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年 12 月，第四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公布，
我市“锡雕（莲花打锡）”入选。
2018 年 5 月，莲花县路口镇街
头村村民刘建强入选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锡雕（莲花打
锡）”代表性传承人。

锡雕，莲花俗称打锡，打锡
人俗称锡匠，其制品称为锡器。

我国的锡器最早以合金材
质出现，4000年前的青铜器即是
锡铜合金。秦汉以后，锡的应用
逐渐广泛。尤其是宋代，锡器
在民间日渐普遍。宋吴自牧

《梦粱·铺席》有“向者杭城市肆
名家，有……胡家冯家粉心铺、
染红王家胭脂铺、淮岭倾锡铺
……”，记录了当时城里已出现锡
匠铺。

莲花路口地处罗霄山脉中
段，山多地少，打锡曾是村民的
主要谋生手段。莲花打锡是以

锡为原料，用手工制作各种生
活、祭祀器皿。据《莲花县志》
记载，街头村、庙背村的锡匠居
各行业之首，几乎家家户户会
打锡。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路
口镇的锡匠仍有 300 余人。当
时的街头村，一条老街就汇聚
了 80 余户经营锡制品的商户。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还经常能
看到货担郎将各种锡制品带到
江西各地售卖。进入 21 世纪
后，街头、庙背等村仍有50多名
锡匠活跃在打锡行业。

莲花锡器含锡量高，从古
至今皆用 99%的纯锡打造，硬
度大、抗氧化。既具备银器的
清亮质朴，又享有青铜器的凝
重典雅。光洁程度、耐磨程度
在国际同行业中遥遥领先。由
于其较金银价廉，而且还具有

“盛水水清甜，储酒酒甘醇，贮
茶色不变，插花花长久”的特

质，故成为普通百姓的家用首
选，也是民间婚嫁、乔迁新居的
必备器物。其造型和图案均体
现了当地的风俗和民族特色，
如象征美满幸福的游龙戏凤、
展现古朴素雅的流水高山、寓
意福寿呈祥的松鹤延年、展示
本土风釆的名山胜景等。

莲花打锡工具虽然简单，但
工艺却非常讲究。造型各异的锡
器，仅靠剪子、锉子、锤子、量尺等
简单工具，经溶、画、剪、打、锉、焊
等多个工艺，通过选料、溶锡、制
模、浇铸、出料（脱模）、画墨、开
剪、规圆、焊接、锉脚、涡肚、出料
嘴、焊接、吊底、上车（抛光）、上
嘴、试水、质检18道工序，故民间
有“三分打，七分磨”之说。

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锡雕（莲花打锡）”代表性传承
人刘建强是路口镇街头村人，
他祖上四代从事打锡，第四代
传承人是他父亲刘树仁。刘树
仁曾是路口有名的锡匠，一辈
子以打锡为生。1967 年出生的
刘建强，初中毕业后师从父亲
学打锡，先是走村串户打锡，后
在家开办锡艺作坊。

刘建强在入选市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莲花打锡”代表性传
承人时，就在考虑如何将这门
手艺保护好并传承下去。

一是几十年如一日，保持
“莲花打锡”原汁原味地传承，
无任何改变和添加；

二是先后收徒7人，并动员
儿子刘少忠回家学习打锡传统
工艺，成为刘氏打锡第六代传
人，也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莲花打锡”代表性传承人；
三是建立了“锡雕（莲花打

锡）”传承制作工坊，并以制作
工坊为基础成立了“莲花打锡
传承保护基地”。

四是受聘于江西省路溪锡
艺发展有限公司，定期进行业
务指导，推动了非遗保护和非
遗开发利用；

五是热衷于非遗事业，积极
参加各级各类非遗宣传与展示。

如今，打锡人已不需要再挑
担下乡，他们都有了汽车或摩
托车，附近各县、乡镇都留有他
们的电话，只需要等电话联系
即开车前往签订合同和送货。
尽管如今已经不再需要唱着

