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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生命的列
车，不为谁停下……”新年伊始，一部几乎没
有做任何宣发的长篇电视连续剧《人世间》，
就在这如泣如诉的歌声里登上了央视综合频
道的黄金时段。有按时打开电视机习惯的
我，立刻被它打动了。

这部开年大戏就像大山里的迎春花，在
春阳里悄然开放，独树一帜，芳香温馨，撩动
了无数人的心扉。

50年的宏大跨度，重大历史事件无遮无
掩地回放再现，三线建设，改革开放，就业难
住房难医疗难……所有的苦难阵痛、快乐幸
福，都通过周志刚一家，以及他们周遭那些不
起眼的亲朋好友，不紧不慢，不疾不徐，不遮
不掩，细嚼慢咽，用最朴素最写实的细节和桥
段来展现演绎。让我等亲身经历过这半个世
纪生活的人也无可挑剔无比震撼，随着他们
的故事跌宕起伏，缠绵悱恻，痛苦抑或欢乐，
时时萦绕于心间。

剧中周氏一家，父亲周志刚乃八级技工，
威望十足；母亲居家，带大了三个孩子周秉
义、周蓉、周秉昆。上世纪60年代潮起潮落，
这家人也在时代浪潮里沉浮起伏，任由命运
驱使。周志刚响应号召参加三线建设去了重
庆，长子周秉义顺应潮流去了兵团，女儿周蓉
追逐爱情不告而别来到贵州山村……只留下
小儿子周秉昆与母亲相依为命。

其实这类故事在那个时代铺天盖地，并不
典型也无传奇，好就好在编剧用心导演用真演
员用情，点点滴滴濡沫柔心，用那个时代的人
情世故和风俗文化填满每分每秒，让你感觉那
就是我的经历，他们就是我们的化身。那些我
们都经历过的事情，他们演绎得如此逼真，所
有追剧的人都感慨，都唏嘘，都回味，再平视当
下现实，都在感恩这个伟大的时代。

就从男一周秉昆说起吧。俗话说：“皇帝
爱长子，百姓宠幺儿。”此剧编导却反其道而
行之。年纪小小的周秉昆一直处在哥哥姐姐

的学霸光环之下，生性愚钝，学习差，也就成
了父亲动辄责骂的对象。雷佳音扮演的这个
角色拿捏得非常到位，在父亲面前唯唯诺诺，
在母亲面前低眉顺眼，在朋友面前和和气
气。正因为如此柔弱的性格，骆士宾才看上
了他，让他去完成一件特殊的“任务”，他由此
结识了单亲妈妈郑娟，并因同情生爱，开始了
他们坎坷的生命之旅。

周秉昆虽然只有初中文化，却并不甘于
平庸，他不懈努力，终获成功，由没组织没单
位的社会闲杂成为了有编制有身份的事业单
位干部。可好事多磨，命运不济，一次次生命
的触礁让他航船颠覆。

编导匠心在于此，让周秉昆在生命低潮
时遇到了好女人郑娟。重庆籍女演员殷桃饰
演的郑娟，与之可谓珠联璧合，荧屏上的表现
算得上绝配。

这个女人面对现实逆来顺受低声下气甚至
以跪求恕，可是骨子里却有中国女人与生俱来
的倔犟和坚忍，她从不大声武气说话，可决断起
来毫不犹豫；她不拒绝施舍，但是也从不降低人
格。哪怕糊纸盒卖地瓜，她都堂堂正正地立
着，成了周秉昆一次次劫难中的最后的希望。

他们就这样互相搀扶着走过风风雨雨，
一起走向幸福的人生。看过殷桃很多影视作
品，郑娟无疑是她人物塑造的一个新高度，她
善良美丽心地柔软，不屈不挠坚毅隐忍，遇事
有主见，话虽不多，却彼时无言胜有言。

《人世间》的华彩篇章还有很多，周志刚
就是其中一个塑造得很成功的矛盾性人物，
他渴望子女成才，却又对幼子秉昆恨铁不成
钢，动辄打骂；他对女儿周蓉叛逆性的出走，
毫无对策鞭长莫及，却又不远千里去大山里
寻找她的踪迹。在对子女倾吐了心迹之后，
他和老伴风雪夜里牵手离开了人世间，成就
了生活中的一个传奇。

