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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这些非遗亲子档让老技艺正年轻

“苗鼓是我们苗族人在农闲

时的一种休闲运动方式，如今，

成为了我们吸引游客，增加收入

的方式之一。”8 月 29 日，在湘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古丈县默

戎古镇景区演出前的准备时间

里，杨敬莲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在乡亲们的耳濡目染之

下，自己从小就喜欢上了苗鼓，

也从小就开始学习苗鼓。

出生于1980年的杨敬莲是湘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古丈县默戎

镇龙鼻嘴村人，2018 年，她被评

选为湘西苗族鼓舞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传承人。

回忆起小时候学习苗鼓的细

节，杨敬莲说，自己从 6 岁左右

就开始跟在妈妈石爱花的身边，

模仿着她打鼓的样子，敲击着板

凳或者墙壁。每当小小的杨敬莲

鼓点节奏不对时，石爱花就会停

下来，指点她，告诉她打苗鼓要

学会听鼓边，听节奏。

2004年，石爱花和几个志同

道合的朋友们一起购买了一面苗

鼓，组成了四方苗鼓队，杨敬莲

也成为了其中的一名队员。每逢

春节、桃花节、赶秋、椎牛、丰

收喜庆、婚嫁、迎宾客等重大节

日和活动，杨敬莲就和同伴们一

起，带着这面鼓，到各个地方参

加活动。在这过程中，杨敬莲一

边表演，一边学习着打鼓。

后来，当地的一个企业家

被杨敬莲和队员们对苗鼓的热

爱感动，捐助了 4 面鼓。很快，

湘西州举办了鼓文化节，代表

古丈县参赛的龙鼻嘴村四方苗

鼓队惊艳亮相，杨敬莲获得了

单人鼓的第二名。杨敬莲说，

苗鼓有很多种表演方式，和吉

首、花垣等地不同，默戎独有

的四方鼓表演方式是一个鼓的

四面都可以敲击表演，“让评委

们耳目一新”。

趁着比赛的这股东风，杨敬

莲带领着四方鼓队先后到了上

海、北京、台湾表演，还登上了

“鸟巢”国家体育馆的舞台。

为了能够将四方鼓展示给更

多的观众，杨敬莲颇下了一番功

夫。苗鼓动作来源于生活，表演

者通过一个个生动的舞蹈动作，

再现了湘西苗族人民生活、劳

动的情形。但传统的苗鼓舞表

演只有鼓声，并没有配合音乐，

形式比较单一，舞蹈动作也不够

舒展。为此，杨敬莲为鼓点配上

了音乐，加入了简单舞蹈动作，

确保原汁原味的同时，也让苗

鼓舞更�观��，“以前，表演�观��，“以前，表演观��，“以前，表演

者只需要确保会打鼓，鼓点节奏

正确，但现在，我们也会舞蹈的

基本功了”。不仅如此，传统的

苗鼓体积庞大，往往作为寨子里

的“镇寨之宝”好好保存在寨子

里中心位置，不轻易挪动搬出。

为了方便托运，到各处去表演，

杨敬莲在前来拍摄的节目组的

建议下，将苗鼓改良变小。

近年来，依托传统苗族聚居

区这一天然的优势和四方鼓舞、

古丈毛尖等丰富的民族文化底

蕴，默戎镇和龙鼻村大力发展乡

村旅游业，打造了“默戎苗寨”

景区，如织的游人吸引了在外工

作的村民们纷纷回乡。

几年前，杨敬莲进入了古丈

县歌舞团工作，但她一直不放心

家里的事务。在得知墨戎苗寨景

区也组建了一支鼓队后，杨敬莲

回来了，并担任鼓队的负责人，

带领鼓队在中午时间，为游客表

演。而台下欣�的游客也跃跃欲

试，在杨敬莲的指导下，手持鼓

槌，亲自感受苗鼓。

“现在打鼓的收入提高了，

打鼓的人越来越多。”杨敬莲很

欣喜地说，这意味着，苗鼓将会

有更多的人来传承。

工 匠 精 神 已
成为新时代引领
社 会 风 尚， 构 建
经 济 发 展 体 系，
实现强国梦想的
核心支撑。

此 前 由 中 华
全国总工会主办
的首届大国工匠
创新交流大会上，
就有全国的不少
非遗传承人的创
新 成 果、 事 迹 和
作品入选大国工
匠 展 区。 湖 湘 土
地孕育创造了丰
富 的 非 遗 项 目。
非遗文化作为中
华民族传统文化
的 精 华， 其 丰 富
性、 生 动 性 既 展
现着中华文化的
绚 丽 多 姿， 也 将
大力推动中华文
化的现代转化与
创 新。 在 今 天，
不少年轻人纷纷
站 了 出 来， 从 父
辈的手中传承非
遗技艺和工匠精
神， 并 为 之 增 添
许 多 新 元 素， 借
助各种传播手段，
让传统技艺与时
俱进，重焕新生。

