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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高地之巅　 守护文化空间
　——访全国人大代表姚晓英

的书法家，或是在画卷中浓墨重彩的画

家，他们都在自己的作品中承载着几千

年来贵州文化的精神追求，寄托着艺术

情怀，同时也蕴含着文化内涵。因为热

爱，因为痴迷，他们的每一个表情、每

一个姿态，无不烙上贵州山水精魂与人

文气象的印痕。姚晓英，正是其中的一

员，一位干练而知性的文人。她积极推

进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在安顺

市西秀区连续组织八届屯堡山歌大赛，

发现培养了大批民间文艺人才；她积极

组织本土文化学者出版地方文学、文化

丛书，推动了地方文化的影响力，培养

和鼓舞了本土文学爱好者的热情；她积

极组建黔中组稿大联盟、黔中新视野工

作室等，为地方文艺新人搭建了创作平

台。进入姚晓英的微博和博客，你可以

看到风光美景、文学体悟，也可以点击

到“发展意见”、“规划纲要”的政论链

接，在寻找山水风物的同时聆听到她论

剑文化保护与发展。

屯堡文化执着的推广者

置身屯堡，处于自然状态中的600

多年前的生活方式提示着你，这里其实

就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民俗博物馆——　

石礅奠基、石块砌墙、石板盖顶，

隐蔽处留有枪眼，这里的民居仍保留着

浓郁的军事特色。大开襟长衫，两边分

叉，长及小腿，恰能覆盖绣花鞋的鞋口，

这里的妇女仍然保留着流行600多年的

服饰装扮。她们这样形容自己的装束：

头上一个要要（银簪子），脑后一个泡泡

（发型），耳上两个吊吊（银耳环），手上

两个道道（银手镯），袖上两个套套（袖

口上的装饰），腰上两个扫扫（扎在腰间

的丝头系腰），脚下两个翘翘（脚穿的

绣花尖头鞋）。这里的人很自豪地称自

己为老汉人，年长妇女要称姨妈或老太

太，青年男子则叫小叔叔……　

谈起屯堡和屯堡文化，姚晓英的神

经仿佛被触动了一般，顿时眉飞色舞。

公元1381年，为统一大明天下，明太祖

姚晓英，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文联主席。1986年加入贵州省作家

协会，200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快乐祈祷》、《来自这个世界》，教育随

笔《母子兵法》，长篇小说《默片时代》，长篇报告文学《滇黔桂期待辉煌》。

□本刊记者　 方震海　 李永佩

“贵州因文化而贵”，这是全国人大

代表姚晓英在赠送给记者《图说安顺》

一书时的赠言。

在贵州文艺界，活跃着一大批对贵

州文化有着强烈感情的艺术家，或是在

文字间恣意游走的作家，或是在影像间

天马行空的影视家，或是在音乐天地豪

情放歌的歌唱家，或是在纸上挥洒泼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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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发动“平滇”战争，30万南征大

