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短 评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爱国的同胞
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大刀进行曲》是麦新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它诞生在
中华民族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炮火声中，迅速传
遍大江南北，成为中国人心中永远抹不去的旋律。

慷慨激昂的进行曲中，“革命音乐家”麦新的名
字也深深镌刻进这片土地。在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
开鲁县，有一个镇、一个村都是以“麦新”命名的。

麦新，1914年12月生于上海。11岁时父亲去
世，依靠母亲缝洗做工为生。九一八事变后，17岁
的麦新在许多爱国进步人士影响下，参与抗日救
亡运动，以音乐报国，创作了多篇抗日救亡歌曲。
抗战胜利后，麦新调任内蒙古自治区原哲里木盟
开鲁县工作，领导当地的土改运动和武装斗争。

1947年2月，开鲁县第二次解放，麦新任中共
开鲁县委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等职，并主动深
入到匪患猖獗的五区万发永村开展工作。一到万发
永村，麦新就入农户、下田地，带领群众搞清算斗
争，组织春耕生产，培养发展了一批农村党员。1947
年6月6日，麦新遭土匪袭击，壮烈牺牲，年仅33岁。

麦新同志被安葬那天，开鲁县的父老乡亲纷纷
前去悼念，哭声震天动地。中共开鲁县委、县政府举
办隆重的追悼大会，并将五区命名为“麦新区”、万
发永村改为“麦新村”，表达对麦新烈士的怀念。

至今，麦新村的男女老少还传颂着一个关于
麦新的故事——麦新村的肖家有一个“传家宝”，
那是麦新烈士的半顶毡帽。

1947年3月，天还泛着冷，麦新来到万发永村
大柳树下教村民们唱歌。他看到有个村民光着脑
瓜，冻得瑟瑟发抖，便立即摘下毡帽，从帽檐处转
圈揭开，一分为二，把里边带粘毛的部分
戴在了这位村民的头上，自己却戴上了
薄薄的单层。

这位村民叫肖广清。当他满是冻疮
的耳朵被暖和的毡帽包住的那一刻，他
的心里热乎乎的，受到了深深的震撼：共
产党人就是有一顶毡帽，也要分一半给

老百姓的人。
在麦新革命精神的感召下，肖广清决定让自

己的弟弟参军报国。经麦新介绍，肖广清的弟弟肖
广珠成为一名光荣的革命军人。

1947 年 6 月 1 日，麦新带领通讯员王振江去
参加县委工作会议。6月6日返回途中，遭到土匪
包围。面对百余名土匪，麦新临危不惧，当即命令
王振江保护好党的重要文件返回县委报告，他只
身匹马与土匪顽强战斗，为王振江争取脱险的时
间。他独自占领一个小沙丘作为掩体，坚持杀敌，
身中数弹，最后壮烈牺牲在科尔沁草原上。

赓续红色基因，奋进伟大时代。2021年2月25
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召开，开鲁县麦新
镇凭借出色的脱贫攻坚“成绩单”，荣膺“全国脱贫
攻坚先进集体”。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麦新镇以“六个精准”为
出发点，坚持分类施策，全力推进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38 户贫困户种植水稻户均增收 8000 元以
上，42户贫困户发展林果产业人均增收4300元以
上，366户贫困户发展养鸽业人均增收1400元以
上，276户贫困户种植鲜椒人均增收1200元以上
……悠夫鸽业、麦新鲜椒、水泉稻米、林发果品四
大特色产业，惠及全镇3000多农牧户带动人均增
收1800元以上。

现在，麦新镇正积极探索红色产业发展新路
径，实施集红色教育、观光农业、生态旅游、军事主
题训练等于一体的融合发展模式，打造全方位、立
体化的红色教育基地。

草原儿女正在红色精神引领下，踏上更加辉
煌的新征程。

“半顶毡帽”映初心
通辽日报记者 贾 雪

“半顶毡帽”和“半条被子”一样，饱含为民初
心，尽显为民深情。

正是这一份份“半顶毡帽”的为民情怀，构筑
起党和人民的血脉联系，形成磅礴伟力，推动复

兴巨轮，驶向光辉彼岸。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

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历史警醒我们，始终和
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依然是我们新长征路
上的制胜法宝。

永葆初心方能守得民心。我们深信，会有更
多“半顶毡帽”的故事，感动我们、激励我们、引领
我们奋进新征程。 （贾 雪）

以初心守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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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1978 年，刘启后在隆回县机械厂工

作。一天，一名货运司机朋友上虎形山瑶
族乡运竹木，特意邀请他同行去拍瑶山。

虎形山，地处隆回县北部，藏在雪峰
山的崇山峻岭之中，平均海拔1000多米。
这里聚居着一支神秘瑶族，因山高路远，
鲜为人知。

一路颠簸初到瑶寨，迷人的山水风光，
原生态的人文风情，让刘启后热血奔涌、激
情澎湃。当他感受到当地群众的淳朴、厚道
与善良时，他决心要尽自己的力量，为美丽
的山寨和古老的民族部落做些事情。

后来，刘启后在《神秘的花瑶》前言中写
道：“我关注花瑶，最早是猎奇，慢慢地发现
这是一个民风新奇、怪诞、繁缛，也是一个热
情、纯朴、乐天、浪漫的民族。于是，后来我越
来越珍爱这个民族，开始不断挖掘、记录他
们的方方面面，包括他们的婚礼、葬礼、生产
方式、生活习惯、民俗节日、服饰文化等。”

