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景宁畲族自治县最富诗意的时节。
暮春三月，浙西南山间的乌桕树抽出新芽，畲

家阿婆挎着竹篓采摘嫩叶，青碧的汁水染绿了掌
心。乌米饭的清香在畲寨间萦绕，山歌声穿透晨
雾，那些蛰伏在《高皇歌》里的文化基因，正在新时
代破茧成蝶。

在丽水景宁，中国畲乡“三月三”活动已连续
举办 18 届，年均吸引游客超 20 万人次。每年“三
月三”，畲族人敲起畲族立鼓，身着凤凰彩装，手捧
畲族火种，用歌舞演绎着农耕、盘歌、彩带编织、婚
嫁等畲族生活场景。它好比“历史刻录机”，记录
着畲族的演进历程和历史脉络，维系着一个民族
的情感和精神血脉，不仅生动诉说着过去，也深刻
影响着当下和未来。

如今，当乌米饭的墨色在瓷碗中晕染，畲族儿
女咀嚼的不再是历史的苦涩，而是文化传承的甘
饴。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
脉，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要
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
产”。在景宁，这种文化自觉已化作生动实践。国
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蓝仙兰创办畲语畲歌传承
工作室，让畲音一传十，十传百；建立文化艺术团，
村民自导自演，让艺术永远扎根在百姓心间；将畲
族婚嫁仪式搬上舞台，让游客在“拦路迎亲”“长夜
对歌”中触摸活态的文化基因……正如畲谚所言

“老根发新枝，越活越精神”，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恰
在于这种创造性的转化。

暮色四合时，惠明寺村的老茶树下依然围坐
着对歌的人群，畲家姑娘们的银饰上，叮咚作响如
星子坠落。这些传承千年的仪式，如同古老的密
码，守护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原乡。当乌米饭的清
香飘向更远的山外，人们感受到的不仅是一个节
日的欢腾，更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力量。

穿过细雨浸润的茶山，我看见文化传承最本
真的样态：在代际传递的文明里，在土地生长的智
慧中，当春风再次唤醒山野的乌稔树，那些蛰伏的
文化基因，终将在新的年轮里抽芽吐绿。

传承文化
最本真的样态

首席记者 陈炜芬

一

不久前，文化和旅游部公布了第六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传承人名单，蓝仙兰的名字赫然在列，代表性项目是
畲族“三月三”。

景宁畲族自治县鹤溪街道东弄村，畲族文化浸润着这片古
老的土地。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蓝仙兰的母亲是村里颇有名气的“赤
娘”（畲族婚嫁中，代表新娘方对歌的女歌手），不识字，甚至连
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却能唱一整夜山歌，一句都不重复。

蓝仙兰是听着母亲动听的歌声长大的。
即兴演唱的山歌，不知不觉将她带入畲族山歌千年的调式

里。8岁那年，她开始跟着母亲学唱，“什么都唱，全是有感而
发。”沾着泥土芬芳的歌词，随着稚嫩的畲语童音洒向苍翠群
山。

晨雾里，蓝仙兰的歌声总比朝阳更早叩响山门。
蓝家祖辈传下五六本畲族山歌手抄本，“任何一本，年纪都

比我大”。第一次看见这些泛黄的纸张时，她如获至宝，兴奋得
直拍手。为了记歌词，刚上小学的她时常缠着邻居爷爷教自己
认字。昏暗的煤油灯下，一字一句读歌词的情景，她至今历历
在目。

1984年，景宁畲族自治县正式设立。次年春天，蓝仙兰跟
随母亲参加畲族“三月三”活动。身着凤凰装，头戴凤冠，21岁
的蓝仙兰在表演中对“三月三”有了更具象的感受：它像畲家人
日常的一部分，唱山歌、织彩带、做乌米饭……这些传统习俗，
如同多彩的丝线，编织着畲族百姓的生活。

从此，蓝仙兰便与畲族“三月三”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的
“三月三”活动，她一场不落。参加的方式不尽相同，有时是登
台唱山歌，有时是现场织彩带。

畲民喜爱山歌，以歌代言，以歌论事，以歌传知，劳作时唱，
生活中唱，人人如此，代代如是。在蓝仙兰的记忆中，外婆的歌
声诉说着旧社会的苦难，每一个音阶，仿佛都泣诉着生活的艰
辛；妈妈的歌里，充满了对辛勤劳动的赞美，旋律中洋溢着对生
活的热爱。而她，选择用自己的视角，创作属于新时代的畲
歌。“又是一年三月三，山歌从早唱到晚。欢迎客人来景宁，惠
明茶歌传四方。”蓝仙兰十多年前创作的山歌，一直传唱至今。

她的歌声“尾韵悠长，萦绕竹梢”，一次次唤醒沉睡的山谷，
迎接东升的旭日。

二

蓝仙兰的歌声被更多人熟知，是在 2006年。
这一年，景宁举行首届“移动杯”畲族山歌比赛。凭借清脆

嘹亮、婉转动听的歌声，她一举夺得一等奖。从那以后，“东弄
村的蓝仙兰很会唱山歌”的消息不胫而走，许多人慕名赶往村
里，想一饱耳福。而更多的人，想跟着她学唱山歌。蓝仙兰满
心欢喜，来者不拒。