军攻无不克，战争很快结束。然而，为

巩固西南边陲，南征大军留在了贵州腹

地安顺。时至今日，屯堡人仍以南京为

灵魂之根，保留着当时的文化习俗。每

年的阴历七月十四日是鬼节，也是屯堡

人放河灯的日子，他们希望借此把逝去

的先人们对家乡的思念送到遥远的南

京。手工的傩面制作、手工的祭灶糖制

作（这在江南已经失传），米花节的山

歌、春节的跳神，这些让很多人怀念的

农耕文明的画面在屯堡活灵活现。

“不可否认，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这

里保留了600多年的人文景观不会是一

片真空。屯堡文化与其他原生态文化一

样，接受着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冲击

和同化，面临着危机——缺乏文化继承

人的培养、文化的演出空间狭小等等。

屯堡的很多民俗活动、山歌传唱、地方

戏等也都陷入了保护困境。”谈到此，姚

晓英扼腕叹息。为加大对屯堡文化的保

护，姚晓英在她2008年当选第十一届全

国人大代表之后提出的第一份建议便是

《关于把安顺50平方公里屯堡立项为明

代民俗实景博物馆的建议》，之后她走

访了很多民俗专家学者，又多次向有关

部门提出建议。最终她的举动引起贵州

省政府的高度重视，2009年屯堡风景区

管委会在贵州省成立。“安顺地戏”作为

屯堡文化中最闪亮的部分，第一批被列

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但是，仍旧缺乏配套保护资金。于是，

她在2009年的全国“两会”上提交了《国

家应加大对西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力

度》的建议，建议国家充分考虑贵州经

济发展和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实际

困难，对进入保护名录的遗产，给予相

应的配套保护资金。该建议得到了财政

部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回应，当年，西秀

区公共文化投入便增至1600万元；从

2010年起，中央财政每年对列入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传承人给予

一定的资金补助。

“文化因人的生活而存在，是活态

的，因此，保护文化不仅是保护物质载

体，更重要的是保护人们的传统生活方

式、民族生活习俗和文明进步的轨迹。

只有唤起当地民众的文化自觉，确保当

地民众对自身文化的主体地位，捍卫日

常生活实践中的文化价值，才能科学地

认识和推动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而只有

认识到家乡文化的珍贵，民众才会爱惜

它、传承它、保护它。屯堡山歌是智慧

和美好的民间表达，是地方文化中最有

代表性的标志。‘对歌即赛歌’的传统

赋予了它别样的妩媚——带着聪明，带

着智慧，带着快捷的反应。对歌的人要

是反应慢点，就会听到对手的讽刺，再

任凭旁观的人放开嗓门大笑。举办山歌

节是一个好的载体，它向世人展示了屯

堡文化，也激发了屯堡人传承自己的文

化。”自2002年起，姚晓英便以亦官亦民

的身份策划、实施和推动屯堡山歌节，

如今，已成功举办八届。屯堡山歌节已

成为宣传和传承屯堡文化的一个良好的

载体，越来越多的人被山歌所吸引，逐

渐参与到“尖叫”中来。不仅如此，山歌

成为农民富裕起来的文化元素之一。现

在请一个山歌手出场两小时，要200元

到500元，甚至更多，而过去仅仅就是

请吃一顿饭而已。“文化保护不仅仅是

靠财政的大力扶持，守土有责，我们做

的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同样能发挥很大的

作用。因此，我们也会继续积极探索新

的方式、新的渠道来保护和传承我们的

屯堡文化。”姚晓英的话语中透露出一

丝自豪，但更多的是一份坚定。

冀保护与开发共赢

“一首亚鲁王的古诗走过了几千年。

没有自己文字的西部苗族以心灵记忆的

方式，口口相传世代传承。它不应该在

自己还没有被完全认知的情况下就消失

在现代化的进程当中。”谈到《亚鲁王》

史诗，姚晓英忧心忡忡。

那何为《亚鲁王》史诗呢？面对记

者的疑问，姚晓英娓娓道来。《亚鲁王》

在贵州麻山地区流传，长约两万六千

行，所传唱的是西部苗人创世与迁徙、

征战的历史，其主角苗人首领亚鲁王是

被苗族世代颂扬的民族英雄。长诗以铿

锵有力的诗律和舒缓凝重的叙事风格，

生动地讲述了西部苗人的由来和迁徙过

程中波澜壮阔的场景，更有一个族群从

此刻存在的世界到亚鲁王的世界里需要

记住的若干警语，在生者和死者之间往

返的东郎（歌师）是传承者。只要听到低

沉苍凉而悲壮的《亚鲁王》诵歌和急促

的鼓声，在黑暗寂静的夜幕中，荡气回

肠地在麻山深处嶙峋山石丛中的苗族山

寨与山谷之上萦绕，苗人们便意识到，

这神圣的声音在通报，又一位亚鲁王子

孙的俗世生命走完了他的历程，开始通

过神圣的葬礼仪式转换成神圣生命走

向东归的征程。声泪俱下唱诵英雄史诗

《亚鲁王》的东郎和悲伤的苗人们，在庄

严神秘的葬礼仪式语境中，相信这一诵

歌是有超凡力量的神圣苗语。

“近年来，国家非常重视濒危少数

民族文化的挖掘整理工作，《亚鲁王》史

诗的惊艳问世就受益于国家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工程”，姚晓英说，“这部史

诗的问世，是世界史诗的一个大惊喜，

它的文化价值可与藏族史诗《格萨尔王

传》、蒙古族史诗《江格尔》和柯尔克孜

族史诗《玛纳斯》比肩，在文化大同趋势

不可阻挡的21世纪，发现一部活在口头

的史诗，意义可想而知。这部史诗改变

了中国‘北方有史诗、南方有诗歌’的

传统文学版图，‘既有民族生活故事又

有英雄创世传奇’也让其成为世界文学

宝库弥足珍贵的组成部分。此外，《亚鲁

王》大多数情况下是在送灵仪式上唱诵，

为仪式服务，受仪式制约，在传习过程

显示出诸多特有的规则和禁忌，这也为

已发现的人类史诗谱系增添了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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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没有文字，这部与《诗经》同

时代的古老史诗通过口头吟唱传承数千

年。如今，能完整唱完整部史诗的东郎

只有100多人。老东郎逐渐老去而年轻

人离开家乡，民族文化田野工作者只能

通过与时间赛跑，竭力避免人亡歌灭。”

