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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株洲、湘潭三市地缘相接、人

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

神、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湖南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长株潭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指示精

神，为新中国成立75周年献礼，长沙、株

洲、湘潭三市宣传部门，联合启动“长株

潭文化共建共享高质量发展项目”，推动

形成相互开放、有效衔接、便民惠民的

“长株潭都市文化圈”。

10 月 21 日，“长株潭文化共建共享

高质量发展”启动式在湘潭举行。10月

21日-23日，长株潭非遗（直播）购物节邀

请长株潭三地的非遗传承人，共同参与展

示多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让市民通过

与非遗传承人、非遗项目面对面交流，在

玩乐间感受非遗魅力，打造极具吸引力的

“沉浸式”展示体验和购物新场景。

本报推出“非遗好好玩”特别报道，

对长株潭三市的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进

行展示，以推动文化传承，促进文化交

流。敬请关注。

一根秀逸挺拔的楠竹，如何变成一把浪漫精
致的油纸伞？

答案就在湘潭县石鼓镇。
作为我国三大流派之一，石鼓油纸（布）伞制

作工艺历史可追溯到明初，距今约600年。江西移
民辗转来到湘潭，油纸伞随之在湘潭孕育、繁盛，
逐渐成为人们心中的一缕诗意。

油纸伞的制作过程非常繁琐，且全部依赖手
工完成，从选竹到成品，需要半个月时间，其间，至
少需要三个艳阳天。“工序七十二道半，搬进搬出
不肖算”说的便是油纸伞的繁复工艺和精益求精。

取五年生楠竹，去除竹子表面的青皮和结巴，
预留出伞骨的弧度、粗细，一段段伞骨架组件成
型。用柔软的细线将它们捆绑锁在一起，将纸切
割好，一点点铺在伞骨上，刷上胶水让其固定，抹
上桐油。

这一道道工序造就了石鼓纸伞有别于其它纸
伞的不同：淋不湿、吹不翻、撕不烂。

这些还不够。
匠人们绕伞圈、穿花、裱伞、糊伞边、绘制图案

……一把尽显国风美学的油纸伞这才呈现在我们
面前，带给人以视觉和心灵的震撼。

石鼓出好伞，好伞为石鼓添彩。
昌山山脉鸟语花香、茂林修竹，伞面绘画融入

当地唢呐、皮影、剪纸、水墨风景画等丰富的民俗
文化，共同成就了石鼓油纸伞的实用、观赏及收藏
价值。而当地成品伞厂、配件厂等完整产业链，也
成为乡村旅游的一张亮丽名片。

这是流传于湘江流域湘潭一带的古老艺术——打油鼓。
在春秋时代甚至更久远时，楚地巫风为她塑造基因。
油鼓响起，舞者们时而做出如“梳头”“洗脸”“照镜”“理鬓”

“贴花”“点珠”等动作，仿佛进行一场神圣的仪式，通过修饰容颜
表达对神灵的敬意，细腻灵动，独具韵味。“开弓”动作则如同英勇
的战士，仿佛要与邪恶的精灵鬼怪展开激烈斗争，尽显豪迈与霸
气。

其动作节奏感如此强烈。
舞者们以舞姿带动鼓声，时而快速地跳跃，如同熊熊燃烧的

火焰；时而缓慢地移动，展现出一种沉稳的力量；时而大幅度地挥
舞双臂，像雄鹰展翅翱翔，充满了力量与激情；时而优雅地转身和
扭动，仿佛在低沉地诉说。

在湘潭的历史长河里、文化版图上，她以别样的风情承载着
独特的文化记忆，寄托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隍庙祭祀、老君庙会、祭孔等活动中有她，庄重肃穆，这是
“文”场打油鼓。

沿河的窑湾下五都码头、金凤船厂、东坪镇等地的端午龙舟
竞渡上有她，喜庆热闹，这是“武”场打油鼓。

人们应对自然灾害时有她，虔诚祈福，这是文、武场相结合的
“巫舞派”。

而今，打油鼓的传承不断续写新篇。打油鼓有了展览基地，
走进了高校课程，登上了网络平台，并在国际舞台上获奖。

她正焕发出新的活力！

湘潭，湖湘文化重要发源地，崇文尚武精神是人
们守护家乡故土的一种表达。

乾隆年间，善武的福建人巫必达来到这里，结合
本地洪拳和养生功法，创立了一种集练、养、打于一体
的技法体系。

乾隆六十年，坐标湘潭，巫家拳横空出世。
巫家拳踊跃为先、逢空而进、见隙必攻，包括功

法、套路、格斗三种运动形式，有掐手、尖手、排打功多
种功法，会用到枪棍、刀锏、板凳、耙等器械，技击格斗
训练法包括单操、喂招、散手和实战对抗练习等。

强烈的实战意义，使巫家拳吸引了众多江湖儿女
竞相传习，湘军弟子“课程表”上有他，黄兴、秋瑾、刘
揆一、刘道一等仁人志士都是巫家拳弟子。

因这种实战精神及其闪耀的匡扶正义、惩奸除
恶、振我国威的思想光芒，巫家拳成为中华武术精神
的重要载体。

和平年代里，中华武术依然熠熠生辉，巫家拳亦
是如此。

传承人颜凯章担任了中国滑板国家队体能教练，
巫家拳的训练功法和器材已应用于国家队及国家冬
奥项目的体能训练。

传承人颜亮鸣将巫家拳技法融入中国散打，使其
实战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并在武警部队、特警支队
推广应用，他还创编了一套巫家拳操，巫家拳正在走
向寻常百姓。

