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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时评

拜将坛拜将坛

近期，各地文化夜游活动各具
特色、大放异彩。在安徽徽州，沉
浸式实景演出《徽州府有喜》吸引
众多年轻人慕名“打卡”；在河南洛
阳，景区开启“超长待机”模式，亮
灯时间延长到午夜 12 点；在贵州黄
果树，与当地民俗文化巧妙融合的

“山海变迁”灯光秀吸引了不少游
客；国家自然博物馆、北京天文馆、
苏州博物馆、常州博物馆等展馆纷
纷延长营业时间，开展各类“夜游”

“夜宿”活动，为游客带来全新参观
体验。

文化夜游不仅提升了景区开
放水平，提高了景区承载容量，也
为 游 客 提 供 了 别 样 的 游 览 体 验 。
暑期客流集中，一些博物馆、景区

出现门票预约难的情况，通过延长
营业时间增加单日客流量，能够满
足更多游客的参观需求。夜间游
览，也许不能像白天打卡景区一样
看得真切、看得全面，但在现场的
沉浸式体验依然能让游客对历史
文化产生更加真实的触感，在较为
凉爽的夜间参观，旅行的松弛感也
油然而生。文化夜游还与居民生
活无缝衔接，很多白天忙于学习和
工作的当地居民，也能利用夜间闲
暇时间来一场“微旅游”，充分利用
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设施，
在休闲娱乐中增进对本地文化的
认知与认同。

通过解锁新场景、新业态，文化
夜游为文旅融合创造出更多可能。

其中，结合现代技术与当代表演形
式的沉浸式实景演出、灯光秀等创
新夜游项目备受游客欢迎。比如，
在安徽黄山西递古村，一场名为“梦
礼徽乡、西递传奇”的激光水秀，就
依托当地水景、山体、建筑、牌楼，通
过多媒体投影以及视觉音乐等表现
形式，实现当地历史文化的活化展
示。类似夜间新型文化业态的成
功，充分说明文旅事业发展不仅是
守着一座山、一条河，还能探索浩瀚
的夜空、辽阔的星河。

探索文化夜游的不同形式，还
可帮助人们唤醒深层次的文化自
觉。在中国古典文学里，夜具有丰
富的象征意义，无论是“无言独上
西楼”的离愁别绪，还是“明月出天

山”的荡气回肠，关于夜的文化元
素总是寄托着人们饱满而浓烈的
情感。以现代手段展示夜的意象，
不仅为观众提供了具象的感官体
验，也让观众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古
典之美，仿佛进入一场连接传统与
现代的古今对话。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得以在润物细无声的过程中实现。

如今，夜间经济已成为衡量地
方经济发展活力的重要方面，是城
市烟火气的体现。文化夜游丰富
了夜间经济的文化底蕴，让消费者
在“买买买”的同时增加阅历、拓展
见识。汉服体验、烟火市集、剧情体
验等文化夜游业态，打造出全链条
的消费场景，成为游客和市民暑期

消遣的新选择。文化夜游备受追
捧，也给年轻人创业带来机遇，各类
充满创意的“青春小店”，给夜间经
济输送了元气满满的新锐力量。

随着我国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打造一批具有国内外影响力的旅
游地标，除了保护和继承好传统文
旅要素，同样要重视夜间场景的开
发与创新。如此，才能在继承和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释放
文 化 要 素 的 市 场 价 值 ，为 以 文 塑
旅、以旅兴文带来持续动力。

（据《光明日报》）

发掘文化夜游的独特之美
王钟的

我 只 是 在 城 固 县 文 川
路过了一次。但是，一件不
大的事却让我永远记住了
文川。

二 十 多 年 前 ，一 个 深
冬，我在一所中学实习，周
末去文川中学访问在该校
实习的同学。步行二十余
里，走过大片原野和村庄，
田里的麦苗羞涩胆怯地伏
在微凉的风里，那么细小，
让人不大相信来年夏天那
黄金的海洋就是它们变成
的。时不时路边人家会有
一只狗冲着我叫几声，却并不追扑，倒是边
叫边摇起了尾巴，显然，它是照章看家护院，
为主人行警戒之责，见我和善，于是表示友
好，并祝我一路平安。