姚晓英呼吁，应对濒临消亡的史诗进行

特例的处理，设立专门的苗族文化保护

园区，给予国家资金和政策的倾斜，并

考虑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有机结合。

“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的定义注

定了它不能随意被开发，不能任意被市

场化的进程改变、扭转。这就需要国家

的资金对这个文化版图的维系进行倾

斜。但文化是多元的，文化本身的属性

不排除它有文化产业开发的空间”，姚

晓英希冀在《亚鲁王》史诗的保护与传

承中能够做到保护与开发共赢，“族群

生活和东郎吟唱传承是维系《亚鲁王》

史诗这个文化生态的纽带。在为麻山地

区农民解决脱贫之路的途径设计时，可

以将文化保护计划作为首选方案，用文

化传承产业解决后继无人的问题，同时

也在文化合理、适度运用中让农民可以

依靠民俗文化旅游实现收入增加，这样

亚鲁王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的族群空

间也因此得以保全。”　在设计保护园区

框架时，姚晓英认为要重点实施两个项

目：一是建立史诗传承传习所。二是将

在亚鲁王史诗中吟唱的地名、故事对照

实际的景点打造精品民俗旅游点，鼓励

社会资金进入保护园区进行景点开发；

在民俗精品景点项目实施业态控制，使

得麻山腹地农民在自己文化的孕育中改

善生活现状、维系文脉传承的目的得以

实现。

呼吁文化资金拨付更加科学

“在今年的财政预算报告中，有两

个靓丽的数据——2013年，中央财政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540.54亿元，增长

9.3％。资金投入重点包括深入支持文

化产业发展、鼓励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

以及大力支持红色文化资源、文物保护

重点工程、水下文化遗产和大遗址文物

保护等等。这说明，财政投入把文化放

在了更重要的战略位置。文化建设需要

很多条件，其中很重要的就是中央财政

的投入。从整体看，目前文化投入增加

的比例是很大的，支持力度也进一步加

大。这意味着财政文化投入稳定增长机

制正逐步建立和健全。”姚晓英对中央财

政对文化投入增加的力度表示了肯定。

“但投入对象与投入流程的科学性

还有待商榷。”姚晓英话锋一转，对财政

资金如何有效投入提出了建议。她指出

财政投入应该重点且直接地投向文联、

广告创意公司等有文化创意能力的团

体，要简化资金拨付流程，更多、更深

入向民间艺术、民间艺术家倾斜。她进

一步解释道：“我国目前虽然已经是经

济大国，但文化产品和文化产值与经济

在世界排名第二之间形成很大反差，究

其原因就在于文化产业缺乏原创动力与

创新能力。比如许多电视节目就是在复

制国外的一些优秀节目。而原创动力缺

乏的根源就在于我们缺乏对本土文化

的敬仰和尊重，使得本土文化因为外来

复制的低成本泛滥而遭到伤害。这种现

状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文化大繁

荣和大发展需要具体的载体展示，而人

才，尤其是创新型人才无疑是文化产业

发展的关键。”接着，姚晓英介绍了安顺

市文联自2012年对20个艺术名家授牌

以来所创造的成绩，她认为这是人才被

认可、被尊重后发挥作用的诠释。“这

是第一次打破城乡界限为农民授予艺术

名家称号的尝试，授牌后，民间艺术家

在自己行业的领军作用明显增加。挂牌

的确鼓舞了民俗文化传承人的士气与

热情，蜡染行业的艺术研究、傩雕产业

在民俗元素的保护与利用方面有明显

提升。一年来，20个‘艺术名家工作室’

中，有8个名家获省级以上大奖或入展

两会之声　CHINA　STATE　FINANCE

省级以上大展，有3家工作室年平均收

入高达500万元以上。”　但这样的尝试个

例与太多需要得到传承与发展的民间艺

术项目相比太过单薄，姚晓英指出，实

际运用过程中，民间艺术更多是在其自

生自灭的过程中，资金拨付流程线路过

长、过远是民间艺术发展面临的最大问

题，很多事关民间艺术保护与发展项目

资金离需要资金的民间艺术太远，民间

文化研究成果得到申报和认可也离真正

的“田野守望者”太远。得不到充足资金

的扶持，民间艺术家的创作能力和激情

就受到了抑制，这对本土文化的传承与

发展极为不利，也无益于本土文化产业

的发展。另外，贵州正在实施“5个100”

工程（即100个旅游景点、100个示范小

城镇、100个产业园区、100个城市综合

体、100个现代农业高效示范园区），这

需要很多文化新产品、新创意解决贵州

旅游产业此刻面临的诸多不足，如贵州

旅游拥有硬性的得天独厚的自然旅游资

源却缺乏具有人文情调的软环境，而文

联8个协会的艺术家是以创意为目的探

索生活的，可以在导游词创作、旅游推

荐产品创作、文化产业创意方面做很多

工作，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文联的经

费拨付和文化产业经费的拨付完全是两

条道，有资格获取经费的部门没有人才

资源，有人才资源的部门没有畅通的资

金拨付渠道，这样的现状对文化产业发

展和艺术家的创造积极性有极大伤害。

“因此，我建议对来自民间的艺术家和

民间工艺产品从制度层面给予保护和扶

持。对资金使用效率做精确化计算，在

资金拨付流程上更简便快捷，让民间文

化守望者得到更多从形式到内容的尊

重，彰显民间艺术和民间艺术家价值。”

“文化产业发展最好的导向就是，

对国家扶持的文化产业项目从投资流程

到竞标流程和实施验收流程均向社会公

布，这样才能吸引有才之人对文化产业

的介入。”姚晓英一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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