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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敕木山东麓
的山岚还没散去，景宁
东弄村的林间就传来了
清亮的《敬茶歌》：“山水
悠悠我畲乡，畲乡是个
好地方……”“畲族三月
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
承人蓝仙兰头戴凤凰银
冠，正带领着孩子们用畲
语吟唱歌曲。

这个只有 420 人的
畲族村落，走出了三位国
家 级 非 遗 代 表 性 传 承
人。除了蓝仙兰，还有编
织彩带的蓝延兰和熟谙
畲族婚俗的蓝余根。

织机的哐啷声、婚俗
仪式中的龙角声与嘹亮
的山歌声，在小小的村庄
里形成了穿越时空的交
响。它们讲述着过去的
故事，传承着畲族的千年
文化，将那些看似遥远的
传统，以温柔而坚定的方
式，融入当下的生活。

据《蓝氏宗谱》记载，明万历七年
（1579年），畲族先祖蓝昆山公带领族
人从福建罗源迁居景宁，在龙角形地
貌的峡谷中开辟家园，因此地“谷深
如弄”得名“东弄”。作为环敕木山省
级风情旅游度假区“十大畲寨”中的

“文寨”，400多年来，这里始终保持着
纯粹的畲族文化生态，如同一个被时
光珍藏的秘境。

时光流转，畲族山歌、彩带编织、
传统婚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溪涧
活水，滋润着当地的生活。东弄村委
会副主任蓝明华告诉记者，村里完整
留存着 32 项濒危技艺，至今延续着

“以歌记史，以技传家”的传统，从婚
丧嫁娶到节庆祭祀，山歌与舞蹈始终
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这种深深植

根于生活的文化传承，成就了东弄村
“文寨”的美誉。

当村民在层层梯田间俯身劳作，
四周是苍茫的青山和流云蓝天，山歌
便自然从喉间涌出。虫鸣鸟啭成了伴
奏，群山化作天然的歌台，在这里，高
歌如同呼吸。在蓝仙兰的记忆中，母
亲不识字，却能在婚嫁宴席上以歌敬
酒、以歌递茶、以歌为媒，将生活琐事
谱成悠扬旋律。这种源于山野的歌唱
传统，至今仍在村子里代代相续。

而畲族彩带则是流淌在指尖的
诗篇。在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蓝延兰的工作室里，悬挂着外祖母、
母亲与她亲手编织的彩带，像是一部
立体的家族技艺史。这些五颜六色
的棉线织物，曾是带孩子劳作的背

带、固定刀鞘的束带，也是定情信物
与吉祥象征。古老的织机上，彩线翻
飞，将畲族的祝福与智慧，化作触手
可及的文化符号。

这种对文化根脉的自觉守护，在
东弄村形成了“家家有传承、户户有
记忆”的独特生态。如今，村里超过
20%的村民掌握着非遗技艺，12 处

“非遗家庭作坊”散布村中，3名国家
级、1名市级、7名县级非遗代表性传
承人构成了梯队式的传承体系。

功德舞的鼓点、婚嫁仪式的欢
歌，仍在岁时节庆中上演。在这里，
非遗是村民赖以呼吸的文化空气，
它赋予古老畲寨生命的脉搏，使其
在时代的变迁中依然保持着独特的
节奏。

非遗传情

在东弄村，非遗的生命力源自一
群怀抱赤诚的传承人。他们通过数
十年的坚守与创新，使祖先的智慧在
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

蓝仙兰的传承之路始于母亲信
口拈来的山歌，那是她最初的音乐启
蒙。8岁起，她便在母亲的调子里学
会了吟唱，把稚嫩歌声洒向苍翠群
山。煤油灯下，她缠着邻家爷爷逐字
辨认祖传的歌本，只为了将泛黄纸页
上的词句印入脑海。

自 2006年在首届畲族山歌大赛
中夺魁，蓝仙兰的歌声就吸引了越来
越多的追随者。求学的年轻人纷至
沓来，最多时一屋子挤了 80 余人。
于是，她在 2014 年在家中开设了畲
语畲歌工作室，不收学费，一心教会
每 个 热 爱 山 歌 的 人 如 何“ 用 心 去

唱”。她的学生有稚嫩的孩童，也有
清华大学等高校的学子，其中 25 人
已经具备了独立展演的能力。

40多年来，蓝仙兰每年都参与畲
族“三月三”活动，她深知薪火相传的
重要性，推动创建了东弄村文化艺术
团，自编自演《农耕》《彩带情思》《婚
嫁》等节目，让畲族生活图景在舞台上
熠熠生辉，也让畲族文化在现代社会
中找到了新的表达方式。她还将目光
投向更远处，在景宁当地中小学教授
畲语畲歌，培养新一代的文化传承人。

与蓝仙兰以歌传情不同，蓝延兰
数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在方寸织机
间。从 6岁执梭起，她便将精益求精
的彩带编织视为人生追求。在钻研
传统技艺的同时，她敢于创新，将汉
字织入彩带，让传统纹样诉说新语。