《打锡歌》下乡串户揽生计，但
刘建强脑子里的《打锡歌》却永
远在奏响：

匠：打锡么？
嫂：锡匠师傅呀刘师傅，你

是江西哪一府？
匠：你问得清来我讲得明，

我是江西呀莲花厅。
嫂：哥哥还哇到龙泉（哇），

龙泉（个）万安呀庐陵县。你龙
泉万安都到过，你冇到庐陵与泰
和？

匠：古庐陵呀与泰和，滚滚
龙泉就弯安福。我走吉水（嘞）
到永丰，又过宁冈就走永新……

雨后初霁，阳光穿透云层，
洒在赣闽交界处蛤蟆岭的深沟
巨壑，峰岭间飘着轻纱一般的
薄雾，“共和国摇篮第一乡”叶
坪乡的华屋村就隐在这云雾
里。

如果不来到华屋村，我不
会知道这个小山村流传着17棵

“信念树”这样动人的故事。
沾着浓浓的雾水，爬上华

屋村后的蛤蟆岭。抬头仰望，
岭上树木繁茂，17 棵青松顶天
立地，直指苍穹。17 棵松树的
树干上，都悬挂着一块小木牌，
木牌上都用红漆写着一位烈士
的名字。

上世纪 20 年代后期，红军
来到赣南，革命浪潮席卷赣南
大地。华屋人民深切地感受
到，只有为天下劳苦大众谋幸
福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才是人
民大众的救星。

1930 年一个秋夜，华屋村
一盏微弱的煤油灯下，一个叫
华质彬的后生攥着木炭，在坑
坑洼洼的泥墙上一笔一笔写
下：我们参加了红军，要去为穷
苦百姓打天下了！

望着华质彬写在墙壁上的
字，一个叫华钦梁的中年人压
低声音道：“我们 3 人参加了红
军，马上就要离开这片熟悉的
土地，这一去不晓得什么时候
才能回来，更不知道是否能够
活着回来，但我坚信革命一定
能成功！”

华钦梁话音未落，一个名
叫华钦材的后生眉一扬，大声
嚷道：“我们去村后的蛤蟆岭
上，每人栽上一棵松树，万一人

‘光荣’了，树还在，见树如见人
啊！如何？”

华 钦 材 眼 神 热 切 。 华 钦
梁、华质彬异口同声地附和：

“就这么办！”
第二天一大早，3 人爬上蛤

蟆岭，边栽树边约定，革命胜利
后，要一起还乡，回报父老乡
亲。如果3人中有人“光荣”了，
没牺牲的人不仅要为阵亡的兄
弟孝亲敬老，还要照看好这几
棵松树。

前来围观的村里人不解地
问道：“三个伢崽，你们种树为
个甚？”3 人异口同声道：“我们
每人栽一棵松树，是为了表达
坚信革命必胜的决心。”村里人
朝他们竖起大拇指：“是的呢，
我们会好好照看松树的，等着
你们胜利归来。”

“以后咱们华屋人参加红
军，入伍前每人在村后山坡上
栽种一棵松树，就算是留下的
根！”华质彬提议道。“要得，要
得。”在乡亲们热烈的掌声中，
此议一致通过。

信仰是一束光，一束永恒
的光，它吸引和引导坚信它的
华屋人走向光明。

90多年前，在毛泽东、周恩
来、朱德等红军领导人的正确
领导下，红军指战员浴血奋战，

接连取得了第一至第四次反
“围剿”的胜利，中央苏区发展
到约 6 万平方公里，人口达 430
万，红军发展到约10万人。

中 国 革 命 的 道 路 是 曲 折
的。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
失败后，红1方面军被迫放弃中
央苏区西撒。在战略转移前
夕，中央苏区各部门进行紧急
动员“扩红”，征集新兵充实红
军。

“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
军远征忙。”在扩红队的唢呐、
山歌声中，这片红土地上，村村
寨寨，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
相当红军的景象比比皆是。这
其中，就包括继华钦梁等3人后
又参加红军的华屋村14名青壮
年。

伫立在一棵又一棵“信念
树”下，一个疑问萦绕在我心
间，面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
剿”失败的严峻形势，是什么力
量让百姓争先恐后送亲人当红
军，铁了心跟党走？

仰望“信念树”，我在历史
的时空隧道里，与华屋村 17 位
英烈对话。他们告诉我答案，
共产党是“自家的党，老百姓的
党”。共产党重新分配了土地，
取消了一切不合理租税，跟共
产党走，好日子在后头。