老乡告知，那所中学已经不远了，这时
一条河出现在面前，波溅的水声很好听，河
上是一座以剖开的木头连接的木桥，六七个
大石横卧水中，充当桥墩。这水上的木石同
盟，看着让人心生敬意。

这时我看见桥头对面走过来一头黄牛，
个头很大，却不见放牛人跟着，也许主人有
事，让牛独自回家。我是知道牛脾气的，桥
这么窄，就让牛先过吧。于是我站在岸上等
着。等了一会儿，那牛却站着不动，它也怕
与我在桥上相遇打不过转身，想让我先过
去？领会了牛的这番心意，我就更不好意思
先过桥了，那样就显得我比牛还没礼仪没教
养，不懂得礼让；于是我故意向桥的旁边走
了好多步，向牛暗示我暂时不过桥，让它先
过吧。可是那牛不仅不上桥，反而向桥的旁
边走过去，望了我几眼，低头反刍起来。见
我没动静，又抬头哞了几声。

我明白了，牛是执意要让我先过桥，并
且诚恳地发出邀请。

于是我过了桥。
当 年 我 过 了 桥 ，向 岸 上 走 了 几 步 ，回

过头，看见那高大黄牛，缓缓上了桥，走过
对岸。

黄牛转过身，朝我看一眼，哞叫两声，然
后走进暮色中的田野小路。

我站在岸上，向黄牛挥手告别。
我边走边回头，目送黄牛，直到再也看

不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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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地处秦、蜀、鄂、陇交汇地
段，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决定了
汉中会受到秦、楚、蜀、羌多种文化
影响。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伴着
农事岁时与婚丧娶嫁，多种多样的
民间演艺活动与形式应运而生，而
且都有浓郁的地域特色。端公跳
坛，小型傩戏，跑竹马、踩高跷、板
凳龙、舞彩龙、地围子、磨影子、双
龙舞、彩莲船等，林林总总有几十
种之多。即便平时，婚丧娶嫁、红
白喜事 ，或是某家在遇到亲人生
病、家道不顺时，便都要选择吉日，
请巫师端公进行除魔驱邪。以至
端公在秦巴山地成为一种职业，有
头脑的还会吸取众家之长，形成自
己独特套路程序，吸引观众，取悦
事主。祖辈生活在这片沃土的郭
建中深受民间文艺感染并成就自
己的一份事业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要说也是缘分，我与蒿文杰、
郭建中都曾生活在蜀道要冲褒谷
口外的张寨村。村后就是巍峨高
耸的秦岭，整个三千多口人近千农
户的村子背靠秦岭，面对整个汉中
盆地，沟渠纵横，土地肥沃，田畴连
片，称得上是一块风水宝地。张寨
村是个素有文化传统的大村，1963
年成立的“农二哥诗社”就是闻名
遐迩的群众性文学艺术社团。我
与蒿文杰、郭建中也都是“农二哥
诗社”成员。我与蒿文杰在创作
组，郭建中是演出队的导演，其中
许多戏目都出自他手，这份荣光绝
非 偶 然 。 郭 建 中 1961 年 高 中 毕
业，在学校就喜爱文艺，有一副好

嗓子，常登台演出，在当年褒一中
崭露头角，若不是个儿稍矮，就会
被因演歌剧《红梅岭》走红的汉中
歌剧团录取。回乡务农，他也没有
放弃对民间文艺的喜爱。1970 年
前后，在公路改线当民工的郭建中
创作出小歌剧《战飞线》，在全市文
艺汇演中一炮走红，获得奖励。日
后 在“ 农 二 哥 诗 社 ”的 各 种 活 动
中，郭建中作为能编、能导、能演
的难得多面手，自然成为张寨村
演出队的主要骨干，每当年节岁时
都 能 把 一 场 戏 红 红 火 火 演 奏 起
来，很给张寨村挣得体面；也在漫
长且孤寂的农家岁月中，给庄稼
人增添一份愉悦。

