成为促
进国产动画发展的重要力量。

产业规模扩大
动画热的出现，离不开政府的

大力支持，有关部门颁布了各种相
关政策，全国各地经常举办各种相
关活动，为动画产业营造了良好的
创作环境和发展空间，使我国动画
产业规模持续扩大，产业结构不断
优化，市场快速成长，整个行业健康
发展。

虽然我国动画行业市场化起步
较晚，但动画人在工作中边干边学，
一步步完善了相应需求。十年来，动
画产品、品牌和动漫元素等市场化操
作逐渐走上正轨，还出现了“方特”等
一批以国产动漫元素打造的游乐园，
不仅满足了动画受众的娱乐需求，同
时也为全面完善动画产业链起到了
积极作用。如今，各地各单位还常常
选用动画形象作为代言人，这也是动
画在市场化方面的进展之一。各地
各单位的形象代言人通常都是阳光、
活泼、欢乐的形象，是该地独特的文
化名片。如海南旅游文化国际形象
推广吉祥物波波椰、陕西省历史博物
馆形象代言人唐妞等。这些动画形
象突出了当地的文旅特色，形成了新
的宣传热点，增加了旅客的旅游乐
趣，丰富了旅游产品，收到了很好的
成效。

作品精益求精
创作上，中国动画不断突破创

新，制作方面精益求精，将科技与艺
术更好地结合，画面效果有了很大
提升。十年来，动画作品的成功案
例不断涌现，越来越多动画片得到
市场肯定，受到观众欢迎。在电视
台和网络平台上，“熊出没”“大头
儿子和小头爸爸”等优秀电视系列
动画片有效拉动了收视率，《十万
个冷笑话》《西游记之大圣归来》

《熊出没之雪岭熊风》等多部优秀
国产动画电影广受好评。

更令人欣慰的是，伴随着良好
的播出效果，一些系列电视动画片
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近年来，
随着动画创作水平的提高，再加上
网络播出平台的出现，部分多年来
凭借热情和信念顽强坚守动画园地
的生产制作团队，经济效益相较过
去有了明显提高。动画电影的票房
增长更为明显，如2011年国产动画
电影票房共约 4 亿元，到 2021 年国
产动画电影票房已达约 30 亿元。
近十年来，票房过亿元的动画电影
比比皆是，其中《哪吒之魔童降世》
以超过 50 亿元的票房位居国产动
画电影榜首。

纵观国内动画产业，2012 年总
产值约为 760 亿元，2020 年已提高
到超过 2200 亿元。动画产业收入
的提高，为动画作品的持续生产创
作提供了必要条件，也增强了动画
人的信心，坚定了他们的信念：只要
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得到业内外
肯定，整个动画行业就能保持良好
的发展势头，创作队伍、创作环境也
一定会越来越好。

人才不断成长
为了使整个动画行业健康发

展，拥有更强的创作后劲，中国电
视艺术家协会卡通艺术委员会努
力发挥行业专业平台的作用，近
年来举办了多期动画创作人员培
训班，努力培养动画人才，扩大创
作者队伍，提升动画人的创作水
平。在对创作人员的培训中，不
仅注意提高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技
能，同时也加强基础理论学习，坚
定文化自信，弘扬民族精神，促进
青年动画人将正确的价值观与生
动的艺术创作相结合。有了合格
的创作队伍，才能创作出更优秀的
动画作品，寓教于乐。

回 顾 动 画 行 业 这 十 年 的 变
化，我们看到，动画行业取得了可
喜的成就。我们也相信，动画人
将乘势而上、奋发有为，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创作
出更多精品力作，迎来更多收获
满满的十年。

国产动画形成热潮
李小健

第 七 届 郁
达夫小说奖日
前在浙江省杭
州市揭晓，邵丽
的《黄河故事》
和 徐 则 臣 的

《虞公山》分获
中 篇 和 短 篇 小
说首奖。

除 了 两 篇
首 奖 获 奖 作 品
外 ，黄 立 宇 的

《制琴师》、李宏
伟 的《月 球 隐
士》和罗伟章的

《镜城》获得中
篇小说奖；畀愚
的《春暖花开》、
三三的《晚春》
和潘向黎的《荷
花姜》获得短篇
小说奖。

郁 达 夫 是
我 国 现 代 浪 漫
主 义 文 学 的 奠
基人，郁达夫小
说 奖 每 两 年 评
选一次，针对海

内外华语中短篇小说创作而设立。
第七届郁达夫小说奖由浙江省作协

《江南》杂志社主办、杭州市富阳区人民
政府协办。终评委由中国作协副主席李
敬泽担任主任，浙江省作协主席艾伟担
任副主任，其成员则包括叶兆言、毕飞宇
等国内著名作家、学者或重要文学刊物
主编。

第
七
届
郁
达
夫
小
说
奖
揭
晓

冯
源

走在丰收的路上（农民画） 谭雨霞 作

《清平乐》《梦华录》……近年来，随着上述影视剧的热播，宋代的习俗、风土人情等成为人们关注的热门话题。
宋代的衣食住行是怎样的？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宋词里藏着故事(二)》作者之一黄鸣认为，很多宋

词中记录了宋代生活的片段，也反映出了作者的性情。
就像苏轼，性格中既有儒家那种传统的责任感以及刚直的品性，为人又乐观豁达，是中国古代儒释道三家贯

通的代表性人物。他懂生活、热爱生活，还发明了赫赫有名的“东坡肉”，流传至今。

人常说：有山皆图画，无水不文章。每一座山，都是可描画的风景。穿越太行高速去河北
邢台沙河王硇村，一路皆是山景，如同在画里行走一般。行至南太行，山上树叶大面积变黄，山
坡仿佛被泼了颜料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