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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10
日 是 国 家 首 个

“文化和自然遗
产日”。8日，来自
全国和省内的非
遗资源荟萃山东
省文化馆，非遗
展示、展演、手工
艺 体 验 精 彩 不
断，大家学习非
遗知识，观看非
遗保护成果，亲
自体验非遗魅力
的场景，让人真
切感受到了非物
质文化遗产正在
融 入 我 们 的 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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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融入生活才有生命力

听听！！华华州州老老腔腔
西西北北风风情情
文/本报记者 师文静
片/本报记者 张中

8日上午，来自陕西渭南
市的原生态演员们震撼人
心的《华州老腔》唱段，将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
活动推向高潮。省城观众能
欣赏到原汁原味的《华州老
腔》，得益于系列活动中的

“一带一路”非遗交流展。

原生态气息感染观众

陕西远道而来的“华州
老腔”的演员们，年龄都比较
大，他们的造型和使用的乐
器，一下子把观众带入了黄
土高原的情景里。穿着传统
服饰的演员们手中的砖拍
得长条凳子哐哐响，再配上
沧桑的嗓音，真是唱出了陕
西大地的淳朴。他们苍凉、苍
劲又富有苍茫感的演出，呈
现了原汁原味的华州老腔。

《蒙古族马头琴音乐》
《云南铜鼓舞》《鲁西南鼓吹
乐》《鼓子秧歌》《山东民歌》
等节目，都散发着浓郁的生

活气息和泥土芳香，这种扑
面而来的原生态气息，深深
感染了现场观众。

《打秋千》是一首非常有
名的山东民歌。山东省非遗
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王福成
说，《打秋千》是山东民歌挖
掘与保护的成果。近两年，复
原与挖掘原汁原味、原生态
的山东民歌，是我省非遗保
护的一项重要工作。以入选
第二批国家级非遗名录的鲁
南五大调为例，其中最小的
演唱者都已经65岁，最大的
已80多岁了，年轻人大多不
会唱，能够演奏和演唱的传
承人越来越少。而对此类山
东民歌的拯救，包括老艺人
资料的保留、民歌资料的整
理等，只有重新打造并搬上
舞台，才能让更多人听到它，
传唱它。

让非遗基因传承下去

从13岁就开始学习黎族
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的王金
梅，如今已经50多岁了，为了
保护和延续“黎族传统纺染

织绣技艺”，她自己带过近
400名学生，同时，她家里的
年青一代已经开始接过她的

“衣钵”。
坚守住非遗的“原生态”

和其传统“基因”，在国家级
非遗项目潍坊风筝省级代表
性传承人杨红卫看来尤为重
要。杨红卫是潍坊“风筝王”
杨同科的孙女，她几十年一
直坚持传统手工绘制。杨红
卫除了在风筝的花色和题
材方面适当与现代结合一
下外，一直坚持风筝与年画
相结合的传统，每一个传统
风筝画面，就是一段传统故
事。

▲齐风鲁鼓秧歌会

8日，在山东省文化馆举行
的我省庆祝2017年“文化和自然
遗产日”非遗系列活动现场，非
物质文化遗产泰山香传承人孙
振礼表示，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有
融入百姓生活才能保持生命力。

泰山香和鲁派内画

泰山香初成于秦汉时，去年
入选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其代表性传承
人孙振礼将泰山香的功用比喻为

“风雅颂”三类，“‘风’主要指它的
实用价值，其中有可以治疗鼻炎、
失眠的药香。‘雅’指家庭熏香，类
似于古代文人雅士闻香。‘颂’则
是指用于祈福。作为非物质文化
遗产，泰山香的文化和实用价值
是融合在一起的。”

在山东省文化馆门前广场，
鲁派内画展台前围满了人，省内
画艺术大师张鹏边展示内画法，
边讲述三年培养一个内画艺人的
过程，“一个有绘画功底的学员至
少要一年的时间练习在瓶子里画
基本线条，第二年需要临摹山水
画，第三年需要积累内画的技巧。”

作为中国内画的重要流派
之一，目前的鲁派内画发展还不

错。大概有150位艺人从事鲁派内
画创作，“内画是从鼻烟壶起步
的，内画鼻烟壶实用性比较强，但
现在很少有人用鼻烟壶，我在考
虑鼻烟壶和壁画一起推广，让其
艺术性和实用性都发扬光大。”

鲁西南鼓吹乐“变”了

在现场，菏泽市群众艺术馆
乐手们一首热情奔放的鲁西南
鼓吹乐《花乡闹春》感染了观众。
记者惊奇地发现，与传统的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鲁西南鼓吹
乐相比，《花乡闹春》有了许多变
化：艺人多了，乐器多了，质朴豪
放的风格更明显了。

菏泽市群众艺术馆馆长李
玉坤说，这次《花乡闹春》有12个
鼓吹乐艺人表演，与传统鲁西南
鼓吹乐三四个艺人的表演队伍
相比，确实更为丰富，“另外在乐
器上加入了大鼓、道锣等乐器，表
演的气势更为恢弘。”相对于鲁派
内画、泰山香这些一度阳春白雪
的非遗项目，第一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鲁西南鼓吹乐是鲁西
南济宁、枣庄、菏泽三市及周边地
区土生土长的，一直与当地百姓
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

看看！！鲁鲁派派内内画画
神神奇奇技技艺艺

张鹏展示内画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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