郭建中给我留下至深印象的
还有他打胡基时的矫健身影。我
回乡务农后，和郭建中、蒿文杰都
成为生活底层的农民。首先得用
原 始 沉 重 的 工 具 挣 工 分 养 家 糊
口 。 我 家 从 城 市 到 张 寨 村 落 户
后，需要修房，胡基是不可或缺的
材料。郭建中是村里有名的胡基
匠，这是比打板墙、泥水匠更具技
术也更出力费劲的活计。胡基类
似砖块，却比砖大不少，长四十公
分，宽三十公分，厚十公分。不用
火烧 ，把黄土装进模具用石锤筑
紧而成的一种土质建材。用于房
间 的 隔 断 和 封 堵 板 墙 留 下 的 空
隙 ，是修房必不可少的建材。打
胡基要有硬杂木做成的模具 ，还
要有称心如意的石锤。工匠定额
为每天一架胡基 500 页，容不得半
点拖拉。我至今记得郭建中给我
家打胡基时，清晨天还没亮，他就
到工地，棉袄一脱，双袖一挽，立
即开打。我当供土的小工 ，一把
草木灰撒进模具，接着倒进黄土，

郭建中首先一脚踩到模具中间 ，
把黄土挤满四边；然后提起石锤，
前三下后三下，乒乒乓乓再三下，
再用脚使劲踩平 ，开模讲究技巧
和力气 ，劲要恰到好处才能搬取
胡基放到平整处。一天 500 页，数
千次抡几十斤重的石锤 ，全凭好
身板和一把好力气。

如 今 ，已 年 过 八 旬 的 郭 建 中
写 出 他 长 篇 回 忆 录《我 与 端 公
戏》，回顾他自幼受民间文艺尤其
是端公戏的影响，在超过 60 年的
漫长岁月中，50 年笔耕不辍，导演
不息，创作演出的端公小戏《秋菊
傲霜》《老两口喜逛桔柑园》《谢孙
桥》《渴盼》《砖吃豌豆》《放牛郎招
亲》《村道上》《院坝里的心声》《菊
花 开 了》《石 门 寻 宝》《婆 媳 情》
等。单从篇目就不难窥其浓浓的
故乡情结。不仅有距张寨村近在
咫尺的褒谷口外鼎鼎大名的石门
石刻 ，有庄稼院里普通百姓的心
声，有改开年代，社会进步，商品
经济发展后在农村出现的男女婚
恋的变化和新型婆媳的诞生 ，林
林总总 ，不一而足。由于郭建中
熟悉端公小戏的程式和曲调 ，深
谙当地群众的审美情趣 ，加之端
公小戏要求道具不多 ，舞台大小
皆可，只需演员精干，随时都可演
出 ，这使郭建中写出的端公小戏
都曾搬上舞台 ，在乡村田野多次
演出，广受群众欢迎。

世间人各有志，或侧重钱财，
或侧重精神。可以说郭建中把毕
生的精力都投入到他热爱的小戏
之中，于民有利，问心无愧，理所应
该受到人们的尊重，深信这部汇聚
着毕生心血的作品集也会受到大
家欢迎。

乡土艺人郭建中
王蓬

夏末的一天，我和几位友人去南
郑区濂水镇联合村参观颜氏民居。这
是一幢典型的四合院建筑群，坐北朝
南，东西厢房，石条天井，砖雕照壁，石
雕门铛，无一不左右对称。院子里，形
态各异的石缸完好无损。宅院 10余个
窗 户 雕 刻 的 花 格 和 纹 饰 ，竟 无 一 雷
同。大门和大堂是中国明清园林式的
雕梁画栋，画中的人物惟妙惟肖，散发
着非富即贵的气息。随行的颜云刚老
人告诉我们，这所建于大清道光十四
年的庭院，是颜氏家族留存至今的祖
宅院落。

73 岁 的 颜 云 刚 老 人 是 颜 氏 第 十
代 后 裔 ，他 介 绍 ，这 座 院 子 占 地 约
1500 平方米，2018 年 7 月列入省文物
保护单位。

