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1月17日  本版编辑／李立   美编／王蕾
E－mail:lili@fengone.com11

阳雀坡村过腊八：让村民“富”有韵味

“我这是第三次来了，这里的腊

八节活动很有特色，过节氛围浓，

这是在城市里体验不到的。”来自怀

化市的李女士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她很喜欢这样的民俗活动，“有

些传统还是不能丢的”。

像李女士这样被传统腊八节活

动吸引的城市游客非常多。湖南师

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黄勇军

和他的团队从 2003 年开始，就在一

直在雪峰山地区从事民族文化、民

俗文化、民间宗教等主题的田野考

察。“在腊八节活动中，我看到了雪

峰山地区传统民俗文化所具备的能

够继续融入现代乡村人的日常生活，

进而吸引现代城市人前来参与的活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罗雅洁   供图：受访者

1 月 13 日，腊八节。怀化市溆浦县龙潭镇阳雀坡
古村的村支部书记李建华昨晚熬了一个
通宵，虽然有些疲惫，但她的脸上更多
的是兴奋和激动。腊八节，是村里的大
日子。

过了腊八就是年。长久以来，阳雀
坡村一直有着过腊八节的传统。自腊月

初八后，阳雀坡人的春节就热热闹闹地开场了：与家人一
起准备年货，祭拜祖宗和神灵，杀年猪熏腊肉，推豆腐烤
腊干，打糍粑发糖籼，写对子贴春联，还要举行各式各样
的民俗表演……如今，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现在的阳雀坡村腊八节，
已经变成了上万人的传统民俗文化狂欢节，甚至引来外国游客造访。

5 年前，两度登上胡润全球华

人富豪榜的溆浦乡贤陈黎明来到阳

雀坡考察，“这里的贫穷落后在我

心里烙下了印记，这里奇特秀美的

自然风光让我难以忘怀。”陈黎明

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雪峰山

是家乡人民的宝山，他创办了雪峰

山生态文化旅游公司，“就是要把

山里的宝挖出来，让大家不再守着

宝山受穷”。

陈黎明介绍，该公司在阳雀坡

村投资了 3000 万元，用于修建公

路和游客服务中心、维修古房屋、

建设游步道和复原抗战地下指挥

所。11 名村民在公司就业，人均年

收入 3 万元。此外，公司还动员村

民参加民俗表演，每场演出酬劳有

200 元，一年演出 80 场到 100 场。

陈黎明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除了阳雀坡腊八节以外，公司还

在整个雪峰山大花瑶景区创新打造

出了“大拜新年”“元宵灯会”“清

明祭祖”“端午龙舟”“七夕鹊会”“中

秋团圆”“重阳敬老”以及“插秧节”、

“打禾节”和雪峰山特有的花瑶“讨

僚皈”、“讨念拜”等一批适合于乡

村旅游的节庆品牌活动。

民俗文化和旅游“联姻”后，阳

雀坡人的腰包渐渐鼓了起来。当天，

除了充满特色的民俗活动，村民们

摆的年货摊也成为了一道风景线。

自己种植的蔬菜、瓜果、杂粮，自

己养的土鸡，自己做的辣萝卜、腊肉、

年糕摆满了村道两旁。

62 岁的村民易满红在村口也摆

了摊子。在 2015 年旅游开发之前，

她家里连生活都有困难：儿子种果

树亏了，欠了几万元外债。

好在易满红一家都勤劳肯干。

旅游开发后，她办起了农家乐，饭

菜都是自己养的土猪土鸡，自己种

的蔬菜水果。她做的饭菜味道好，

来村里的游客都爱到她家吃饭。“上

海的、长沙的、邵阳的都有，东北

的客人吃了饭还打包带走。洞口县

一个客人来了3 次 !”易满红骄傲地

说：“几万元的债务全部还清了。现

在我的孙女在镇上读中学，成绩好，

还学特长，一个学期的学费要 8000

元，都是我交的 !”