眼下，颜亮鸣着手与高校共建武术交流平台，这
张国家级武术文化名片必将更为亮眼。

要说长沙最为大众所熟悉的风味小吃，火宫殿八大传统
小吃当仁不让。

臭豆腐外焦里嫩、芳香四溢；姊妹团子外观白净、软糯怡
人；红煨猪蹄色泽红亮、肥而不腻；荷兰粉口感Q弹、嫩滑鲜
香；八宝果饭甜而不腻，口感丰富；龙脂猪血细嫩爽滑、鲜香
可口；三角干子口感嫩软、鲜美多汁；牛肉馓子色香味美、落
口消融。

能成为非遗“担当”，不仅因为八大小吃各有风味，更因
为每一种小吃都经过悠久历史的传承，沉淀着深厚的文化底
蕴。

随着庙会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火宫殿逐逐渐成为大众活
动场所，地方小吃汇聚、摊贩商贾云集，促进了小吃制作技艺
的交流，火宫殿八大传统小吃制作技艺由此诞生，其历史大
多源自清朝，最早的可追溯至唐代。

每一种小吃背后都藏着精湛的制作和烹饪技艺。如，火
宫殿臭豆腐要将水豆腐加青矾用沸水浸泡2小时，捞出后又
放入卤水中浸泡4小时左右，使豆腐呈青黑色，再入油锅炸至
外焦内软。从备制卤水植物原料，到熬制卤水配方，再到豆
子的选用、磨浆、点卤等，每一道工序都要层层把关。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火宫殿八大传统小吃之于长
沙，早已不只是停留在味蕾的愉
快，它们映射着长沙这座城市的热
情好客、开放包容，承载着人们对
家乡的情感，从舌尖一点点弥漫到
心头。

她出现在手帕、裙饰、荷包、腰带、怀镜袋、笔插、椅垫、桌
围、枕套等一切可绣的物件上。一针一线缠缠绕绕，丝丝缕缕
错落有致，针法多变，线色万千，栩栩如生，这是湘绣带给我们
的惊艳。

湘绣，以长沙为中心，带有鲜明湘楚文化特色的刺绣产
品。它起源于湖南民间刺绣，吸取了苏绣和粤绣的优点，迄今
已经有2000多年历史。

制稿、临稿、选料、印版、配色、饰绷、绣制、拆绷、刺绣、整
烫、饰裱，其工序十分繁复，光是刺绣的针织方法就多达十几
种，令人惊叹。

中国四大名绣之一，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这是属于湘
绣的标签。作为一门独特的传统文化艺术，她蕴藏博大精深的
艺术内涵。

其丝线细若毫发，一根丝线被劈成 1/2、1/4、1/8、1/16甚至
更细，素有“羊毛细绣”之称。

其形象生动逼真，被赞誉“绣花能生香、绣鸟能听声、绣虎
能奔跑，绣人能传神”。民间有“苏猫，湘虎”之说，湘绣狮虎毛
纹刚健直竖，眼球有神，几可乱真。

其着色富于层次。绣师们以针为笔，以缣素为纸，以丝绒
为颜色，在追求画稿原貌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再创造，将中国传
统的绘画艺术融于湘绣之中，一幅绣品就是一幅中国画。

湘绣先后参加过日本、巴拿马、美国等地举办
的国际博览会，多次获得优胜奖，在国际市场上享
有盛誉。

琴声响起，搭配长沙方言和艺人独具腔
调的演绎，长沙弹词就这样在一瞬间带给听
众以触动和共鸣。

长沙弹词是一种弹唱艺术，原名“弹
词”，又称“唱讲”“讲评”“平讲曲”，是湖南省
的传统曲艺之一，主要流行于湖南湘江、资
水流域的长沙、益阳、湘潭、株洲、浏阳等地。

艺人在自弹自唱中叙述故事、塑造人
物、表达主题，其表现形式主要由曲目脚本、
弹琴指法、唱腔音乐、表演技艺等四个部分
组成。其唱腔甜美圆润，铿锵有力，朗朗上
口，字字入扣。

长沙弹词源于古老的“道情”，以长沙方
言为基础，依字行腔，具有“古、多、广、情、
谐”的艺术特征。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长
沙弹词形成了廖、周、舒三大传统流派。

进入新时代的长沙弹词焕发出新的生
命力。

“90后”长沙弹词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王
志敏，坚持在传承中发展这项古老的弹唱艺
术。他在原有的“九板八腔”基础上，融入紧
跟时代的流行音乐元素，在“一人一琴”的表
演风格上，加入了多乐器伴奏，使得艺术表
现力更为丰富。