很快，一个现实情况让她犯了难。
登门的人一拨又一拨，少则十几人，多则数十人，最多一

次，家里聚集了 80多人。“家里挤不进，就站门口，门口站不下，
只能站在路边。”这种情景，让她心里乱成一团麻，内疚家中没
有一个像样的招待空间。

2014年，她在家中一楼立起一块板壁，一边当工作室，另
一边当饭堂。在家人的支持下，她从县城买回 3张小方桌、几
十张凳子。为了更好地开展教学，她又花了上万元买回一套音
响。看着光秃秃的墙面，她的脑子里蹦出了新想法：整理出一
些和畲族文化相关的图文，逐张贴上去。

从此，东弄新村 36号有了一间蓝仙兰畲语畲歌传承工作

室，“教大家唱歌，不收一分钱”。
也是在这一年，她成为畲族“三月三”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

人。
采访当天，在工作室的白板上，写着一首《敬茶歌》：“山水

悠悠我畲乡，畲乡是个好地方。也有山林和竹海，山水清清泡
茶汤。”从短短 28个字里，我们已然感受到山歌传递的美好光
景：漫山遍野的茶园里，惠明茶色泽隐翠，清香馥郁，引人陶醉
其中。桌上放着一本《学员签到册》，翻阅后发现，学员有笔迹
稚嫩的孩童，也有字迹娟秀的大学生，距离最近的是丽水学院，
再远些是杭州师范学院、南京大学，更远的还有来自清华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在这里，他们学讲畲语，学唱畲歌，见证
畲族文化。

这些年里，从景宁大均风景区，到封金山景区、东弄畲家田
园综合体，都留下了蓝仙兰的歌声。“有游客我就唱，最多的一
天唱了 13场哩。”蓝仙兰的话语里，透着满满的成就感，即便最
初时，唱一场只有 10元报酬，“只要大家爱听，我就唱”，她乐此
不疲。

三

在经年累月的传承中，一个“创”字在蓝仙兰身上体现得淋
漓尽致。

2011年，东弄村成立文化艺术团，蓝仙兰任团长，也是创
建者。团员最大的六十多岁，最小的刚上幼儿园。

有了艺术团，还得有亮相的节目。村民们白天下地干活、
进城上班，晚上回到村里，聚集在会议室排练节目。为了展示
畲族民风民俗，只上过初中的蓝仙兰绞尽脑汁，创作编排了一
系列有着浓郁畲族特色的文化作品：《农耕》生动地展现了畲族
人民勤劳质朴的生活场景，那田间劳作的身影、丰收时的喜悦，
都被她用艺术的语言呈现出来；《彩带情思》将畲族彩带编织这
一传统技艺与情感故事相结合，每条彩带仿佛都在诉说一段往
事；《婚嫁》在一袭嫁衣、十里红妆中，将畲族独特的婚嫁迎亲习
俗演绎得浪漫喜庆……“《农耕》我们演了十几年，到现在还是
我们团的代表性节目呢！”

她坚持认为，非遗传承，要多在孩子身上下功夫。这些年
里，她多次受邀前往景宁当地的中小学教授畲语畲歌。在景宁
职业高级中学，她一学期上了七十多节课；在红星小学，一教就
是五六年。课堂上，孩子们脸上的笑容、投入的热情，她感受到
了。

2017年，蓝仙兰入选畲族“三月三”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
人。

蓝仙兰心里清楚得很，非遗传承不能仅依靠自己一个人，
还需要培养一批后备人才。为此，她将自己多年积累的经验和
技艺，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人，先后带出的 25个徒弟，人人
都能独立参加各类展示展演活动。

在带徒过程中，蓝仙兰不仅注重技艺的传授，更重视对年
轻人文化素养的培养，总结出一套“三境”教学法：初学时如“春
笋破土”，要打下扎实的语言根基；进阶时如“凤凰梳羽”，需精
研服饰纹样的文化内涵；成熟期则要像“古木盘根”，将技艺与
民族精神血脉相连。

蓝仙兰从事畲族“三月三”活动四十余年，参与相关活动近
2000场次，包括 18场国家级、省级大型文化宣传和展演活动。
在刚刚落幕的“三月三”活动中，她和两个徒弟在凤凰古镇架起
彩带架，为宾客们展示畲族传统的彩带编织技艺。丝线在众人
的目光中，泛着贝珠般的光泽。

暮色中的蓝仙兰畲语畲歌传承馆，常亮着橘色暖光。清
明时节，蓝仙兰笑着往杯里添了一撮新采的茶叶。水汽升腾
间，数十载光阴在玻璃窗上凝结成雾，映出畲乡永不褪色的
春天。

山歌逐云去山歌逐云去 彩带织春秋彩带织春秋
■首席记者 陈炜芬 记者 徐丽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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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审终审：：孙孙 玮玮
■■策划策划：：崔崔 璀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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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关注

四代同堂交流彩带编织（右一为蓝仙兰）

畲族山歌手抄本 首席记者 陈炜芬 摄

带学员体验畲族竹竿舞

展示畲族彩带编织技艺

参加畲族文化展示活动

山雾初散时，炊烟从乌桕树梢升起。
62岁的蓝仙兰揭开木甑，氤氲水汽里浮出紫玉般晶莹的乌米饭。这是属于畲族百姓古老

而隆重的节庆仪式感：糯米浸润乌稔树的汁液，总会在中国畲乡“三月三”发酵出款款深情。
她捻起一簇新蒸的乌米饭，指尖感知的温度，与畲族文化的热度交融，升腾起一曲永不休止的
山哈调。

敕木山脚下，山风掠过畲家古寨。蓝仙兰和那些唱过的山歌、织过的彩带、教过的孩子，
一起汇成畲族文化星河里的万千璀璨。

（除署名外，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