李建华则告诉记者，当天活动

结束后，有村民喜滋滋地告诉她：

“光卖土鸡就赚了 1000 多元！”村

子里还有不少贫困户因此脱贫致

富，“原来的光棍，现在都娶了媳

妇成了家！”

“我在村子里待了20 年，就这

几年变化最大！”李建华喜不自胜，

“基础设施变好了，村子变漂亮了，

村民生活也更有奔头了！”

是传统古村也是抗日名村

当天，上万名来自各

地的游客聚集在阳雀坡

村，零距离体验“乡味、

腊味、民俗味”十足的

雪峰山腊八节，提前感受

浓浓的年味。村子里六

座院落，六种民俗景观：

一号院落杀年猪、喝腊

八粥、唱花灯戏，参观

农耕文化馆；二号院落看

哭嫁，吃瓜子花生伞饭；

三号院打糍粑，做“腊八

宴”；四号院磨豆腐、做

豆浆；五号院抛抢绣球；

六号院落看木偶戏。此

外，阳雀坡广场上的舞

龙灯、舞狮、彩龙船、蚕灯、

女子板凳、走马灯等大

型群众性表演也让前来

参加腊八节活动的人们目

不暇接。

阳雀坡古村落位于

雪峰山脉深处，始建于

清 乾 隆 十九年（1754），

如今仍然较为完整地保

存了6 个高低错落的大

院落。1945 年，抗日战

争雪峰山战役爆发，抗日

名将王耀武亲临前线指

挥作战，指挥中心就设

在阳雀坡村，并将野战

医院设在距古村落1000

米的王氏宗祠里。王耀

武运筹帷幄，指挥了震

惊中外的雪峰山会战，

打败了穷凶极恶、不可一

世的日本侵略者。作为抗

日最后一战的指挥中心，

阳雀坡古村落已被载入

史册，成为中华民族扬

眉吐气的抗日名村。

但是，近年来，随着

现代化进程的加快，阳

雀坡村甚至雪峰山地区

千百年来所行成的独具

特色的生活习惯、民间

习俗、传统文化等，都

遭遇到了来自外部世界

的持续不断的冲击与挑

战。这里的人们要么远

离故土外出求学、务工，

常年生活在都市里；要

么被全新的生活娱乐方

式如电视、电脑、网络、

手机等所吸引，不再花

心思在传统民俗文化上

面。

“我们村子过腊八节

的传统都延续近 300 年

了。”李建华告诉今日女

报 / 凤网记者，因为村子

的空心化，许多独特而

优秀的传统民俗文化曾

面临着断代、遗失的风

险。遭遇到现代化挑战

的乡村，由于大家族、大

家庭的解体，使得每一

个小家庭既没有经济实

力，也不会去考虑传承、

延续乡村的民俗习惯。

让传统民俗成为美好日常

文旅融合，村民腰包鼓起来

态化、生活化的存在方式与发展趋

势。”

黄勇军认为，在讨论乡村文化振

兴的时候，必须充分考虑到如何在

乡村的民俗传统与现代习惯之间的

差异，寻求到一种可持续的、可供

复制的新方式与新路径。只有这样，

乡村文化振兴才会真正落到实处，

发挥效用。在他看来，阳雀坡腊八

节活动的火爆，是整个雪峰山地区

民俗文化在经历了长时间的低谷后，

重新进入活态化、日常化、生活化

的发展轨迹之中来的典型案例，腊

八节等一系列民俗文化活动，也将

成为当地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助力。

“阳雀坡的这一系列民俗文化活

动，可以为乡村振兴中的文化振兴

提供一种方式，那就是如何引导乡

村居民自发组成公共的文化空间，

共同完成乡村传统的延续，共同实

现乡村文化振兴的推进。”黄勇军说，

在可见的将来，阳雀坡腊八节活动

必将成为雪峰山地区乡村文化振兴、

文旅融合发展的典范与名片。

扫一扫，
看更多精彩图片

外国游客也被吸引，加入了打糍粑行列。

参与民俗表演的都是当地村民，他们每场都能获得不错的酬劳。

阳雀坡村
的腊八节
吸引了上
万名游客
狂欢。

溆浦县一古村落有场“文旅融合”的狂欢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