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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这件陆游
诗句草书对联，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缙云县书协
主席应建军所作。这件草书对联，古法之情理优游
笔端，既有晋唐书的风规，又能自出机轴、写自我之
性情，是应建军书法创作中的佳作。

草书之妙，在于虽率意万变，终不离古法故也。
今人作草，时见随俗交绕，不合古法，草书之难，由此
可见。此作用笔率意颠逸，笔势奔放沉稳，颇耐人玩
味。上下联句中起首数字，均笔画寡少，妙在作者善
于随形布势，“数画并施，其形各异；众点齐列，为体
互乖。”更可贵的是使转中见点画，既不失于规矩，又
变化之中下笔有由、不见杂乱，确是难得。当然，若
是末字“天”略作收敛，与“海”字互补呼应，效果当更
为出彩。

综而观之，应建军学书取法，亦如其为人做事，
贵在聪慧灵动、肯动脑筋。在把缙云县书法活动开
展得有声有色、颇有成效的同时，在创作上一样善于
取舍、通变，以其自身的慧根与眼界，融会贯通，出手
不俗，正吻合了古人“学书在法，而其妙在人，法可以
人人而传，而妙必其胸中之所独得”一说。

（陈远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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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弘扬和发展畲族文化，保护和传承畲
族语言，丰富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生活，近日，遂昌
县举办了第一届畲族语言大赛。

畲语是畲族文化最显著的标志。畲族只有语
言没有文字，需要一代代人口口相传。

萌娃阿公都来了，第一届畲语大赛真热闹

遂昌县第一届畲语大赛，是丽水市第一次面向
全社会的畲语大赛。

比赛分预赛和决赛。预赛吸引了 65名选手，他
们提交了规定内容的参赛视频——以畲语讲述畲
族地域文化民俗风情及民间传说、故事、人物事迹。

这 65 名选手中，包括 2 名汉族选手。其中，年
纪最大的选手 84岁，最小的仅 28个月。

决赛分为自我介绍、规定内容表达、才艺展示
三个环节。38位参加决赛的选手使出浑身解数，进
行激烈角逐。

在规定内容表达一项比赛中，参赛选手要以畲
语说出给定的词语和句子。一些选手精准快速地
译读，现场评委和观众给予了热烈掌声。其中，少
儿组不少畲娃熟练又带着童趣感的表现，更是惹得
台下笑声不断。

决赛现场，舞台上一对母女的表现令全场观众
都笑翻了。

“你今天乖吗？”妈妈蓝萍问参赛选手、女儿雷
子珊。

“乖的。”28个月的雷子珊奶声奶气地回答。
“昨天呢？”
“不乖。”
“昨天怎么不乖了？”
为了让妈妈和现场观众明白她如何不乖，萌娃

一把抓下戴在头上的畲族头饰，逗得现场观众哈哈
大笑。

萌娃的声音稚嫩，畲语却清晰标准，而接下来
上场的阿公，水平可就不一般了。

“八月桂花开花不结果，杨梅结果不开花……”
今年 71岁的阿公钟马清来自遂昌县大柘镇柘溪上
村，讲了一辈子畲语的他，满肚子的山歌和故事，赢
得阵阵掌声。

畲语大赛的才艺展示环节只有想不到，没有做
不到。单口相声《看比赛》、畲语改编歌曲《爱拼才
会赢》等形式多样的节目令人大开眼界。

会说畲语的人越来越少，专家称
每10年以10%的速度递减

畲族人自称“山哈”，意指住在
山里的人。根据 2010 年的人口普
查，全国畲族人口共有 70多万人。

在浙江，丽水市是畲族的主要
聚居地之一。根据第六次人口普
查，丽水畲族人口 7万多人，而在遂
昌，有 1.5万多人。

畲族是一个只有语言、没有文
字的少数民族。可以说，畲语是畲
族文化的精髓，传承畲语是传承畲
族文化的重要一环。

对于此次比赛，遂昌县委统战
部相关负责人说：“语言是一个民族
的灵魂，也是一个民族的存在证
据。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畲族群众
特别是畲族青少年中，会说畲语的
人比例逐年下降，推广畲语成了当
务之急。希望通过本次比赛，进一
步激发大家学习畲族语言的热情，
特别是引导更多的畲娃加入到畲族
语言传承的队伍中来。”

