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跷的打开方式应该是怎样的？
脚踩两根木棍，身着夸张服饰，平地

飞升 1.8米，直线、S线随意走起，这可能
是大众脑海里浮现的经典画面。可虞唐
人却说，这些都是小儿科，他们已经开启
了花样模式玩高跷。

引子

虞唐高跷发源于湘乡市虞唐镇，600
多年来绵延不断，早已成为当地人乡愁
的一部分。对于保护和传承虞唐高跷，
虞唐人自有妙招。

2014年，虞唐镇中心小学被确立为
非遗传承学校，为保护与传承虞唐高跷
源源不断提供学员，注入活力。从 2021
年开始，虞唐高跷身后多了一个非遗保
护单位：湘乡市中鑫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鑫培训学校”），为虞唐高
跷各项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有力的资金和
人力支持。近两年，虞唐高跷协会正式
成立，推动虞唐高跷各项工作更加有序
开展，还在全镇范围内增设了多个非遗
传习所，让更多人、有更多机会近距离接
触虞唐高跷。

有了这样一群人的坚实守护，虞唐
高跷在接力传承的同时不断带给大家惊
喜。

萌娃走高跷

“慢慢走，不着急”“眼睛朝前面看，
对，就是这样”……

3月10日上午，虞唐镇中心幼儿园，
中鑫培训学校的老师正在教孩子们掌握
踩高跷要领，这些学员是一群平均年龄约

5岁的小萌娃。其中，5岁半的曹梓阳、谭
沐灵已经走得比较稳了，小身板有模有样
萌态十足。

为了扩大“朋友圈”，虞唐高跷传承
从娃娃就开始培养——

以“非遗进校园”的形式，周景祥等
传承人每年都会走进虞唐镇中心小学，
通过示范演出、互动体验等方式，向孩子
们普及虞唐高跷。活动结束后，总是会
吸引不少孩子报名参加虞唐高跷兴趣
班。仅在去年 11月 23日的“非遗进校
园”活动中，就有40多个孩子报名。

孩子们非常期待放学后的公益高跷
培训课，大家早早写完作业，只等周伯伯
（周景祥）等人来给大伙上课。六年级学
生杜武宣是去年 11月下旬开始学高跷
的，现在已经能驾驭 1.8米高跷，并在高

跷巡演中成功扮演了“财神爷”“孙悟空”
等角色。

通过虞唐镇中心小学这个窗口，虞唐
高跷在当地中小学生群体中深深扎根，于
是，在每一个值得庆祝的重要日子里，孩
子们担当起虞唐高跷巡演的绝对主角，就
拿今年元宵节巡演活动来说，负责踩高跷
的60多名演员全是孩子。随着孩子们的
毕业、升学，这颗种子还传播到了其他学
校。位于湘乡市区的东皋学校、东台学
校，就带动形成了虞唐高跷学习热。

今年春季开学后，中鑫培训学校把
高跷学员的平均年龄又刷新了，幼儿园
的孩子也开始学高跷了。现在，园内共
有约60名幼儿一起学习高跷，10来名幼
儿已经可以大胆走出去。

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的某一场虞
唐高跷巡演中，穿着戏服踩着高跷的小
萌娃们，定会是观众们眼里最靓的崽。

混搭中国舞

今年 1月 18日，“湘心乡映，非遗焕
新”——2025湘乡新春文化市集在湘乡
市蒋琬广场举行，众多精彩瞬间让人们
感受到了本土非遗文化的魅力。其中，
舞蹈节目《刀马旦》更是成为全场焦点，
因为演员们是踩着高跷跳舞。

只见一群十来岁的孩子闪亮登场。
她们准确地踏着音乐节奏而来，步伐张
弛有度，手里还熟练地舞起了长缨枪。
演完手上功夫还不够尽兴，接下来，她们
踩着高跷准备下蹲，然后劈叉、软翻……
她们在高跷上完成了一系列舞蹈动作，
着实令人耳目一新，引来阵阵掌声。

这些年，代表性传承人周景祥一直
尝试着进行高跷表演创新，今年元宵节
巡演中看到的高跷舞龙灯，就成为虞唐
高跷的一大特色。中鑫培训学校负责人
杨燕飞接力创新，这次又将“混搭”玩出
了新套路——把舞蹈融入到了高跷表演
中。

杨燕飞从事舞蹈培训工作多年，考
虑到中国舞与高跷都是一脉相承的中国
传统文化，她想，或许可以将两者结合起
来。于是，自今年元旦以来，学校开拓创
新了少儿高跷与戏剧、古典舞、技巧相结
合的新模式，一群有着一定舞蹈基础的
孩子开始踩着高跷练习中国舞。经过一
段时间的准备，孩子们可以在高跷上表
演竖叉、脚柱、侧肩倒立、后软翻等高难
度技巧动作，并成功将《刀马旦》带给了
观众。

