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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着艳丽服装的木偶随着他手势
摆动，带着浓重地方口音的唱腔讲述着
精彩的故事，口中的“叫子”，间或吹出
惊讶、慌乱、兴奋等不同情绪的声音
……这就是邵阳布袋戏。

66 岁的湖南省邵阳布袋戏传承人
唐平清近日带着这个独具特色的戏台
来到邵阳县塘渡口镇蔡山团村。当
天，他要为村里的老人和留守儿童表
演《西游记》里的经典片段。没等表演
开始，台下几条长凳已坐满观众，静等
好戏开始。

邵阳布袋戏，因表演艺人藏于布袋
戏台内，用套在双手指上的木偶表演戏
文而得名。据民间老艺人介绍，传统的
邵阳布袋戏台是一个“像庙不是庙，像
轿又不是轿”的用木头制作的小亭阁，
三尺见方，前面有两根木头雕龙画凤戏
柱，顶部为飞檐趐角，走路时挂在担子
的一头，演出时亭阁周围挂一床蓝色幕
布，艺人藏在幕布后演唱，双手套戴木
偶在台中表演。

在这个戏台上，虽然只有一名艺人

表演，但并非“独角戏”。邵阳县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原负责人杨拥军说，
邵阳布袋戏表演者往往一人分饰多个
角色，生旦净末丑可以一人包揽，既能
表演文戏，也能表演武戏，还要兼顾吹
拉弹唱，“如果不知道底细，观众会以为
是很多人在同时表演。”

邵阳布袋戏至今已有六百余年历
史，发祥地白竹村燕窝岭位于邵阳县九
公桥镇。布袋戏的道具有不少，最主要
的是不同造型的木偶。在布袋戏最兴
盛的年代，曾有《西游记》《三国演义》等
经典著作里的部分人物木偶，还有狮、
虎、马、龙等动物木偶，以及刀、斧、枪、
棍等木制小兵器。

上世纪 90 年代以前，由于农村地
区文化生活较为缺乏，邵阳布袋戏曾广
受欢迎。1974年，曾是木匠的唐平清跟
着一位民间老艺人从湖南一直表演到
广西，19 天时间里，他白天跟着赶路和
表演，晚上就学各种剧目。回到家里，
他凭借记忆摸索着雕刻出了全套木偶，
第一天登台表演就被观众强烈要求加

演一场。
在广播电视、影碟机等广泛进入农

村家庭后，邵阳布袋戏就逐渐失去了市
场，日渐冷清的观众席一度让唐平清萌
生退意。但他始终没有放下这门艺术，
几十个木偶和戏台被他珍藏在阁楼上，
每年夏天都拿出来晒一晒。

2006 年，邵阳布袋戏被列入第一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个
消息公布的当天，唐平清自发为群众
表演了一场，一下子唤醒了老人们心
中的记忆，也激发了年轻人和孩子们
的兴趣。

杨拥军说，近年来，邵阳县专门采
取“一人带一徒”等方式，鼓励唐平清等
传承人将布袋戏艺术传授给更多的年
轻人，使得这一诞生于地方、流传六百
余年的传统艺术得以传承下去。

如今，唐平清和他的邵阳布袋戏仍
然活跃在农村舞台上，他一个人就可以
表演36种剧本。“只要大伙儿愿意看，年
轻人愿意学，这门艺术就会一直流传下
去。”唐平清说。

邵阳布袋戏：一个人的舞台剧
席敏 刘芳洲

上午10时，河北省张北县黄花坪茴菜梁村66岁
的老汉张成放下碗筷，一抹嘴边的“油花花”，准备去
马场“上班”。

张成的身后是一座简式北欧风情的民宿院落，
这个小院既是他得意的新居，也是天路游客住宿休
闲的“驿站”。来这儿入住的人看到张成都会亲切地
喊一声“房东大爷好”。

“装修新房我没花一分钱，房子租给他们任凭
‘折腾’，我只管收租，加上在马场的收入，一年赚个
5万多元问题不大。”张成说。

张成口中的“他们”，指的是王国旺和他的一班
人马。4年前，这个“外地人”带着他的一套新模式，
借力当地政府鼓励发展旅游扶贫的东风，通过租用
和翻修当地村屋，打造“村民做房东，开放农家院”的

“乐筑庭院”，将茴菜梁村送上了“蜕变”之旅。
先前的茴菜梁村，土瓦泥墙，破败不堪，偶尔刮

上一阵旋风，漫天沙石。那时村民们面朝黄土背朝
天，打理着眼前的一亩三分地。但是，种出来的“山
药蛋”仅够自己的口粮，再养些牲畜，年收入最多也
就一两万元。

被誉为“中国66号公路”的草原天路风景名胜
区，是张北县政府依托坝上原生态自然景观，累计投
资5亿元打造出的旅游名片，而茴菜梁村就紧挨着
这条黄金路段，拥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优势。