乔春燕也是值得说说的角色。同是重庆
妹子的黄小蕾把一个典型的东北女孩演得风
风火火泼辣刁蛮，敢恨敢爱追求幸福，无论沉
浮高下永远乐观开朗，为朋友两肋插刀从不

虚与委蛇，真真是女中豪杰。
剧中两位女干部曲秀贞和郝冬梅的母亲

金月姬，分别由张凯丽和宋春丽出演，也是被
演绎得有血有肉有情有义，一改往日影视剧
里此类角色的刻板形象。金月姬病重临终之
前特地请来省市领导，请求组织上安排周秉
昆提前几天出狱与家人一起过春节。按法律
行事又极富人情味，看到此处我泪溢眼眶。

这样的细节和桥段太多太多，可惜我不
能一一列举。此剧播出后为何叫好声不绝于
耳，我想和编导演员的极度用心精益求精，重
塑历史注重细节等等不无关系。

《人世间》所追述的年代，虽和笔者在一
条平行线上，但我时常想，我是不是另一个周
秉昆？好多追剧的朋友说，我们都是周秉义
周蓉周秉昆……这部剧把我们的那个时代描
写得如此栩栩如生。那些简陋的狭窄居室，
那些栉比鳞次的棚屋，那些蓝青二色的服装，
那些永不改变的陋食，那个时代的人情世故
生活方式，居然被严格地复制出来，让你无可
挑剔，让你触景生情，唏嘘不已。

这个时代很多人已经改变了阅读习惯。作
家梁晓声的百万字茅奖长篇小说《人世间》应该
没有很多人认真读过，但是随着这部连续剧的
热播，已有数以亿计的观众在追逐在热议，口口
相传，遂成口碑，掀起了阅读原著的热潮。

一大批中青年著名演员如雷佳音、辛柏
青、宋佳、殷桃、丁勇岱、萨日娜、宋春丽、张凯
丽、于震、黄小蕾等等，以真诚的精湛的演技
为该剧增色添彩。而巨大的投资，搭建六万
多平方米的“光字片”棚户区，50年时光所流
淌过的一切，都在剧中真切地再现，即便是糊
墙的旧报纸，每年更换的旧日历，一辆辆老式
自行车……以及那些过往平淡的日子，都会
勾起人们无限的回忆。

拍这样的正剧需要勇气，笔者向编导的
勇气致敬，向演员和所有的参与者致敬。新
春伊始，草木发芽，儿女长大，祝你不忘少年
样，也无惧那白发苍苍。我们像种子一样，一
生向阳，在这片土地，随万物生长。

《人世间》——

历史大潮中小人物命运的镜像写真

□韩毅

铜梁龙舞、梁平木版年画、彭水高台狮
舞、土家摆手舞……今年1月，按照文化和旅
游部统一部署，重庆“文化进万家——视频直
播家乡年”活动启动，50余项非遗代表性项目
通过短视频、直播等形式，在多个网络平台上
线，营造出欢乐、祥和、喜庆的氛围，让万千巴
渝儿女感受到家的味道、年的味道。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历史文化的遗存
和见证，也是展现民族和区域人文精神的窗
口。长江文化源远流长，孕育出了丰富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而长江重庆段，拥有川江号
子、铜梁龙舞、木洞山歌、梁平木版年画、大足
石雕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53项，以及市
级非遗项目707项、区县级非遗项目3770项，
是绚丽迷人的巴渝文化的生动注脚。

这些在特定的地理、人文历史环境中生
成、孕育、传承的地域性文化遗产，不仅充实、
丰富、繁荣着璀璨的长江文明，更彰显着重庆
的人文精神特质，提升着重庆人的文化自信，
为世界更好了解巴渝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
智慧、气度、神韵打开了大门。

活态传承
传统舞蹈在国内外舞台大放异彩

华丽大气的大蠕龙，翻江倒海的竞技龙，
红火璀璨的火龙……今年春节，在重庆欢乐
谷、磁器口古镇、安居古城等众多景区，铜梁
龙舞再一次惊艳了八方游客。

“中华第一龙”铜梁龙舞兴于明、盛于
清。清光绪年间的《铜梁县志·风俗篇》中就
生动记载了铜梁龙舞的盛况：“上元张灯火，
自初八九至十五日，辉煌达旦，并扮演龙灯、
狮灯及其他杂剧，喧阗街市，有月逐人、尘随
马之观。”