刘启后结缘虎形山瑶族后，在研究民
间文化的路上，越走越深，越走越远。40
多年间，他500多次上瑶山采风，徒步几
十万公里，走遍每个村寨，访问了每家每
户，与瑶民同吃住、同劳动几千个日夜，还
同瑶民们一起度过9个春节。

在考察研究中，刘启后得知这支鲜为
人知的古老部落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花瑶”
的称呼，只是无人关注而默默无闻，于是他
在2000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说其是瑶，
其实他们的语言、服饰、节日信仰及其他习
俗,与‘瑶族’这个大家庭几乎没有雷同之
处。大抵因了寨子里的姑娘分外爱美，个个
着装艳丽绝伦……于是，人们便称其为‘花
瑶’了。”从此，“花瑶”这个名字就变得家喻
户晓了。其后，他又通过大量的文学、摄影
作品，将花瑶神秘独特的文化推向全国，带
进联合国，介绍给了世界人民。

奔走四方，振兴“非遗”

“几十年来，老后总是很忙。每天5点
多钟起床，晚上12点才睡觉。忙什么呢？
忙着下乡，忙着拍照，忙着为民间文化做
抢救性的资料整理与保存工作。”谈及自
己的丈夫，朱春英重复地说着：“一辈子，
他很忙，他很忙！”

2014年，刘启后当选“十大中华文化
人物”时，评审委员会对他的评语是：保护
民间文化的脚步从不停歇。

民间文化是中华民族根的文化，是人
类重要的文明遗产。华夏五千年的民间文
化，博大而灿烂，但在现代化的冲击下，许
多种类已身处濒危，抢救与保护刻不容缓。

为全面了解花瑶文化，刘启后把考察
研究范围由民歌、服饰、婚俗与节庆民俗，
放大到巫术、法事、医术、匠艺、绝技、体育
及乡土文学等诸多方面。完成了一部部厚
实的著作，填补了一项项花瑶文化空白。

上世纪 80 年代，刘启后又自费跑了
湖南省内的百余个县市，及周边相邻省
市，调研考察过上百种传统民俗。仅仅邵
阳范围内就有：梅山文化、滩头土法造纸、
横板桥民间木偶、湘中民间葬俗、邵阳布
袋戏、宝庆翻簧竹艺、邵阳羽毛画、武冈楹
联古村落等等。

在凭着一己之力挖掘、留存民间文化
的同时，刘启后四处奔走呼吁，希望社会各
界参与到民间文化的保护与利用中来。为
了把花瑶推介向全国，他曾提着几百张照
片，跑到天津去找冯骥才。当时，在一张张
地介绍照片内容时，他整整说了一天一夜。

就这样，刘启后凭借一双腿和一部相
机，与时间赛跑，把那些珍贵的民间文化
一点一点抢回来，一遍又一遍地展示与介
绍给世人。

在他的努力下，隆回的民间文化引起
了国内文化界的高度关注，在政府和相关
部门的支持下，2006年，面临消逝的“花瑶
挑花”“呜哇山歌”和“滩头年画”成功申报
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遍访梅山，苦寻“真经”

市社科联主席张千山回忆刘启后时
说：老后的贡献，在于他抢救性地调查与
记录了大批珍贵的民俗文化史料。比如：
花瑶挑花图案、呜哇山歌、梅山文化等等。

梅山文化，被学术界誉为湖湘文化中
最早的核心文化事象。为了记录、存留这
项濒临失传的文化，近几年刘启后将大部
分心力扑在了梅山文化的研究上。

为了圆梦出版一部全面、深刻介绍梅
山文化的图书《诡秘的梅山文化》，刘启后
携同他的老伴遍访山乡，寻访民间法师。
可是，最初没有一个法师愿意接受他们的
采访，更不用说配合他拍摄法事。因为，原
生态的梅山法事，有其神秘性，不随意对
外宣扬，更不允许外人拍摄。特别是，梅山
法师绝不轻易向外人展露他们的手诀。

刘启后历经重重努力，将心换心，赢
得法师们的信赖，取得了采访、拍摄机会。

梅山法事，一般是日夜连续进行。为
了完整的记录每一堂法事，刘启后常常请
求老伴朱春英一同“上阵”，一个记录，一
个摄影。

谈到拍摄梅山法事的艰辛，朱春英双
眼盈满了泪水：“去山区拍摄，交通不便、环
境恶劣、生活艰苦。尤其是每一堂梅山法
事，少则三两天，多则五天、七天，每每都会
从清晨持续到深夜，甚或到天明。整个过
程，我们老两口要寸步不离。一个漆黑的雨
夜，为了紧跟去山岭‘施法’的法师，老后一
脚踩进冰冷的水沟，摔得皮破血流，还折断
一条肋骨。有个冬夜，追拍法师祭水，他四
仰八叉倒在臭水沟里。有次我还摔断了手
腕，打着绷带依然坚持在乡间拍摄采访。”

就这样，老后与妻子采访了200多位
梅山法师，跟拍过数十堂法事，收集到上
百册秘不外传的手抄经牒复印文本，为梅
山文化留存下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40多年的艰辛努力，老后推动、引导
了梅山地域、花瑶族群的文明进步，增强
了这个地域、这个族群的文化自信。他曾
获：2014年十大中华文化人物、CSR中国
文化奖2015杰出贡献人物、全国非遗保护
十大新闻人物、全国传统村落守护优秀人
物中国文化奖-杰出贡献人物、中国百名
摄影英才等荣誉。曾应邀到清华、北大、中
央民族大学、国防科大等数十所高等院校
以及国家机关、大型企业讲座民间传统文
化140余场，并被多所高校聘为客座教授。

民间文化保护领域的“殉道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