湘西苗鼓传承人�������������������������
传统苗鼓新打法，打进“鸟巢”

（下转 08 版）

杨敬莲参加苗鼓比赛。

“兜兜转转，我最终又回到了

陶瓷艺术这条路上。”开完一上

午的关于陶瓷艺术的汇报会议，

周园慧和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讲

起了自己和陶瓷艺术的结缘。

周园慧的母亲是中国陶瓷艺

术大师、醴陵釉下五彩瓷烧制技

艺传承人黄小玲，深受母亲和家

庭环境的熏陶，周园慧早早地就

和陶瓷艺术结缘。从小，周园慧

就跟在黄小玲的身后，穿梭在瓷

厂里，看着妈妈在瓷器上描绘，

她也学着涂鸦。但黄小玲并不希

望女儿走上手艺人这条��的道��的道道

路，督促周园慧“要好好学习”。

在妈妈的殷切期盼下，周园

慧前往国外留学，攻读数学与金

融双学位。也许是“骨子里就有

陶瓷情结”，每�放�回国，周结”，每�放�回国，周”，每�放�回国，周

园慧都会独自完成几套陶制器�

的制作，送给自己的师长和好友。

回国后，周园慧在北京的一

家金融机构任职。2018 年，她

准备跳槽到艺术投资团队，想要

探索一下艺术金融化在中国的实

践。在应聘过程中，受到面试官

的启发，她萌生了自己创业的念

头：“一直以来，我都很排斥跟

着我妈妈走‘一条捷径’，结果绕

了一圈，发现是我自己的思维受

限了。”。””

于是，周园慧很快辞去在北

京的工作，回到了株洲醴陵市，

成立了自己的陶瓷品牌。黄小

玲对于女儿的返乡十分开心。很

快，周园慧就觉得自己这条路

“走对了”。

从公司 logo 的设计到产品的

推广，周园慧一力承担。为了更

好地销售陶瓷，同时作为一名釉

下五彩的传承人，周园慧开始系

统学习制瓷工艺，不管在家里还

是在工作室，只要在学习过程中

遇到疑问，她就会找到黄小玲，

请她帮忙答疑解惑。

随着新冠���情来�，直���情来�，直�情来�，直

播电商俨然成为最火的数字经济

新业态之一。站在数据时代的新

风口，周园慧也想从中获得发展。

2021年开始，借助一手货源地的

优势，她开始了直播带货。

每天在抖音平台3场直播，总

时长��个小时，周园慧和团队��个小时，周园慧和团队个小时，周园慧和团队

不遗余力展示推介醴陵陶瓷，乐

此不疲。曾经深藏幕后的陶艺师，

也现身其直播间讲解。终于，周

园慧账号的粉丝量超过了2万，核

心团队也从 2人发展到 9人。今

年“618”，单场成交额超过 2万元。

让周园慧更兴奋的是，越来越多

的粉丝专程自驾来“奔现”，到醴

陵来亲身体验陶瓷文化。

为了让陶瓷更受年轻人喜欢，

周园慧也参与了陶瓷的设计，在

这个过程中，黄小玲会�时地提个过程中，黄小玲会�时地提过程中，黄小玲会�时地提

供一些技术指导，让周园慧的想

法能够顺利落地实施。

如今，周园慧依旧在探索陶

瓷艺术和金融的结合，她和母亲

黄小玲一样，致力于让醴陵陶瓷

能够被更多的人了解喜爱，也希

望醴陵的陶瓷能够有着更高的

价值。

醴陵釉下五彩瓷烧制技艺传承人黄小玲�周园慧��：
每天直播 8 小时，她让更多年轻人为陶瓷“奔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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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艺术大师黄小玲。 周园慧在工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