那天天刚蒙蒙亮，村里 14
名报名参军入伍的青壮年，扛
着锄头、铁锹上山挖坑栽树。
他们说，栽下松树，就是要坚

信，无论自己能否活着回来，四
季常青的松树一定会见证革命
的胜利；即使他们牺牲了，苍翠
挺拔的青松也一定会替自己守
护家园、荫泽后人。

仰望“信念树”，我想起了
陶铸在《松树的风格》中的感
言：“你看它无论在严寒霜雪中
和盛夏烈日中，总是精神奕奕，
从来都不知道什么叫做忧郁和
畏惧。”

我想，华屋村 17 位参加红
军的青壮年，不就犹如坚韧有
节气的松树吗？你看，在当年
革命形势那么严峻的形势下，
明知参加革命就意味着牺牲，
但他们怀着对革命必胜的信
念，义无反顾报名入伍。

这就是信仰的力量。信仰
的力量如巍峨的青松，屹立不
倒，不屈不挠。

17 棵松树中，有两棵树紧
靠在一起，枝叶缠绕，就像两个
人心手相牵。村民说，这是“兄
弟树”。

村民华崇祁说，这是他父
亲华钦材和叔叔华钦梁栽种
的。在父亲离家出征一个月后
出生的华崇祁说，小时候，他常
问妈妈，爸爸去哪里了。妈妈
每次回答，你爸爸去参军了，你
要是想爸爸，去蛤蟆岭看看你
爸栽的那棵松树，就看到了你
爸爸。

漫漫长征路，是一条血汗
与生命凝成的路。面对千山的

关隘、万水的激流，英勇的红军
官兵，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
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爬雪
山、过草地……漫漫征途洒满
了红军将士的鲜血，万水千山
掩埋着长征英雄的忠骨。从华
屋村参加红军的17位后生鲜活
的生命，也永远留在了长征途
中，他们牺牲的时候最年长的
39岁，最小的才15岁。

17 位华屋村后生，连一张
照片都没留下，除华质彬和华
钦材两人外，其他 15 人均没有
留下自己的亲骨肉。

山风掀动阵阵松涛，仿佛
是在诉说，革命先烈为了民族
复兴和人民幸福前赴后继，以
热血浇灌理想，以生命践行信
仰，换来了今天的山河锦绣、岁
月静好。

为让战死他乡的亲人魂归
故里，乡亲们把 17 棵青松视为
17 位烈士的化身，在树旁建起
了一座红军纪念亭，碑上镌刻
着他们的名字、年龄、部队番号
和牺牲时间，并把在风霜雨雪
中傲然耸立了 90 多年的 17 棵
青松命名为“信念树”。

人就是树，树就是人。华
屋村 17 棵“信念树”的故事，折
射出一道耀眼的光芒，不仅成
为华屋人的情感寄托，更成为
传承红色基因的“教育树”。来
自全国各地的人们到树下聆听
红色故事，追寻红色之根，熔铸
永恒的信念。

牛尾巴山位于麻山镇汶泉村南，与白竺村北的
牛头山一脉相承。1944年6月22日，国民革命军
二十六军一个团，奉命防守牛尾巴山一线。

由麻山进攻我军阵地之日军步兵千余人，配山
炮兵、骑兵各一中队，于6月23日到达汶泉。从美
田桥窜入之另一股敌人，其先头部队约300人由横
岗，经苏坊、船形，占领大坪一线山头，企图从牛尾
巴山侧后堵截围攻我军，与汶泉方向之敌形成合击
之势。

日军修好战壕后，只留少部据守阵地，大部分
在附近之风车斗坡地休息。当地农民童金连发现
日军隐蔽于风车斗，连忙向茶梓山守军报告。农民
郭金生曾在此地打猎，自告奋勇当向导。我军摸黑
赶至风车斗边缘，机枪、冲锋枪一齐向熟睡中的日
军扫射，日军大部分当场被打死，幸存的与在别处
睡觉的日军立即进行反击，打了1个多小时，我军
乘胜撤离。6月24日，我军为拔除背后的“钉子”，
强攻大坪，两退两进，终于将敌人赶下阵地。

