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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显中

生活在隆回北部深山中的花瑶，是一个奇特的民族。他们把自已
那一身花衣看得比生命还要贵重。

花瑶同胞虽历经磨难，但天生爱美。早在汉代以前，其祖先就“积
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其女子蓝
布衫，斑布裙”（唐魏征《隋书》）。花瑶人的衣衫有一种别具风格的装饰
——挑花。2006年，花瑶挑花被列入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个中珍品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美术馆、民族博物馆等收藏。
我国著名文学家沈从文先生称其为“世界第一流的挑花”。著名国画家
陈白一先生评价花瑶挑花为“具有国际水平的艺术”。

听说虎形山瑶族乡白水洞村5组一个八十多岁的瑶族老人家里，
有很多精美的花瑶挑花裙，我便冲动地再次踏上了去瑶山的路。

一路上，雾浓得像一盆稠稠的米浆，将整个瑶寨全部笼罩。路很
窄，坑坑洼洼，大水冲刷过的路面粗石露骨，车无法进寨，只能徒步。沿
着小径上行，穿溪流，跨石阶，越树林，看到一座木屋，屋前，有宽阔的沙
土坪。一个穿着瑶族服饰的老妇人进入我的视线。

老太太叫沈禾妹，1930年生，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进入她家，我
要老人找绣花裙出来看。她进卧室，拿出来一条，是条穿过了数年的旧
裙，主体图案是两条龙。裙子旧但干净，可以看出针脚很精细。我收藏
的绣花裙蛇和龙图案比较多，不在意这条裙子，但我赞美她的手艺，希
望看到她收藏的裙子。

于是，我习惯地和她拉家常，请她唱sai（唱歌）给我听。唱罢，老人
又去屋里翻自己的女儿箱。在花瑶，每个女人都有一个自己的女儿箱，
箱子里收藏着自己绣的花裙和属于女人的全部物品。

老人的箱子满满的，我发现了一条白布底子绣的裙子，那是孝裙。
现在的花瑶，已经很少能看到孝裙，如有，至少也是80岁以上的老人那
里才会有。这种裙子，她们不愿意卖出去，因为她们是留着要在过世时
穿着带走的。而且，我发现还有个特点，凡是家里收藏了孝裙的老人定
是非常精致的老人，她对自己的身后事非常重视。那么，老人收藏的肯
定就不仅仅是孝裙了，她还会留着绣花鞋，还有绣工精美的老裙。

果然，老人的箱子里就有这些物品，除了绣花鞋，箱子最底处还有两
条工艺精湛的老裙，一条虎豹图，另一条是蛇图。其实，这样的图案或许
容易发现，但泛出如此光芒的却很少见。禾妹告诉我，这是她1953年绣
的，她是早早就做好，留待自己过世的时候穿着它们走的。

我确信她的记忆，1953年绣的，那么，到现在已经有六十多年了，多么珍
贵！现在瑶族女人已经少见这样的老裙。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后，花瑶绣裙图
案有所改变，再无如此丰富的图案勾勒了。那么，这些老裙，只有两个功能了，一
是给我收藏做花瑶挑花博物馆，二是这个老人穿着带到另一个世界去！

我开始和她说，你愿意给我收藏么？她停顿了一会儿，回答我：我
要问下我的女，问她能帮我绣条一样的么？

她女儿叫画妹，嫁在飞水洞。瑶族的母亲和女儿是最亲的，母亲什
么都和女儿说，女儿什么也和母亲说。我多么希望，女儿能帮禾妹再绣
出一条这样的新裙子，这条让给我和更多的人欣赏啊！

最后的结果是，画妹说太难绣了，绣一条要一年多时间，还没有老
土布和纱线，她不愿意绣了！

很遗憾，禾妹的绣花裙，我没有办法带走。我要尊重她，让它们随
着主人，到另一个世界去。

大山深处觅挑花

本报讯 5月23日至24日，市旅游外事
港澳侨务局举办全市旅游安全监管、旅游统
计和项目申报工作培训，各县市区旅游局局
长，分管旅游统计、安全监管与旅游项目工
作的县市区旅游局副局长和工作人员，以及
全市旅行社负责人参加集中培训。

此次集中培训是按照省旅发委工作要
求，为加强我市旅游人才队伍建设，全力推
进我市全域旅游基地建设和旅游产业发
展，而进行的一次具有明确针对性、较强实
用性、内容系统化的培训。市旅游外事港
澳侨务局在授课老师选择、课程设计安排、
培训日程设定等方面，做了充分而细致的
准备。省旅发委旅游质量服务中心主任陆
术华、省旅游监管网运营技术总监杨政杰、
市安监局综合监管科科长朱勋、省旅发委
政策法规处科长罗恒、市法制办监督指导
科科长马凌峰、省旅发委产业发展处科长
刘鑫，受邀分别进行了旅游安全生产、湖南
旅游监管网应用、安全生产法、旅游统计工
作、旅游执法、旅游项目申报等方面的授
课。授课内容融理论性、实践性、知识性、
趣味性于一体，深入浅出，并将理论知识与
实际案例、现场演示巧妙结合，受到学员们
的热烈欢迎和一致好评。通过培训，我市
旅游工作者的服务意识、业务水平和综合
素质得到进一步提升。