铜梁龙舞有大蠕龙、火龙、竞技龙、稻草
龙、荷花龙、鲤鱼跳龙门等30余个品种。其
中，代表品种大蠕龙造型独特，色彩艳丽，气
势磅礴，雍容华贵，既有传统的艺术风格，又
有浓郁的民族文化意蕴；火龙以铁水打金花，
辅以不同材质的导引火、口中火、脊上火、腹
中火、场中火、升天火等，组成一片狂热的立
体火阵，精彩热烈。

舞蹈技艺总体上追求灵活、大气，以大龙
具、大套路、大变化来体现大气势，因而凸显
出“大”的鲜明特色。舞蹈表演则起伏流畅，
张弛有度，环环紧扣，高潮迭起。

作为首批国家级非遗，铜梁龙舞其实不
仅是民间喜庆节令场合的“宠儿”，也是我国
重大庆典、活动中的“常客”。它先后参加了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50周年、
60周年、70周年国庆庆典，以及2008年北京
奥运会开幕式、上海世博会等重大活动，并多
次赴美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等20多个国

家和地区参加中外文化交流。
如今，铜梁龙舞因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

杰出的文化价值，不仅是重庆非遗饮誉全球
的一张耀眼文化名片，也是我国名副其实的
国家级文化品牌。

事实上，伴随现代科技走进日常生活，不
少传统舞蹈类非遗项目已经不太容易吸引年
轻人的目光，受众面越来越窄。

铜梁龙舞为何能“圈粉”无数？其秘诀
不仅在于铜梁“从娃娃抓起”，让龙舞进校
园、进社区，使其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和文化
基因，浸润在每一个铜梁人身上，给该项非
遗提供肥沃的传承土壤，还在于它在传统的
基础上不断进行创新，向着自由、欢愉、生
动、活泼等方向提升舞技，在龙身上加装
LED灯等，使之更加符合现代人审美，不断
焕发生机。

细梳重庆非遗，除了铜梁龙舞外，在国家
级、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舞蹈类别中，
彭水高台狮舞、土家摆手舞、石柱玩牛、大足
鲤鱼灯舞等，同样秉承着继承传统、改革创新
的精神，进行活态传承，大放异彩。

创造性转化
传统技艺登上高雅艺术殿堂

揉泥、制坯、打磨、刻花、上釉……在荣昌
区安富街道通安村，穿过一片柑橘林，拾阶而
上，一栋古色古香的四合院掩映在林荫中，静
怡、悠然、恬适，陶渊明“结庐在人境”之意境
油然而生。

叩开木门，90后小夫妻管永双和李云杉

正潜心制作陶器。
管永双于2014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

扎根安富钻研陶艺。在传承荣昌陶器制作技
艺的基础上，他更将时代审美编入传统技艺
中，对器型、颜色等方面进行了诸多艺术创
新，开发出一系列“植物灰釉”作品。

2017年，他的作品《痕》入选首届中国四
大名陶展；2019年，作品《陶瓷柴烧茶具组合》
获得第54届全国工艺品交易会“金凤凰”创新
产品设计大赛铜奖；2019年，作品《无象》被中
国美术馆收藏。

如今，管永双的作品广受消费者青睐，一
把壶动辄要卖上万元。言及成功，他对国家
级非遗——荣昌陶器制作技艺赞不绝口，“没
有这里的文化土壤和优质陶土，就没有我的
今天。”

古有“民窑不入典”之说。因此，荣昌陶在
官方史志中鲜有记载，但随着近年来的考古发
掘，已能清晰勾勒出它的历史轮廓。它兴起于
汉代，兴盛于唐宋，中兴于元明，复兴于清代。
荣昌陶博物馆现收藏着的一盏汉代陶灯和一
套汉代陶俑，距今已有2000余年历史。

清乾隆以后，荣昌当地先后开办了万顺
窑、向氏窑、磨子窑、下兴窑、万利窑、中兴窑
等，到清代后期，不但能成批生产细陶，且较普
遍地开始使用刻花和色釉装饰。“金竹山，瓦子
滩，十里河床陶片片，窑公吆喝悍声远，窑火烧
亮半边天……”流传至今的民谣，描绘的就是
当时荣昌鸦屿山制陶烧窑业的繁荣景象。