同日早晨，日军向杨梅岭、贾家寨发起进攻。
下午两点左右，敌人在火力掩护下分别从贾家寨前
各山脊、山凹向上攀爬。激战两小时左右，敌人攻
占了贾家寨西南约200米处的膝头岭高地，为仰攻
我主阵地占领了一个有力阵地，我军被膝头岭的密
集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紧要关头，我军八二迫击
炮准确地落在膝头岭上，敌人所有威胁我军主阵地
的自动武器全“哑”了。冲到我军阵地前的日军，突
然失去火力支援，全部暴露在我军火力杀伤范围
内。

6月25日，正好是端午节。诡诈的敌人从正面
强攻拿不下阵地，便兵分四路：一支从大西冲东进，
攻贾家寨；一支从斜塘、将交冲西进，攻贾家寨、九
丘坳；一支从周家源向东北进，越五百门攻八伏排
及城墙坳，并东攻灯盏塅；正面之敌仍向黄狮坪、茶
园南攻贾家寨，仍以少数兵力佯攻杨梅岭。下午两
点左右，敌军各路人马陆续到达阵前，发起攻击，火
力空前猛烈。

周家源之敌进入五百门山谷中，被我军猛烈火
力射击，死伤数十人，敌后续部队直逼八伏排。我军居高临下，待敌
人进入隘路，机枪、步枪一齐射击，数十名敌人无一生还。进攻九丘
坳之敌已登上九丘坪，被九丘坳守军打死数十人。这时，灯盏塅也
已进入战斗紧张阶段，如果不将敌人消灭，牛尾巴山一线守军将陷
入敌人前后夹击之中。三营七连王副连长立即率一个排插入敌人
侧后，与进攻之敌短兵相接。团部直属部队及时赶到，将敌人赶下
山，敌我各伤亡数十人。九丘坳阵地及九丘坪日军遗尸近百具，仓
皇而逃，另一股日军与之会合，进击城墙坳。此时，正面之敌已突上
竹小坪，后续之敌纷纷拥上阵地。六连长蒋勇刚率领二、三排，冒着
敌人的炮火奋勇冲杀，侵入竹小坪的敌人大部被歼。后袭之敌趁机
接近主阵地，正面攻击再度激烈，西南、西北之敌策应正面进攻。固
守阵地的四、六连伤亡惨重，连轻伤在内剩下不过百余人。此时袭
击灯盏塅之敌败走，后顾之忧已除。团长命令一营留一个连守杨梅
岭，一连立即与重机枪连向敌攻击部队侧击，三营九连固守阵地，五
连留一个排守茶梓山，两个排与八连一道会同七连及团部搜索排一
齐增援贾家寨。贾家寨竹小坪一带杀得天昏地暗，经过4个小时的
激战，日军后援无继，冲上来的100多名日军全部被歼。两天来的
战斗，日军死伤众多，大大鼓舞了军民的抗日热情。

“方寸戏台”扎根山乡
5平方米的戏台上，启新木

偶剧团的演员提着木偶又说又
唱，台下观众连声叫好。在江
西省广昌县塘坊镇，这支由当
地农民艺人组成的草根木偶剧
团长年活跃于赣闽交界山区。
他们忙时下田，闲时登台，为农
村群众送去欢声笑语。

广昌塘坊木偶戏是由艺人
操作木偶表演故事的一种戏

曲形式，已传承上千年，至今
保留着《胭脂雪》《满堂福》等
30 多个传统剧目，于 2013 年
被列入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

1997年，塘坊木偶戏农民
艺人谢帮银联系几个同乡戏友
组建启新木偶剧团。逢年过
节，家有喜事，周边的乡村都会
邀请剧团表演。

田野、广场、祠堂，木偶剧
团走到哪，戏台就扎在哪。25
年来，剧团已演出 3500 余场。
小小“方寸戏台”一直扎根于山
乡田野，让传统非遗文化在农
村传承发展。塘坊木偶剧团也
在创排新的剧目和表演形式，
谢帮银说，只要乡亲们喜欢，我
们就一直演下去。

（新华社记者万象 摄）

三江侗族琵琶歌 唱响侗乡好生活
■新华社记者卢羡婷

侗寨鼓楼，歌声四溢，白天
采茶归来的妇女围坐在一起，
弹起琵琶唱起歌。

广西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
县近年来掀起侗族琵琶歌学习
热潮，大街小巷、茶园果林、鼓
楼风雨桥，不时可见弹唱侗族
琵琶歌的人。