由于探索时间还不长，目前，《刀马
旦》还只是一个以舞蹈基本功展示为主
的高跷舞节目。下一步，杨燕飞将带领
孩子们朝高跷戏剧表演、高跷成品舞蹈
等方向发力，期待以高跷与舞蹈完美结
合的方式讲述一个个完整的故事，助力
虞唐高跷走向更宽广的舞台，吸引更多
的“粉丝”。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
春。随着百花竞相盛放，3月下旬以
来，湘潭人开启了眼花缭乱的赏花模
式。3月22日，湘潭县锦石乡碧泉村
举办第三届花朝节，绵延数公里的油
菜花田令人陶醉。韶山市银田镇

“‘花’现银田”活动在同一天举行，油
菜花、桃花、樱花相映成趣。3月 25
日，湘潭县易俗河镇梅林桥村举行桃
花旅游节，满目桃花美不胜收。

纵观这些“花宴”背后，都布局着
一张文旅融合大棋。“‘花’现银田”活
动中，乡镇党委书记、镇长亲自当“推
荐官”，为银田特产及红色文化、绿色
文化站台。梅林桥村桃花旅游节推
介了本土生态文旅项目并举行了重
点项目签约仪式，推动农文旅深度融
合。碧泉村花朝节更是以文化、旅游
赋能乡村振兴，收获了“引万人游览，
创百万收益”的硕果。

第三届碧泉村花朝节设置了“寻
味、寻芳、寻踪、寻趣”四大沉浸式体
验场景，“人气旺”成为活动第一大成
色。12批团建团队深度体验湖湘文
化，湖湘学展陈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

长300%；游客完成打卡后，凭发布的
“我爱湘潭我的家 碧泉春秋绘湖湘”
朋友圈宣言，在非遗漆扇工坊将春色
凝入传统技艺，单日体验超 2000人
次；直播间里 2万网友云端共赏盛
况。据不完全统计，碧泉村花朝节当
天吸引游客逾 5000人次，后续还有
游客纷至沓来，总人次超 2万，创历
届之最。

“消费热”是活动最硬核成绩
单。百花市集内，生态瘦身鱼摊位以
1.2万元日销量领跑，15家签约农户
的茶油、土鸡蛋等特产供不应求。“碧
泉春飨礼”抽奖活动带动线上订单占
比达 25%，实现“指尖引流”向“掌心
消费”的转化。碧泉贡米与连锁商超
签下 50万元的年度订单。碧泉农家
乐老板刘顺立难掩兴奋，直言活动当
天村里四家餐饮店座无虚席，且这种
火爆态势已经延续一周，每日游客络
绎不绝。活动还带动了周边村的发
展，锦石乡胜利村的负责人透露，他
们的黄金贡柚短短一小时就售出200
多公斤。

这场春日之约，创下了农产品销
售及订单总额超 150万元、周边餐饮
消费超 5万元的重大突破，文化引流
与产业变现的融合模式成效显著。
碧泉村党总支书记谭俊岳表示：“花

朝节筹备投入的 12万元专项资金，
已通过活动综合收益回笼，后期将继
续用以服务乡村发展！”

深入探究会发现，这次碧泉村花
朝节的火爆并不是偶然。在节会举
办之前，互联网上就吹来了一阵“碧
泉风”。

锦石乡乡长彭龙带领班子成员
跳了一段“李羲承进行曲”，乡镇干部
化身花田里的“顺拐天团”，邀请网友
们去碧泉村看花游玩。这条视频浏
览量超过 180万人次，为碧泉村花朝
节成功刷了一波热度。花朝节前后，

“顺拐天团”共计拍了十来个视频，进
一步引起了网友的关注。彭龙也发
现自己突然之间火了，视频播出后，
不仅找回了一些“失联”的同学好友，
更是有很多兄弟单位发来贺电，表示
要过来学习他们的成功经验。

作为主办方，碧泉村这次也是铆
足了干劲。

66岁的村支书谭俊岳也时髦了
一把，亲自参与拍摄短视频为本土农
产品代言。村里还把灵魂人物请进
了短视频，AI形象胡安国“喊话”网友
——“我湖湘学派创始人、大才子胡
安国的家乡你都不去关注吗？回答
我！”“你们不来体验，这合理吗？回
答我，Tell me why？”反差强烈、诙谐

幽默的语言着实收获了一
波好感。在活动设计上，碧
泉村将千年花朝节与湖湘
文化第一村品牌 IP结合，让游客感
知湖湘文脉，又通过打卡集章等趣
味互动强化品牌记忆，将“湖湘文
化第一村”从概念落地为可触可感
的场景，形成了文旅吸引力。最
终，通过激活传统民俗与地域文化资
源，打通“引流—消费—传播”全链
条，文化软实力成功转化成为乡村发
展的硬支撑。

