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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冈市原石羊乡（现已并入迎春亭街道）

黄沙村的“走马灯”民间舞蹈，承载着丰富的

历史底蕴，自元末明初起，已跨越六个多世

纪。这种艺术形式，由黄沙村杨姓居民在春

节、丰收庆典、祭拜先人及迎接贵宾等场合表

演，既彰显了民间艺术的独特风采，也传递了

深厚的爱国情感。

石羊走马灯起源于该村杨姓居民对民族

英雄杨家将的敬仰。历史上，杨家将以勇敢抗

敌著称，为国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与努力。为

了传承爱国精神，杨姓居民将杨家将的事迹

融入舞蹈之中，通过舞步重现战场景象，生动

体现了冷兵器时代的激烈战斗。

石羊走马灯的表演形式多样，巧妙地塑

造了杨家将中穆桂英、杨宗保等人物形象。采

用京剧脸谱化的表现手法，既凸显了角色的

性格特点，又充满了地方戏曲的韵味。舞者在

鼓点和唢呐的激昂节奏中，展现了战争的各

个阶段，如出征、布阵、破阵、激战及胜利等，

其阵法多变，如龙摆尾、长蛇阵等，既体现了

战争的残酷、悲壮，也展现了我国古代军队的

智慧、勇敢。

石羊走马灯被纳入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随着时代的变迁，石羊走马灯的传承

面临挑战。黄沙村杨姓居民坚守传承历史、弘

扬文化的信念，积极参与文化活动，不断创

新，将现代元素融入舞蹈，使

之焕发新的时代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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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新宁县一渡水镇的

诗意古村落——西村坊，承载

着悠久而深邃的历史文化底

蕴。这里的古民居建筑群，以

其显著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

值，备受推崇。村落群镶嵌在

如画的山川之中，距离县城70

公里。2011 年，它荣膺湖南省

政府评定的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之美誉。

源自明朝时期江西的迁

徙之旅，西村坊的先辈们在此

筑起了李氏家族的家园。整个

村落坐北朝南，背倚青翠的后

龙山，前瞻雄伟的马鞍寨。一

条曲折如丝带的“S”形小溪穿

村而过，将谷地巧妙地划分为

东西两片，形成了一幅蕴含道

家哲学的阴阳太极图。古民

居、会馆和祠堂河西一隅，宛

如“鱼眼”般璀璨，错落有致地

向上延伸，彰显出非凡的布局

之美。

始建于清朝乾隆十七年

（1752 年），这个建筑群在当

年便已完整呈现，涵盖住宅、

会馆和宗祠三大区域，总面

积高达 6218 平方米。遗憾的

是，会馆与宗祠分别在 1985

年和 1993 年遭遇不幸，被损

毁。西村坊现存住宅面积为

3168 平方米，蕴含着超过三

个世纪的悠远历史。这个散

发着江南文化独特韵味的古

院落，以三纵三横的格局排

列，构筑了九座别具一格的

四合院。院落之间，以统一的

鹅卵石铺成的梅花图案路面

互连，建筑风格严整有序，展

现出一种雄浑古朴的气势。

飞檐翘角与精致的雕花装饰

点缀其上，为整个建筑群增

添了无尽的韵味。

内部采用全木结构，外部

则以鹅卵石和洁白粉刷的墙

体为特色，每座院子都配有一

个精心设计的石砌天井。门窗

上刻有各式精美图案，洋溢着

古朴典雅的气息。如今，这座

古民居群已然蜕变，成为当地

乡村振兴和文化旅游的新地

标，吸引着无数游客慕名而

来，探寻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和

独特的美学魅力。

古村落西村坊： 一砖一瓦一木，见证时光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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