“人越穷越没啥想法，饿不着就行了。”张成坦言，那时村里也想
过借势做大旅游文章，只是缺一个契机，没人够胆打响“第一枪”。

于是，当王国旺的团队开始接触张成时，老汉二话没说，摇身一
变从庄稼汉做了“包租公”。短短数月，家里的几间土坯房变成了新
民宿，小院里甚至装上了微型景观瀑布。如今，茴菜梁村村民发展旅
游产业的意识提高了，村容村貌、人居环境得到改善，茴菜梁村作为
天路风景中的一部分显得不再突兀，青瓦红墙、花圃流水，小院的存
在让天路沿线更添意境。

“之前和地打交道，现在跟人打交道，见世面了，普通话也能扯两
句。”在民宿做保洁的村民王玉芳感慨颇多，“城里游客对卫生要求
高，打扫房间规矩也多。我做了两年多顺手了，儿子说家里也弄得跟
酒店似的。”

近年来，张北县像茴菜梁村一样，依托旅游资源转变发展模式的
村庄越来越多。目前，天路周边已建成农家院300余家，人均年增收
1万元至2万元。另外还雇用沿线劳动力相对弱、经济不宽裕的贫困
农民300多人，从事天路沿线的卫生清理、交通保障，每人每月可得
薪金3000元。

草原天路、中都草原、元中都遗址、后大营滩……旅游产业已经
成为张北县脱贫致富的重要支撑。这个坝上小城正努力推动“旅游
翻身仗”与脱贫攻坚战的深度融合，大力提升旅游发展水平，扩大旅
游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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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腔没腔，要调没调的老周，成了村
里的音乐“指挥家”，这在楼子河并不是
个新鲜事。65岁的周莹贤是河南省鲁山
县瓦屋镇楼子河村的党支部书记，村民
现在喜欢叫他“周团长”，艺术团的“团”。

还没踏进老周家的院门，就听到热
闹一片。院子里大块遮阳布下，几个村民
在排练豫剧现代戏《看看楼子河》；堂屋
里乐器队的大爷们正在磨合新的曲子；
东偏房的门紧闭着，几个刚化完妆的“演
员”在里面换演出服。

“这句的唱法得改，到这一句时你得
往前走两步。”老周一刻也不闲着，他说，
曾经的楼子河也很“热闹”，不过，是搓麻
将、吵架的热闹。

楼子河村位于伏牛山下，人多地少，
村民靠外出收捡破烂谋生。“年轻人大部
分都出去了，老人和妇女留守在家，到了
晚上都是搓麻将和串门扯闲话声，闲话
多了，矛盾就多了。”老周说，一年下来啥
都干不了，全忙着调解纠纷了。

人不振，心不齐，不少投资企业纷纷
绕过楼子河。老周寻思着，“破烂王”村不
能一直破烂下去。一次外出考察学习，老
周听说河南要组织一批文化志愿者团队
到农村，帮助农村建设“乡村音乐厅”，丰
富农民文化生活。

了解一圈，老周坚定了一个想法“楼
子河要变样，搞活文化是个办法”。老周
当即组织村两委开会，召集党员东拼西
凑出了 12 个节目后，便去市里争取试
点。2016年12月，河南省首批“乡村音乐
厅”在楼子河村启动，河南省文艺志愿者

团队走进了楼子河。从此，楼子河的文化
生活就没有间断过。每周五下午到周日，
文化志愿者都会赶来，在村民中开展舞
蹈、戏曲、音乐等方面的培训。

从没摸过乐器的 61 岁村民刘画专
门买了一架电子琴。“刚买的时候大家笑
话我，说你一个抡锄头、拿锅铲的人还整
那洋玩意儿。”刘画不服气，认谱子、练指
法，在文化志愿者的帮助下，现在能弹上
二三十首曲子。

“过去天天闲在家，麻将搓得身体
乏。”说起过去的生活，60岁的村民雷琴
不好意思地摆摆手，如今她是村里舞蹈
队队长，曾经的牌友也变成了队友。

楼子河的变化，文化志愿者王巍看
在眼里。“第一次来村里培训，只来16个
村民报名，怕出丑中途跑了8个，现在多
的时候能有上百个村民参与。”王巍说，
有的上完课还拉着我们，说“去我家吃小
锅饭，咱俩再聊聊那段戏”。

“乡村音乐厅并不是要建一个带顶
的房子，而是帮助农村开展文化活动，挖
掘乡村文化能人，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
力，为农村留下一批永不撤离的文艺队
伍。”王巍说。