侗族琵琶歌是流行于贵州、
广西、湖南侗族居住地区的传统
音乐，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今年49岁的杨龚是三江县
侗族琵琶歌传承人，家住林溪镇
冠洞村冠小屯的他，从2020年
开始在冠小屯鼓楼里开班教授
侗族琵琶歌传唱技艺。

“以前村里只有一些老人
会弹琵琶，为了传承好我们的
侗族文化，现在很多年轻人也
在学。”村里的学员杨玉云说。

关于侗族琵琶歌，有着许
多浪漫而唯美的解读。相传琵
琶是侗族青年男女“行歌坐夜”
必不可少的乐器，皎洁月光下、
灯火阑珊处，情歌对唱……

后来传统的婚恋方式慢慢
改变，抒情琵琶歌几乎失去生
存的土壤。一段时间，年轻人
纷纷外出打工，侗乡里传唱琵
琶歌的人越来越少。

白天下地干活儿，晚上学
弹琵琶，侗族琵琶歌培训班开
课后，冠洞村许多村民走进鼓
楼，从零开始跟着杨龚学琵琶。

杨龚说，侗族琵琶只有4根
弦，简单易上手，一学就会，这也
是侗族琵琶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侗族琵琶歌是侗族人民生
产劳动中创造出的艺术瑰宝，
老人们把弹唱侗族琵琶歌当作
教育后代的法宝，歌词涵盖了
侗族文化历史、神话传说、婚恋
情爱、风尚习俗等。

侗族原本没有本民族文
字，琵琶歌多以口耳相传的形
式传承下来。作为侗族琵琶歌
传承人，杨龚近年来走访了数
十个村屯，收集整理流传于民
间的琵琶歌，许多濒临失传的
老歌得以保存下来。

一次，杨龚来到八旬老人
石均能家，老人得知杨龚的来
意，激动地用颤巍巍的手写下

老歌《远嫁的姑娘》。“歌词里句
句唱着侗族儿女优良的家风家
训，老人家热泪盈眶，嘱咐我一
定要把琵琶歌传承发扬下去。”
杨龚说。

这两年，杨龚编写了很多
歌曲，组织琵琶歌爱好者下乡
演出。不仅如此，他还会制作
侗族琵琶。

从木材的选择，到琵琶的
抛光打磨、声音调试等，杨龚都
亲力亲为。一些木料切割的工
序可以由机械来完成，但大部
分工序还需要手工来完成。杨
龚说，制作一把侗族琵琶大约
需要两天时间。近年来，随着
侗族琵琶日渐火热，他收到的
订单也越来越多。

侗族琵琶究竟火到什么程
度？三江县文化馆馆长石妮妮
说，现在许多人去饭店吃饭、去
路边摊吃烧烤，都会随身携带
琵琶，吃完饭就迫不及待唱起
歌来。

时间回溯至2020年11月，
第十七届中国（柳州·三江）侗族
多耶节侗族琵琶歌表演赛在三
江县八江镇布央村举行，17支代
表队近200名侗族琵琶歌手同
台竞技，为侗乡百姓献上了一场
精彩纷呈的文化视听盛宴。石
妮妮说，那场表演赛之后，侗族
琵琶歌就火了起来，“原来侗族
琵琶挺好玩的，而且很有氛围，
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了。”

为丰富老百姓的精神文化
生活，三江县文化馆还启动常
态化公益免费培训班，面向基
层群众开展常态化的文艺培
训，群众自发参与、免费学习，
课程包括侗族琵琶歌、侗族大
歌、侗笛吹奏、芦笙吹奏等。

随着非遗进校园活动的开
展，越来越多中小学生也学习
掌握了侗族琵琶歌技艺。“我想
把家乡的琵琶歌唱给大家听，
让更多人走进侗乡感受浓浓的
传统文化。”三江县江川小学五
年级学生杨珍珠说。

“歌声起也山花开，欢迎你
到侗寨来……”悦耳的侗族琵
琶歌声回荡在三江侗寨的每一
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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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故事

本期主讲人简介：叶书麟，经开区硖石人，系中国作家协

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民俗学会会员、中国

傩戏学研究会会员、中国傩文化传承保护基地研究员，已创

作出版文学和地方文化著作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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