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旅游规划、推进
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攻坚年，是旅游扶
贫和旅游产业发展的关键年。面对新常态、
新要求，市旅游外事港澳侨务局要求全市旅
游工作者提高认识、加强学习、埋头苦干，不
断夯实基层基础工作，坚持问题导向，聚焦
安全生产培训不扎实、安全生产事故处置预
案不完善，A级景区、星级宾馆安全生产责任
主体不清晰，旅游统计工作人才少、难度大，
旅游统计不全面、不精准，重大旅游项目数
量少、品质低，投资额度小、工程推进慢以及
旅游产业链条发展不均衡等问题，学以致
用，积极开创全域旅游基地建设、乡村旅游
和旅游精准扶贫等工作的新局面，为推进我
市旅游产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欧阳德珍）

全市旅游系统提升服务“练兵”忙

唐学伟

由中国政府主导的“一带
一路”高峰论坛日前落幕。峰
会刚结束，笔者就来到怀化洪
江古商城，探秘其在“一带一
路”上的历史地位。

众所周知，洪江历史悠
久，自古为驿站、商埠，明清时
期就成为了烟火万家的巨
镇。然而通常人们只看到，这
个古商城是以集散桐油、木
材、白腊、鸦片而闻名，其实，
用经济学来观察，用现代的语
言来表达，如果没有金融撬
动，它何以能成为中国大西南
地区经济、文化、宗教中心？
又怎能有“小重庆”“小南京”

“小香港”之美称？由此可见
金融极为重要的历史作用，这
也是为什么我国在主导“一带
一路”战略时，要创办“亚投
行”，因为任何一个大产业、大
战略后面一定会有一个“金
融池”。

到过洪江的游客都会知
道，现洪江城区是一座完整保存着明、清、民国时
期建筑及风情的古商城，被有关专家誉为“中国
内陆地区资本主义萌芽的活化石”，极具历史文
化保护和旅游开发价值。

中国最早的丝绸之路是3000年前商代开始
的水上丝绸之路。其路线是四川的物资经长江
转入酉水，经酉阳、秀山进入沅陵（古黔中郡府
地）的沅水，在湘西洪江换苗船经贵州黄平（古且
兰国旧址）到达清水江的源头，再换马帮进云南、
入缅甸或越南，最后经由陆路或印度洋抵达西域
（《寻找失落的中华文明：海上丝绸之路从古黔中
起航》）。作为海上古丝绸之路必经的重要中转
之地，洪江也就有了孕育和产生商城的机遇。

从地理上看洪江，虽属弹丸之地，却汇聚了
直通洞庭入长江的沅水、巫水和潕水，这几条支
流先后流入沅江，至此江面变宽，水势浩大，宛若
一股洪流，于是就有了“洪江”的称谓。

得天独厚的水运条件，使洪江自古以来就是
中国大西南重要的驿站和繁华的商埠。

明代嘉靖、隆庆之际，正值资本主义萌芽之
初，在中国的沿海地区商品经济已初具雏形，传统
的“四民地位”由“士农工商”转化成“士商农工”。
商业，以前备受冷落的末业，这时已被移民而来的
洪江商人所广泛认同。明清时期，洪江古城更是
成为湘西南扼守湘、滇、黔、桂、鄂物资集散通道的
商贸重镇，被称为“五省通衢”。明清以后，洪江商
贾云集，店铺如林，沅巫两岸千帆竞发。清康熙二
十六年（1687年），文人王炯在他的《滇行日记》中
有“烟火万家，称为巨镇”的记载，并以“商贾骈集，
货财辐辏，万屋鳞次，帆樯云聚”来形容洪江。

民国23年（1934年），洪江3.76万人中，经商
的就达1.3万人。据民国时期的《中国实业志》记
载，当时洪江的货币流通量居湖南省第二位，仅
次于今天的长沙。著名作家沈从文在《常德的
船》中这样描绘：“在沅水流域行驶，表现得富丽
堂皇，气象不凡，可称巨无霸的船只，应当数‘洪
江油船’。”据《湘水道查勘报告》，经常聚集在洪
江的这种木帆船便有511艘，可见市面之繁荣。
抗日战争时期，地处“大后方”的洪江出现过“战
时繁荣”，全国20多个省市和港澳台地区及外国
的商人纷至沓来，开设店铺达1300余家。请注
意，上千家商铺和数百条船只的背后，是这里的
23家钱庄，就是现在的银行。可以说，这是当时
中国大西南的“华尔街”。

由此不难看出，洪江古商城早在明清时，就
在古丝绸之路上有极其重要的占位。而这个重
量级的占位，离不开其重要的水陆交通的占位，
同样也离不开金融与商业的支撑。

从历史来看，“一带一路”湖南元素，从未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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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江古商城尖刃屋 胡光塾 摄

省旅发委政策法规处科长罗恒在作旅游统计工作培训

培训现场

在岩石上晒挑花裙的花瑶妇女们在岩石上晒挑花裙的花瑶妇女们

花瑶妇女展示精美的挑花裙花瑶妇女展示精美的挑花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