本次大赛，还特别邀请了国家

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浙江省语言学会会员、浙江
省语言文字工作者协会理事、浙江省畲族文化研究
会副会长雷法全担任主评委，他为本次大赛设计了
多套规定内容的决赛题目。

他对记者说，早在 10多年前，他就对丽水市畲
族人口说畲语的情况进行过调研，发现会说畲语
的人越来越少，每 10 年以 10%的速度递减，“很忧
心。”

记者在遂昌采访期间，遇到当地多位畲族人，
很是担忧自己民族语言的未来。

雷子珊的父亲、今年 43 岁的畲族汉子雷奇君
说：“如今畲汉大多混居，随着普通话的推广和新事
物的不断出现，畲语已经不是一种必要的生存和交
流技能。”“现在的畲娃，很少会说畲语，如果不加以
保护，会流利说畲语的人肯定越来越少。”

此次大赛的评委雷巧梅对记者说，由于畲族青
少年入学、走上社会后，说畲语的环境越来越窄，机
会越来越少，“不忍看到会说畲语成为记忆，不希望
畲语只成为录制在影视资料里的传说。”

教畲语唱山歌，在传承中弘扬畲族文化

保护畲语，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遂昌历届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畲族文化的传

承工作，尤其是近年来，坚持以各类活动为载体，举
办各类培训班，并在学校开设畲语课堂等，让畲族
歌舞登上全县的各大舞台，让畲族服装走向生活，
畲族彩带文化走出国门、走向国际，让民族文化放
光芒。

蓝丽娟是遂昌县三仁畲族乡中心小学的音乐
老师，同时也是该校畲语拓展课程的辅导老师。她
介绍说，全校有近 200 名学生，其中畲族学生 48
名。这几年，学校根据自身特色，开展了畲语拓展
课程。每周五下午，她一节课教畲语，另一节课教
畲族山歌。“全校学生都会唱畲族山歌《敬茶歌》《细
崽细》。”她自豪地说。

今年 9月，畲语拓展课程变身校本课程。蓝丽
娟介绍说，“刚刚通过教育部门审核，新学期已经着
手在全校范围内推广畲语、山歌，还将对学生的掌
握程度进行‘考级’。”

使用是最好的传承。
在比赛中，雷子珊是本次参赛选手中年龄最小

的选手。她的妈妈蓝萍告诉记者：“去年她刚学说
话的时候，爷爷就交代，我们畲族人要说畲族话，要
唱山歌。传承畲族语言，要从娃娃抓起。”

该县妙高街道东峰村是第三批中国少数民族
特色村寨，畲族人口有 400多人。汉族人，东峰村党
支部副书记、文化员项梅玉参加了此次畲语大赛。

她说，她从小生活在畲族村，长期和畲族人一
起生活，早早学会了说畲语。后来嫁到东峰村，经
常利用文化礼堂开设畲语培训班。“用畲语和畲族
村民交流，彼此感觉亲切自然，畲族村民也把我当
作了自己人，这有利于工作开展。”

这次参赛，项梅玉夺得了三等奖。“很开心，希
望畲语成为畲汉群众大团结的桥梁，大家一起加油
干，一起过上幸福生活。”

遂昌县委统战部副部长、民宗局局长蓝水林
说，畲语大赛，今年是第一届举办，今后还会举
办。“希望畲族人特别是青少年把畲族语言说起
来，畲族服装穿起来，畲族山歌唱起来，畲族舞蹈
跳起来，让璀璨的畲族文化得以传承、弘扬和创
新。”

应建军书法作品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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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现场。萌娃雷子珊是此次大赛年龄最小的选手。

阿公钟马清用畲语给孙女讲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