新中国成立后，荣昌陶业不但迅速恢复
和发展，而且改变了以前只生产日用陶的状
况，开始创新生产工艺美术品。1964 年-

1985年，荣昌陶曾代表中国工艺美术品赴日
本、斯里兰卡、智利等多国展出，并大量出口
欧洲、非洲、拉丁美洲、东南亚，出口总量达
276万余件，平均每年出口量在10万件以上。

最让荣昌人骄傲的是，它还曾作为国礼
赠予外国政要。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出
国访问，赠送了一只双色釉鱼耳罐给美国领
导人，后被收藏于美国国家博物馆。该耳罐
由国内知名陶瓷专家马高骧在荣昌研制，当
时共制作了两只，另一只现收藏于荣昌陶博
物馆。

如今，荣昌有陶瓷企业70余家，其中规上
企业26家、4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形成了日
用陶、工艺美术陶、包装陶、园林建筑陶等产
品体系，并正在创建“中国陶瓷之都”，力争到
2025年，形成陶瓷产业总产值约160亿元的
规模。

其实，不仅是荣昌陶，重庆漆器髹饰技
艺、永川豆豉酿制技艺、涪陵榨菜传统制作
技艺、荣昌折扇制作技艺、土家族吊脚楼营
造技艺、城口山神漆器制作技艺、合川峡砚
制作技艺、奉节夔梳制作技艺、璧山竹雕制
作技艺、垫江角雕制作技艺、万州谭木匠木
梳制作技艺等大量传统技艺类非遗项目，通
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传统非遗走
进现代生活，让非遗文化得到有效传承弘扬
发展。

创新性发展创新性发展
文旅融合让资源成为财富文旅融合让资源成为财富

“妈妈，快看，这个刺绣好漂亮哟！”“呀！

还有‘男绣
娘’，手指好
灵活，飞针走
线，就像在布上
跳舞。”在酉阳
5A级景区桃花源，
酉州苗绣坊成了游客热门
打卡地。“男绣娘”陈碧海更
是成了一名“网红”，身边常常聚
集不少游客拍照、录视频。

苗绣，被誉为“古苗文化的活化石”，是
市级非遗项目。它用色夸张大胆，以红、绿为
主，辅以其他色彩鲜丽的丝线，花纹稠密、富
丽堂皇，深受天南地北的游客喜欢，已然成为
游客争先恐后“带得走的记忆”。

58岁的陈碧海本是一名庄稼汉，家住酉
阳清泉乡茶溪村。1993年，他跟村里多数青
壮年一样外出务工，在湖南彬州不幸遭遇车
祸，左腿高位截肢、左手失去3根手指，伤愈回
家后，他一直赋闲在家，靠低保金度日。

2018年，由山东省文化旅游厅、重庆市
文化旅游委举办的鲁渝共建非遗扶贫培训
项目启动，陈碧海在当地政府关怀下，参加
了酉州苗绣培训班，并正式成为了一名“绣
工”。

“如今，我月薪1900元，有‘五险一金’，
不仅甩掉了穷根，还到全国多地进行非遗技
艺展示，甚至还出了一回国，到新加坡参加文
化交流。”陈碧海感激地说。

“我们借助非遗进景区项目，先后开设了
竹编坊、苗绣坊、织锦坊、染布坊等工坊，开发
苗绣、土家织锦、竹编等特色非遗产品和文创
产品，在丰富景区文化内涵的同时，也让游客
的旅行变得更能‘见人见物见生活’，增强了
景区的吸引力和竞争力。”酉阳桃花源景区相
关负责人称。

非遗不能“冻”起来，要“动”起来；只有
“动”起来，文化才能“活”起来。近年来，我市
通过“非遗+旅游”“非遗+乡村振兴”“非遗+
产业”等模式，进行创新性发展，探索出不少
非遗“火”起来的生动案例。

如，梁平木版年画、铜梁龙灯彩扎、綦江
版画、石柱土家刺绣、沙磁乱针绣等非遗项
目，作为一种活态的文化现象，不仅彰显了巴
渝儿女的美学视角，更将文化“软实力”变成
了经济发展的“硬支撑”。

我市的非遗项目种类丰富，包括民间文
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美术、传统戏
剧、曲艺、杂技、传统技艺、传统医药、传统体
育杂技和游艺、民俗等，是现存的、固化的巴
渝文化坐标，不仅展现了地域文化的代表性
和多样性，彰显出重庆的人文精神，也是汇
聚起了重庆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