如今，楼子河不仅组建了舞蹈团、戏
曲团、器乐团，还成立了艺术团，组织村

民创作了30多个充满乡情、乡音、乡味
的文艺作品，举办乡村“春晚”、节庆演出
等，受益群众达5万多人次。

村里小学的文化课堂也红火起来。
“以前没有专业的老师，孩子们都是跟着
播放器学，现在，志愿者在学校办了合唱
班、舞蹈班、足球班，孩子们基本都能找
到自己的兴趣。”位于楼子河村的瓦屋镇
第六小学校长李莉说，这些以前唱歌全
靠“喊”的山里娃，不仅在县里拿过奖，还
去省里演出过。

新“声”带来新生。如今，“乡村音乐厅”
不仅成了楼子河村的文化符号，还成为提
升乡风文明、村民增收致富的“金钥匙”。

“丰富的文化生活不仅聚了人气儿，
还聚了心气儿，村里打麻将的少了，矛盾
纠纷也没有了。”老周说，村里把每月农
历初九至十一定为农产品交易会，村民
守在家门口做买卖，不少在外能人纷纷
返乡创业。目前，村里60多个香菇大棚
丰收在望，红色教育基地、农贸市场正在
规划中，贯通村中的柏油马路也开始扩
建。“日子就得唱着过。”老周说。

夜幕降临，楼子河村北边的文化广场
上，汇集的人越来越多，有跳广场舞的，有
排练“三句半”的，还有在广场上纳凉看节
目的，如今的楼子河每天都欢声笑语。

楼子河的新“声”与新生
史林静

“郭爷爷教师节快乐！”
“感谢郭老师像父亲一样的

关怀，祝您教师节快乐！”
……
9 月10 日，93 岁的郭斯行手

机里不断蹦出来自不同年龄段
学生的问候。

1954年，郭斯行退伍后回到家
乡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成为一名
小学老师，讲台一站就是近30年。

遂川县地处罗霄山集中连
片特困地区，是国家扶贫开发工
作重点县。年近70岁的学生刘雅
场回忆说，她8岁那年高烧不退，
郭老师把她背到卫生院，还把从
部队带回家一直舍不得喝的牛
奶给她补营养。

曾经农村教育条件落后，师
资力量短缺。1981年，郭斯行因身
体原因走下讲台，但退岗不退休，
继续担任免费的课外辅导员，义
务辅导并资助贫困学生读书。

郭斯行家的平房中摆着几
套桌椅，最多时挤满 30 多位学
生。房子虽有些老旧，却整洁雅

致，柜子上摆着一排大小不一的
罐子。郭斯行说，孩子们正在长
身体，罐子里装着各种口味的坚
果，给他们补营养。

“90 后”郭斌燕小时候也是
郭老师义务辅导班的学生，今年
大学毕业的她主动申请到遂川
县深山里的堆子前镇久渡小学
任教，立志成为新任“郭老师”。

直至今日，郭老师仍坚持对
学生义务辅导，他把授课的地方
称作“开心园”。几十年来，郭斯
行累计辅导学生近2000人，累计
捐出助学物资和现金十余万元。

其实郭斯行家并不富裕，他
平日生活也十分简朴，家里毛巾
用到脱色还舍不得扔。就是这样
一位勤俭的老人，却立下遗嘱，
去世后儿女要继续用他的存款
资助需要帮助的贫困学生。

在郭斯行的言传身教下，儿
女郭雄飞、郭淑芬以及孙女郭莉
莉纷纷站上三尺讲台。一个个

“郭老师”接力，让这个称号在山
区孩子的口头不断响起。

“郭老师”的讲台接力
熊家林

大吴泥塑，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是中国三大泥塑之一，因
发源于广东潮州市潮安区浮洋镇大吴
村而得名，至今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

今年 64 岁的吴维清从小随父学

艺，醉心于大吴传统泥塑、贴塑艺术，
2018年当选大吴泥塑的国家级代表性
传承人。为了将这项传统技艺传承下
去，他的儿子吴漫大学毕业后回到老
家，跟随父亲继续磨练手艺，34岁的他

已成为大吴泥塑的市级传承人，在
2018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上
获得泥面塑项目第三名的成绩。

新华社记者 邓华 摄

今年 65 岁的长春市民
蔡洪文退休前是一名报道体
育新闻的摄像记者，滑雪是
蔡洪文最喜欢的运动项目。
每年冬季，他都会约上三五
好友，向着雪山之巅进发。
2019年，吉林北山四季越野
滑雪场投入使用，这让蔡洪
文在夏天有了新的去处。炎
炎夏日里，他经常“躲进”滑
雪场，尽情享受夏季滑雪的
奇妙体验。

除了滑雪，在夏季，蔡洪
文还热衷于滑轮、帆板、骑马
等多项运动，并不断“解锁”
新技能。“我十分享受运动健
身时挑战自我、突破极限的
成就感。”蔡洪文说。

新华社记者 许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