从颜家大院出来，向东一公里就
到了颜氏宗族墓。墓冢呈长方形，犹
如 狮 虎 睡 卧 ，又 如 神 龙 昂 首 ，占 地 约
600平方米。从碑文上看，此墓葬着父
子三人，中间葬着第五代仕字辈的父
亲，两边葬着第六代明字辈的儿子，三
墓紧密相连。正中的墓高大突兀，两
边石条上的挽联颇为醒目：克俭克勤
家声丕振，乃文乃武奕世其昌。可见
后人对逝者生前评价较高，是一个文
武双全而又勤俭持家的人，期盼他的
子孙后代大力弘扬家族美德，世代昌
盛。右侧的墓最低，挽联上书：壎篪迭

奏承先德，兰桂兢芳禧后昆。大意是
逝者生前传承了父亲的优良品德，教
子有方，儿孙显贵发达。左边的墓，由
于年代久远，石条风化严重，挽联字迹
已模糊难辨。

午后，我们去了位于颜氏宗族墓
以北约 300米处的“坐家道”，当地人把
这儿叫颜家槽。走近这座古朴幽雅的
院落，见房屋是用未淬火的泥砖垒砌
而成，窗户系木质结构，精雕窗花，瓣
蕊迥异，做工精细，工艺绝伦。主体保
存完好，其它略显陈旧，却不失古色古
香。抬头仰望，见房屋装饰着形态各
异的木格花，粗壮滚圆而又挺拔颀长
的柱头竖立在房屋两端的柱墩石上，
柱墩布满花纹，甚是精美。

颜云刚老人说，自他记事起，这儿
就是颜氏家族标志性的建筑，也是大
家庭聚会的场所。逢年过节、长者寿
诞及清明祭祖，他都要随父母来此团
聚。家族几十上百口人聚集于此，辞
旧迎新、祝寿祝福、缅怀亲人、聊叙亲
情，三五天不散。

从“坐家道”往东约 2 公里，就是
颜氏“中书院”所在地。书院，是古代
聚徒授课，研究学问的地方。我们走
进“中书院”，见房屋已荡然无存，取而
代之的是几幢现代住所。书院遗址背
后的 10 多座墓分外吸睛。这些墓按
男左女右依次排开，一通墓碑上刻着

“皇清例授太学生显考”。查阅典籍方
知，明清时的太学即国子监的俗称，是
隋朝以后的中央官学，为古代教育体
系中的最高学府，在国子监就读的学
生即被称作“太学生”。科举时代，挑
选 府 、州 、县 生 员 中 成 绩 或 天 资 优 异
者 ，升 入 京 师 的 国 子 监 读 书 ，称 为 贡
生。墓碑记载，颜氏后裔中有 10 余位
贡生。

另 一 处 墓 碑 刻 有“ 乡 饮 国 宾 ”四
字。据考证，乡饮国宾不是官职，而是
一个名号，相当于现在的优秀、模范之
类 的 荣 誉 称 号 ，意 即 乡 间 有 名 望 的
人。据说就是这样一个名号，也须皇
帝批准。清时，地方政府常举行以宴
饮为主的乡饮酒礼活动，受过乡饮国
宾之类称号的都可能被邀请出席。能
得到这一荣誉称号，足见其品行端庄，
名望极高。

这时，有村民迎了出来，给我们端
来了茶水。喝着香气四溢的茶水，我
在想：如同一切古老的河流都曾孕育
过文明一样，廉泉也不例外——它不
仅哺育了当地的飞鸟走兽，树木庄稼，
也滋养了颜氏家族恒久的和顺昌盛和
浑厚的文化底蕴。

弹棉花的老手艺从元代就开
始流传，至今已有七八百年历史。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现代工业的
发展，机械化生产逐渐取代了传统
的手工制作，弹棉花的手艺慢慢地
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在时代的浪
潮中，依然有一些人坚守着传统，
用自己的双手为人们带去温暖。