记者手记：

一切皆可文旅，文旅赋能一切，
在文旅同质化竞争激烈的时代，大家
都在寻找破局的出口。碧泉村花朝
节以花为媒，以“文化搭台，经济唱
戏”为核心逻辑，收获了线上、线下双

“出圈”，其成功背后必然有着多方面
的原因，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顺应
数字化浪潮做好流量文章。掌握当
下短视频时代的特点，以情感共鸣、
独特产品、热点借势等元素加持，或
许是这篇“文章”值得借鉴的一大亮
点。

非遗小档案：
虞唐高跷——
虞唐高跷于春节、元宵节、中秋节等重大节庆时进行表演，其高度在60厘米到4米

之间，表演时采用巡游形式，以历史典故、人物传说、地方风情为题材，2023年入选第六
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表演队伍中不仅有踩高跷，还有高跷会旗、红纸牌
匾、蓝伞、牌灯、旌旗、划旱船、蚌壳精、渔翁、龙灯、狮灯、地花鼓等，并伴有锣鼓丝竹乐器
演奏等，营造了浓厚的节日气氛。

传承困境——
虞唐高跷在当地已经流传600余年，随着城镇化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年轻人外

出工作，高跷表演的主体逐渐流失。为了破解这一困境，虞唐高跷开始从娃娃抓起，
并不断创新、丰富高跷表现形式，非遗高跷传承也有了薪火相传新局面。

“湘潭非遗新玩法”系列报道②
虞唐高跷：萌娃+混搭，花样解锁“长腿特效”

本报记者 谷桔

这一波“花宴”梗，湘潭玩得很嗨
本报记者 谷桔

墙体上有 8个供接纳通信线缆穿墙而
过的弯头瓷筒。（本报记者 罗韬 摄）

建于1898年的过江电报房。（本报记者 罗韬 摄）

一座过江电报房
一段城市通讯史

本报记者 谷桔

“原来，这是湘潭市最早的通信机房！”
近日，位于万楼景区附近的一座建筑引起了
不少市民游客的关注。这座名为“过江电报
房”（又名“水线房遗址”）的建筑，于2014年
被公布为湘潭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它收藏着
湘潭这座城市怎样一段历史？3月28日，我
们走访了该建筑，并向文物专家寻求答案。

眼前这座建筑为两层，高约 10米，人字
形瓦面屋顶。房子朝北开门，南墙和西墙各
开一窗，东墙的内侧架设木梯。从房檐装
饰、门窗设计等外观上看，其建筑风格特色
鲜明。在建筑西侧靠近窗户的墙体上，有 8
个穿墙而过的弯头瓷筒，别看它们不起眼，
却是接纳通信线缆的关键所在。

“我第一次接触这个建筑时，万楼还没
有重建，周边还有很多民房，这座建筑就掩
映在绿树丛中。”市文物专家盛兆华介绍，当
时他任市文物管理处副主任、市博物馆副馆
长，这个房子的独特建筑风格和历史功用吸
引着他深入了解其背后的故事。

盛兆华经调查了解到，这座“过江电报
房”始建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当
时，湖南巡抚陈宝箴、湖广总督张之洞分别
在长沙和武汉任职，为了加强沟通，他们商
议并动工架设湘鄂间电报线路，1897年竣
工，1898年将此线路延伸至湘潭，湘潭设官
督商办电报子局。因湘潭和长沙分别位于
湘江的左右两岸，所以通信线缆必须跨过湘
江，湘潭采用了由水底过江的方式。

当时，电报房是全国通信网络中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每天有专人负责接收传输电
报电话，这个过江电报房则是湘潭市最早的
通信机房。随着时代变迁，通信发展日新月
异，电报房逐渐失去了作用。但无论从建筑
风格上看，还是从研究湘潭市通信事业的发
展进程来看，这座电报房的研究价值都不可
低估。2007年-2012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
查期间，该建筑被登记为文物。

盛兆华还介绍了一个有趣的细节。既
然是过江电报房，那么，湘江对岸会是怎样
的情况？为此，盛兆华走访了湘江对岸的沿
江一带，发现了一座有着同样形制的建筑，
只不过这座建筑是用红砖砌成的，后来被列
为我市历史建筑名录。

或许，在隔江相望的两座建筑的相同和
不同之间，我们可以推断，过江电报房后来
也经历了破损和修缮，最终有了现在的模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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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打卡碧泉村花朝节。
（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虞唐高跷舞精彩亮相。（本报记者 谷桔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