传承弘扬发展长江文化，把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重庆非遗将绽
放出越来越绚丽迷人的光彩。

重庆非遗：巴渝文化的生动注脚

□陶灵

曾经的四川省万县港位于川江中下
游，为长江十大港口之一，港区属深水沱和
砂卵石河床，是天然锚区和优良的泊船港
湾。1959年 9月 1日前，重庆至宜昌、武
汉、上海的下水江轮不能夜航，全部夜泊万
县港。最多时，每晚停泊的客、货江轮达一
二十艘。

货轮不用说，船员一定会上岸找点酒
喝，舒展一下憋屈的筋骨，他们叫“扯地
气”。而客轮上的旅客天南海北的都有，对
陌生的万县怀着好奇感，闲着无事，也都上
岸驻足、观望、溜达一下。

岸边有一条马路名胜利路，精明的万
县人很有生意头脑，在马路边摆放上各种
地方土特产品：小竹篓包装的万县红桔、乖
巧土陶罐儿装起的忠州豆腐乳、可折叠的
手编水竹席、精致的藤编靠椅、自带天然纹
路的三峡石……热情地兜售给上岸闲逛的
旅客。街上还有小吃摊，卖卤鸡蛋、卤鸭
脚、卤翅膀……每个摊位点亮两百瓦的白
炽灯，弄得满街灯火通明，吆喝声、讨价声
此起彼伏，整条街喧嚣嘈杂，热闹非凡。后
来街上又有了万县小面、锅贴饺、蒸格格
儿、老火锅这些大摊点，摆满长长的胜利
路，颇为壮观。万县古为“万州”，因此称之

“万州夜市”。
20世纪90年代掀起的“告别三峡游”

高潮，把“万州夜市”推向辉煌，《人民日报》
也曾作过报道，使其享誉整个川江及长江
中下游。

2000年前后，方便、快捷、价廉的陆上
快速客运迅速并完全取代了缓慢、平稳，甚
至可以说是悠闲的纯粹川江客运，那种“百
舸”夜泊万州“千帆竞”的场景已不在。

一切都在消失和改变，万州人的精明却
没有变。“万州夜市”消失后，由它衍变的一
种城市夜生活文化“万州宵夜”却迅速兴起。

“万州宵夜”项目多、品种繁，有干锅系
列、汤锅系列、烧烤系列、面食系列。其中
的万州杂酱面和万州烤鱼是宵夜中的两大
经典。

万州杂酱面由红油小面发展而来，类
别和品种分为干杂酱、汤杂酱与牛肉、猪肉
杂酱，又引申出红烧牛肉、肥肠面，混杂着
红烧牛肉、肥肠的叫鸳鸯面。罐头厂一下
岗职工开面馆，做出的红烧猪肉完全是“罐
头味”，鲜而不腻，入口即化，干脆打出“罐
头红烧肉面”招牌。陆续还出现的有现炒
的老盐菜回锅肉面、鳝丝面、泡豇豆肉沫
面、洋芋肉丝面、泡椒鱿鱼丝面等等，粗略
统计不下三四十个品种。每个夜宵店侧重
的品种虽不同，但必有杂酱面。这些面食
统称“万县面”，或“万州面”。

万州杂酱面是本土的，而异常红火的
万州烤鱼源自巫溪大宁河烤鱼。峻秀的大
宁河为川江北岸支流，巫溪人盛夏时喜欢
在大宁河边歇凉，捕捉河里的鱼用文火慢
慢烤熟，再佐以泡椒合烹，一边享受美味，
一边歇凉。精明的万州人把这一吃鱼的烹
制方式发扬了，除泡椒味的外，又做成豆
豉、鲊海椒、香辣、鱼香味。最后还别出心
裁地把煮熟的白水面条倒进去，与烤鱼的
佐料干拌在一起，让食客饱餐一顿风味别
具的主食。

入夜的万州，街角巷尾、马路空坝、繁
华广场、风情滨江路……一个个热闹非凡
的宵夜点装扮着城市的美丽，让宾客领略
万州宵夜、走马观花夜市独特风景，已成为
万州人一项远近闻名的社交活动，更是成
为一种万州人的生活时尚。

万州夜市变迁

绚丽的铜梁火龙。
崔力 摄/视觉重庆

梁平木版年画国家级传承人徐家辉查看
印制质量。 刘辉 摄/视觉重庆

管永双正在制陶。
龙帆 何佩玙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