吴长东就是这样一位手工弹
棉花非遗传承人。他是佛坪县袁
家庄村人，2 岁丧母，8 岁丧父，日
子过得异常艰苦。随着改革开放
的浪潮，许多外省的手艺人来到佛
坪，带来了一些丰富生活、增加收
入的老手艺。“手艺能养家”，年轻
的 吴 长 东 对 手 工 弹 棉 花 有 了 兴
趣。机缘巧合，1985 年 3 月，吴长
东拜四川籍弹花匠周成银为师，开
始学习手工弹棉花技艺，没成想这
一学就是三年。

一开始，吴长东觉得师父的手
艺神奇而有趣，积极跟在师父后面
做些纺线、接网线、收边、扯边的杂
活，看着师傅日复一日做着并不复
杂的动作，周而复始地进行着抽松、
弹熟、铺弹、上线、牵纱等几个简单
的步骤 ，觉得这手艺应该很好掌
握。求成心切的他总想着能像师父
一样背上 2 米 3 的弹花弓施展一
次。终于机会来了，学艺一年后，在
给一户人家干活时师傅生病了，让
他尝试独立操作，他激动得热血上

涌。当他信心满满地背起棉花弓准
备大显身手时，却不料手起锤落，第
一次竟然打了空弦！半生不熟的手
艺和紧张的情绪带来的结果就是棉
胎厚薄不均、高低不平，没把棉花弹

“熟”。无奈之下，师父又带病重弹，
让他在旁边好好学习。

第一次独立弹花受挫之后，年
轻气盛的吴长东便偷偷地离开了
师父。回家的半年里，内心要强、
死要面子的吴长东纠结在失败阴
影里，却又无颜面对师父，整日里
丢了魂似的找不到归宿。好在他
遇到了好师父周成银。周师傅上
门找了他两三回，鼓励他再坚持学
个一两年便能出师了，就这样不服
输的吴长东又继续跟师父学艺 。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师父严格要求
他从细节入手，不要怕做错，大胆
尝试。一年半后吴长东学成出师，
可 以 独 立 完 成 一 床 棉 被 的 制 作
了。从这之后，谁家结婚嫁女置办
喜被，送学生出门上学置办被褥，
出门打工准备行李铺盖……都离
不了吴长东的手工弹花棉被。

好手艺带来好生活。上世纪
90年代，吴长东靠着这门手艺组建
了家庭，开设了自己的棉花加工坊，
妻子秀英变成了他的得力助手。之
后，为了顺应市场，吴长东引进了一
台弹花机。虽然在机器的辅助之
下，收入有所增加，但在吴长东心
里，手工弹棉花仍是无可替代的技
艺，有着机械无法比拟的魅力，有着
长久的温暖和舒适。所以，吴长东
还是四十年如一日，对于喜爱手工
棉被的人家坚持手工弹花。

在吴长东看来，手工弹棉花不
仅仅是一门手艺，更是一种文化和精
神的传承。他时时记着拜师时师父
对他说：“这项手艺已经传承了好几
代人了，每一代人都在不断地改进和
创新，要让这门手艺更加精湛。”他从
那时起就谨记着师父的话，给自己
立下了目标：希望能够将这门手艺
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
它。对得起师父，对得起自己。

尽管手工弹棉花有着诸多优
点，但在现代社会中，它仍然面临着
许多挑战和困境：机械化生产的棉被
价格更低廉，使得手工弹棉花的市场
竞争力下降；现代人对传统手工艺的
认知度不高，缺乏对传统文化的尊重
和保护意识；手工弹棉花需要耗费大
量的时间和精力，匠人往往难以获得
与之匹配的经济回报。

面对这些挑战和困境，吴长东
表示，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能够
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手工弹棉
花这门手艺；只要持之以恒地宣传
和推广，就能让更多的人知道手工
弹棉花的优点和价值。同时，要不
断改进和创新技艺，提高产品的质
量和竞争力。

对于未来，吴长东充满了信心
和期待：“我希望能够将手工弹棉花
这门手艺传承下去，培养更多的徒
弟和传承人。同时，我也希望能够
与更多的合作伙伴一起推广和发展
手工弹棉花产业，让更多的人受益
于这门手艺。我相信只要我们齐心
协力，努力创新，跟上时代潮流，就
一定能够让手工弹棉花这门手艺焕
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四十年的坚守
——记手工弹棉花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吴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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