作为长沙弹词青年演员，他紧跟时代步
伐，2019年在短视频平台开设账号拍摄弹词
短视频，现固定粉丝七万余人，作品播放量
上亿，先后在上海，天津，深圳，南京等二十
多个城市演出，让长沙弹词的旋律唱响祖国
的大江南北。

深沉的蓝与纯净的白，天地间最简单的色彩，当它们相遇，便有了蓝印花布自
然清新、朴素和谐的美。

这种青花布深深扎根民间，常常出现在衣服、被面、头巾、包袱布等日常生活物
件中，浸润着丝丝民俗风情，嫁闺女、走亲戚、赶考时提上一方蓝印花布，便有了家
乡的牵挂。

在株洲市茶陵县，民间传统手工技艺“蓝印花印染工艺”已流传几百年，蓝印花
布全凭手纺、手织、手染而成，散发着浓郁的艺术魅力。

挑选坯布、裱纸、镂刻花版、上桐油、刮浆、染色、刮灰、清洗、晾晒……每一道工
序都是匠心的表达。

其色使用植物染料蓝草。蓝靛随着缝隙渗透到坯布上，留下了人工无法描绘
的自然冰纹，其纹样千变万化，巧妙绝伦。

其图案全凭手工镂刻。要用3至5层纸裱制成纸板，再用2至3层牛皮纸订合，
勾出大体图案，用自制刻刀镂刻，每一幅刻好的纸版都似剪纸艺术，质朴素雅、含蓄
优美之中饱含乡俗民情。

后来，蓝印花布面料逐渐由原来的单面印花发展成双面印花，由单色发展成复
色，由小布发展到宽幅布，由土布发展到精棉坯布和棉麻混纺布，花色品种也日益
增多。

蓝印花印染工艺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茶陵县蓝印花布曾热销本省及江西、福
建、湖北、四川、云南等地，随着社会的发展，它也被作为文物进行收藏。

在株洲醴陵，泥巴都是有灵气、会说话的，全因这里的
艺人深谙一门绝活——陶瓷手工拉坯技艺。

明代大学者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述说景德镇瓷器
“共计一坯工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是形容制瓷工序
工艺之多，拉坯则是陶瓷成型的第一道工序，凝聚着传统手
工艺的精髓。

从制瓷泥、上凳头用铁铲子拍、揉泥，到拉坯、修坯，坚
持古法技艺的技师一丝不苟，绝不会因为赶时间、赶产量，
忽略掉其中的任何细节。

为了让泥坯烧制时不易破裂，连泥巴也是有讲究的。
泥的甜、涩程度不同，白度、韧性就不同，有经验的技师会用
嘴巴品尝泥巴，再将不同的泥按比例混合、过滤，打揉制成
瓷泥。

拉坯虽为最基本的成型技艺，然其技艺之练就绝非一
日之功，个中技巧全凭手感力道，意到形随。将练好的坯泥
用力摔搭在车盘中心，用手拍得笃实，机器旋转，双手蘸水
呈捧捏泥料状，运用压、捏、棒、拉等手法变化，一气呵成。
坯泥变成了坛、碗、碟、杯、盘、茶具、咖啡具、酒具、台灯座
等，再拿上一坨瓷泥一拉，不用量尺寸，拉制出来的盖子就
和器身严丝合缝。

在注浆坯大量出现的今天，从事手工拉坯的技师已经
不多。他们的坚守，让更多人可以在一件件有温度的泥坯
中，感受中国瓷器文化的博大精深。

当新鲜的瓜果时蔬遇上陈年老坛和古法技艺，会
给味蕾带来怎样的体验？攸县坛子菜会给出答案。

在农耕文明时代，食物保鲜是一大技术瓶颈。为
了让食物保存时间更长，晒干、烟熏、腌制、酱菜等一
系列食物加工制作手法诞生。“坛子菜”便是选用陶罐
封存鲜菜，是一种古老的中国传统技艺。

攸县坛子菜经过长期传承和创新，产品更具本地
特色。在丰收的季节，人们以本地时令蔬果、豆制品、
鱼类、肉类等为原料，将其切制成丁、丝、条、块、片、角
等多种形状，采用泡、腌、酱、伏等不同制作技艺，再以
陶瓷缸（玻璃瓶）、传统器皿腌制。

坛子菜之所以“传统”，不仅因其起制作流程，也
因每一个细节的把控。鲜菜如何处理、原材料如何配
比、封坛要注意什么，都是有讲究的，人人都有细微差
别。但手艺人不需要“教科书”，仅凭经验就能作出判
断。

时间像个魔法师，在静置过程中，坛子里的食物
和食盐充分融合，渐渐生发出咸、酸、甜、脆、鲜、辣等
层次丰富的口感。待到开坛那一刻，人们便收获了一
坛色泽鲜亮、脆嫩清香、咸甜适度、香甜嫩脆的美味佳
肴。

用这种民间传统工艺制作的坛子菜，具有一定保
健功能，老少皆宜。现已形成了豆制品类、酱腌野菜
类、火焙鱼类等系列产品，深受食客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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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传人表演油鼓舞。 演员手持油纸伞表演。 巫家拳传人展示棍法。 攸县坛子菜。长沙弹词展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