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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江这座城的文化历史，不敢细
说，一旦细说起来，一口气能捋到很
远很远。但凡您非要聊一聊，那也可
以慢慢道来。

石鸡坨，黔江区一地名。这地名
由来已久，而今，与之搭配，让人印象
深 刻 的 则 是 黔 江 的 一 张“ 新 名
片”——石鸡坨土陶。

石鸡坨土陶手工作坊位于濯水
镇与冯家街道交界处的阿蓬江畔。
石鸡坨土陶始于宋朝末年，距今1000
余年历史。相传，石鸡坨刘家原为刘
邦的后代，王莽篡位后流落民间，为
躲避追杀逃至黔江，在石鸡坨发现陶
土后，靠制陶瓷维持生计，这样便定

居下来。也就是从那时起，石鸡坨才有了土陶制品作坊，使刘氏家族的制陶绝技得
以流传下来，至今仍保存着宋朝时的陶窑遗址。

历经千年未曾衰败、没落，在刘氏家族第29代传承人刘沛良看来，就是“怀匠
心、践匠行、做匠人”。

传承历史文化，“原汁原味”是一个关键词。石鸡坨土陶采用纯手工艺、土法制
作，其制作的土陶具有壁薄体轻、造型古朴但不乏美观、注重实用性与观赏性于一
体的特点，其土陶器物最薄的只有3.3毫米，最厚也不过1厘米。采用12孔民窑烧
制，土陶原材料采用的濯水特有的砂泥，其特点是具有优良的透气性，其烧制出的
土陶制品在腌制蔬菜时具有清脆可口、不变质的特点，储藏粮食能保持长久不霉
变，盛放酒醋可使酒醋更加醇香。

石鸡坨土陶主要以民用生活品为主，诸如酒缸、菜缸、水缸、盆、碗、茶具等，产品近
1000种，以工艺品为辅，受到酒店、餐馆和农家乐的青睐，还销到了湖南、湖北、沈阳、成
都、广州等地。比较著名的有“提梁壶”“龙头壶”“蝴蝶壶”“塔壶”“松竹兰梅茶壶”等。

石鸡坨土陶还因其工艺绝伦、无化学材料、土法烧制等因素，使其产品闻名
国内外，产品多次在日本、俄罗斯等国家进行展览。2015年，石鸡坨土陶制作

技艺被列为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名录。

值得一提的是，手工制作土陶，既绿
色，更环保。历来，黔江人“口味偏重”，尤
为喜食腌制菜品。蔬菜、肉类、豆制品等置
于土陶菜缸里腌制一段时间，盐菜、酸萝
卜、酸渣肉、霉豆腐，便成为地道美食绿豆
粉、黔江鸡杂不可或缺的辅料或配菜，混搭
着不一般的味蕾体验，记忆深处是妈妈的
味道、家乡的味道。

泥人一丝不苟的态度传承着这门古老
手工艺，因此，您来到石鸡坨土陶手工作
坊，淘的不只是简单的生活用品、工艺品，
淘的是一个“活文化”，是匠人的初心，用行
动留住文化根脉，为百姓留住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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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西兰卡普

石鸡坨土陶

寻 迹 文化脉络里细说乡愁

展 示 文创产品中“淘”出品位生活

土家十三寨是每个游客到达黔
江的必去之地，当然这里也绝对会给
您留下非常美好的印象，人们会载歌
载舞地为您举行欢迎仪式。作为民
俗风情地的代表，这里也是“淘”纪念
品的好去处。

传统工艺饱含了自古以来的智
慧和手艺，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和历史
的见证。很多人认为，传统文化或艺
术是艺术家、学者的“专属”，距离普
通人很遥远。而深受游客喜爱的西
兰卡普，传达了一种普世价值，在当
地不仅留住了传统工艺，更难得的是
它结合现代生活，对传统文化艺术进
行了再创造，成为“扶贫工艺品”，缩
小了对传统文化的距离感，让游客从
工艺品中体验到别样的市井生活。

西兰卡普是一种土家织锦，在土
家语里，“西兰”是铺盖的意思，“卡
普”是花的意思，“西兰卡普”即土家
族人的花铺盖，被视为土家人智慧、
技艺的结晶。

西兰卡普是以深色的锦线为经
线，各种色彩的粗丝、棉、毛绒线为
纬线，进行手工挑织。它色彩艳丽，
图案新颖，多达几百种。一般分为
三种类型：一是自然景物、禽兽、家
什器具、鲜花百草；二是几何图案，

最常见的是单八勾、双八勾等；三是文字图案，如喜、福、寿等。整体效果古朴典
雅，层次分明，惟妙惟肖，光彩夺目。目前流传下来的西兰卡普传统造型图案有
200多种，其编织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手工制品是艺术，也是生活。西兰卡普还有大用处。按照土家族习惯，过去
土家姑娘出嫁时，都要在织布的机台上制作美丽的西兰卡普，即土花铺盖。土花
铺盖最醒目的艺术特征是丰富饱满的纹样和鲜明热烈的色彩。

土家织锦历史悠久，经过岁月的变迁，聪明勤劳的土家妇女根据时代的变化，
织出了各种图案的服饰、旅游袋、坐垫、室内装饰等多种工艺美术品。直到现在，

西兰卡普还是那么惹人喜爱，它不仅是我
们的一段宝贵历史文化，更是历久弥新的
岁月典藏。今天的西兰卡普作为土家族特
有的工艺品，已经从山寨走向全国，甚至走
向世界。