耗时数月织就的“彩带王”长达 4米，
56 个民族的名称跃然其上。 2008
年，为了让更多人学习这项技艺，蓝
延兰成立了工作室，至今已有超过 2
万人次跟随她学编织。如今，她手中
的畲族彩带已经从生活用品蜕变为
远销海外的民族艺术品，成为畲族文
化的动人表征。

蓝余根最早被评为国家级非遗
代表性传承人。他熟谙每一道畲族
传统婚俗流程，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传
承人，关门弟子蓝木昌如今在“畲乡
之窗”大均村带领年轻人展演婚俗，
成为文化传播的使者。

而非遗的生命力，正是通过这些
心怀赤诚的人们，润物细无声地融入
新时代的发展脉络，成为连接过去与
未来的文化桥梁。

匠心传技

推开蓝仙兰畲语畲歌工作室的木门，只见一群
孩子正在她的带领下仰头唱《敬茶歌》，稚嫩的畲语
童声清脆悦耳。在东弄村，这样的生活场景每天都
在发生。

非遗的细节在村里随处可见。工作室里的织机
响起咔嗒声，五颜六色的彩线在她翻飞的指尖化作
束衣腰带与定情信物；婚宴上，生活琐事被即兴编
唱，化为旋律。如今，20%的村民掌握着非遗技艺，
12处“非遗家庭作坊”散落村中，让32项濒危技艺在
节庆鼓点中始终保持着生命的律动。

技艺的星火，在一代代坚守者手中传递。蓝仙
兰从母亲信口拈来的旋律出发，最终让畲歌飞出梯
田，飞向更广阔的天地。蓝延兰6岁执梭的双手，在
经纬间不断创新，使彩带诉说时代新语。熟谙婚俗
的蓝余根，将传统仪式转化为生动的文化展演。正
是这些传承者的坚守，让畲族文化的根脉在新时代
的土壤里，依然蓬勃生长。

观念的转变，始于 2013 年。“中国畲乡三月三”
系列活动将畲族原生态民歌大赛的舞台搭在东弄村
的田野溪畔，歌声与水声相呼应，引来上万名游客，
村民们第一次发现祖先的智慧也能滋养现实生活。
此前“织彩带换不来米”的困惑，在政府的帮扶下逐
渐消解：文化保护条例的制定夯实了根基，“畲家田
园综合体”的建设将非遗保护与全域旅游深度融合，
破败老屋变身畲乡民族文创馆，寨门迎宾歌、畲族歌
舞展演、彩带编织等沉浸式体验，推动非遗展现出更
丰富的价值。

蓝仙兰的歌声穿透晨雾，蓝延兰的织机在阳光
下闪烁，蓝木昌的婚俗展演引来掌声，这些鲜活的场
景都印证着非遗的生命力：它让文化基因融入生活，
在代际传递中完成了从“静态”到“活态”的蜕变。

让非遗流淌
在日常生活中

本报记者 管丽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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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的保护与传承，离不开
当地政府的全力支持。景宁

出台了《民族民间文化保
护条例》等法规，为非
遗保护工作提供法律
保 障 ，并 从 资 金 扶
持、文旅融合、人才
培养、品牌打造等
多方面发力，为非
遗的持续传承夯
实基础。

2011 年 ，景
宁畲族自治县文
物和非遗保护中
心 在 田 野 调 查 中
发现，东弄村有着

深 厚 的 非 遗 底 蕴 。
研究馆员项莉芳至今

仍清楚地记得初次进

村宣讲非遗保护时的场景，当时，村
支书愁眉不展地对她说，“织彩带换
不来米”。彼时，东弄人还没有发现
非遗的经济价值，看不到它与日常生
计之间的联系。

转折发生在 2013年。当“中国畲
乡三月三”系列活动将畲族原生态民
歌大赛的舞台搭在东弄村的田野小
溪边时，山歌声和着流水声，吸引了
上万名游客。“此后，村民才明白，祖
先的智慧能带来实实在在的收入。”
项莉芳说，一场文化盛事，转变了村
民的观念，也为非遗的保护和传承带
来了新的动力。

依托“文寨”的原有特色，东弄村
成功打出“政策+资金+产业+人才”
组合拳，通过打造“畲家田园综合
体”，将非遗保护与全域旅游深度融
合，吸引游客参与互动，以“非遗+旅

游”的发展模式，挖掘非遗更多方面
的价值。

2017 年，在省级财政支持下，东
弄村迎来蝶变——村民整体搬迁至山
下新居，原本破败的古寨经过系统改
造，升级为“畲家田园综合体”。山村
焕发新生，非遗成为核心竞争力：畲乡
民族文创馆里展品琳琅满目，寨门迎
宾歌、畲族歌舞展演、彩带编织等沉浸
式体验项目，让畲乡风情触手可及。

敕木山风拂过古寨，蓝延兰的织
机上，彩线流转生辉，蓝仙兰的工作
室里，孩子们清亮的歌声绕梁不绝。
这座畲寨用实践证明，真正的传承，
是让古老技艺如村口的乌桕树般，根
系深植历史的土壤，枝叶拥抱时代的
阳光。当山歌日复一日地穿透晨霭，
回响其间的，正是文化传承生生不息
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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