同为工艺品，对远道而来的游客来讲，
黔江琳琅满目的茧丝绸产品也定会让您体
验到艺术与生活之美。

在很多人眼里，丝绸、刺绣有着不输黄
金的珍贵价值，流传多年的丝绸制造工艺更
是“含金量”极高，毕竟传统工艺生产的丝绸
寄托着人的情感，是有温度的。

接天桑园无穷碧，遍地农人采桑忙。
对于茧丝绸，黔江人的感情也是浓烈的。
黔江，地处北纬30°，气候温和，雨量充
沛，农田、山地资源丰富，土壤偏酸性，自
然条件适宜发展桑蚕养殖。因此，以传统
农业为主的黔江，不仅蚕桑产业成为村民
的致富产业，随着蚕丝的广泛使用，丝织
品的生产与发展更是逐渐兴起，延长了茧
丝绸产业链。以双河丝绸公司为带动，建
成了“黔江·桐乡丝绸工业园”，年产100
万米真丝面料、150万件服装、400万平方
米簇绒地毯的生产企业相继建成投产，形
成了缫丝、织绸、服装、地毯等丝绸工业体
系，蚕丝被、丝质围巾、丝质睡衣、地毯等
系列产品应运而生，远销国内外，深受大
众青睐。蚕丝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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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地方，有历史才
有底蕴，有文化才有内
涵。

对于一个城市而言，
读懂它的过去，比读懂它
的未来更难，因为城市的
发展速度，不停地在超越
着我们的想象，而且这个
过程不可逆转。

黔江是个神奇美丽
的地方，历经千年的风雨
沧桑，在漫漫历史长河中，
沉淀了浓烈的人文情怀，
文化底蕴极其深厚。若您
想读懂黔江，说难也不
难。因为这里，从不缺少
文化传承和民间智慧，走
进它，仿佛置身于“岁月淘
宝店”，只要不停地去发
现，便能寻找到贴近这座
城市的“象征”，或是从一
个“物件儿”去“淘出”城市
的底蕴、“淘出”文化的根
系，或是聆听一段歌谣，去
感受漫漫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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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江，地处武陵山腹地，看似遥远，
却很近。

人们都说，遥远的是心与心之
间的距离。

只要你愿意，
走近，再走进，
你会听见自己心跳的声

音。
黔江，少数民族人口众

多，经过几千年不断迁徙，
散落在这片茫茫无尽的大
山深处。由于和外界极少
接触，许多村民的生活大多
依赖自然的赋予。故此，其
生活状态仍然保留了几百年
前的传统。

在这连绵大山里的人们过着
勤劳朴实、自给自足、与世无争的闲
适生活，宛如神秘的桃花源。走入黔江，
您若去到那些神秘古朴的村寨，进入寻常百
姓家，一定会捕捉到那些最自然、真实的瞬间，
感受到发自内心的热情和淳朴，以及在这
片神秘的土地上流传着数不尽的故事
和歌谣，等待着人们去发现、去感
受。如若至此，不妨用镜头记录
下那些简单朴实的幸福，在心
间珍藏那些难得的体会和感
动。

黔江以土家族和苗族为
主，在常年的生产生活中，
他们善于用歌舞的方式，以
民风民俗、历史往事、社会
变迁等为内容，反映社会的

“脉动”，为生活在这片土地
上的芸芸众生留下历史的踪
迹，为渐行渐远的岁月留下隽
永不朽的歌谣。

说到歌谣，“濯水谣”里就大
有文章，您一定得听一听、看一看。

“濯水谣”分别以土家族、苗族不
同的文化色彩为载体，通过苗族姑娘云幺
姑和山里汉子阿蓬哥的恋情为主线，把故事的
背景放在具有浓郁民俗色彩的节日“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九月九”
以及“正月正”等场景依次展现，与阿蓬江、风雨廊桥、濯水古镇、武陵仙山
以及小南海地震遗址、古盐道等有着强烈地域符号特征的元素相结合，用
民歌、民舞等形式完美地串联在一个爱情故事里，形成一台美轮美奂的大
型民族歌舞诗剧，充分展现了黔江各族人民坚韧质朴、乐观豁达的精神，立
体展示了多彩的民族风情、良好的生态旅游资源和优美迷人的自然风光。

“小故事里见大智慧”，这么评价“濯水谣”一点不为过。可以说，它是
一道门，打开了观众深入了解黔江的历史文化、民风民俗的通道；它是一扇
窗，透过它可以一窥黔江文化发展大布局的美好蓝图，感受到黔江各族人
民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团结奋斗的强大凝聚力。

要知晓黔江的民俗风情，只欣赏“濯水谣”远远不够，“南溪号子”自然
也是一道更为古朴的“文化大餐”，值得细品。

“南溪号子”最初形成是土家族农民在生产劳动中解乏鼓劲的劳动号
子和山歌号子。人们常说：“南溪河沟两面坡，男女老少会唱歌。”那是因为
被险峻群山环抱的南溪村地理条件特殊，山谷狭长幽暗，阻碍了土家族先
民的交流和联系，人们只得通过声音来相互传递消息，一声声呐喊在不经
意间演变成了南溪村民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内容，经过千年的丰富发展和传
承，从而形成了今天的“南溪号子”。

“南溪号子”的内容涉及土家族历史、地理、民间传说，传达出许多古老
的历史文化信息。它是土家族音乐文化的遗存，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同
时又能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服务于当代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

……
黔江历史文化，灿若繁星，并不是三言两语、一时半会儿就能说清楚道

明白，要真正了解它，正如土家山歌中所唱：“清风吹起来哟，青山走过来
哟，门前的喜鹊喳喳叫，贵客进山来哟……”土家人热情好客，总是变着花
样招呼客人，美酒佳肴不在话下，还有山歌作陪。贵客到了土家山寨，一定
要留下来感受土家人的豪爽热情，体验民俗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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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 掘 土家歌谣中拉近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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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溪号子南溪号子””唱起来唱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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