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关新闻

本报讯（记者 谷桔）《生命线》《刘锦
棠大传》《湘潭群英谱》《湘潭历史图
说》……5月 12日，走进湘潭市新华书店、
乐之书店等书屋，可以看到一个散发着馥
郁家乡气息的展陈专柜——湘潭市本土
作家作品专柜。该专柜由湘潭市新华书
店携手湘潭市作家协会共同打造，目前已
上架65名本土作家的106部作品，成功搭
建起本土文学展示平台，呈现了湘潭文学
创作成果。

湘潭市本土作家作品专柜于 2022年
4月23日“世界读书日”这天正式启幕，为
读者呈现了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及
反映地方历史文化的专著等作品。近两
年专柜内容不断丰富，入驻作家由最初的
38人增加到现在的 65人，收录著作由最
初的65部增加到现在的106部，涵盖老中

青三代作家，是湘潭文学创作不断走向繁
荣的一个注脚。

书写湘潭、展现湘潭、歌颂湘潭是这
些作品的一大鲜明特色。我市有不少作
家一直坚持红色题材、本土题材创作，如，
作家鄢德全的《湘潭群英谱》是一部湘潭
英烈传记，是红色基因的赓续，更是对“湘
潭精神”的传承。杨华方的长篇小说《毛
泽东在 1925》、谷静的《亲情》，江立仁、鄢
德全等作家创作了有关彭德怀元帅的文
学作品《彭大将军回故乡》《彭大将军》
等。徐秋良近几年来孜孜不倦地书写黄
公略将军，已经出版长篇小说《红土地上
的寻找》，正在创作的《黄公略传记》即将
杀青。

具有极高的文学艺术性是这些作品
的另一个重要特点。这些年，湘潭本土

作家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多次荣获湖南
省作协、中国作协重点扶持，获冰心散
文奖、梁斌小说奖、秋白中短篇报告文
学奖及湘江散文奖等全国、全省重要文
学奖项。市作家协会成员年均在全国、
省级大刊、名刊如《人民文学》《人民日
报》《中国作家》《诗刊》《光明日报》等发
表文学作品 200篇以上。如，谢枚琼的
《生命线》是一部税收题材长篇小说，讲
述抗日战争时期至新中国成立期间的故
事，作品获第三十二届“东丽杯”梁斌小
说评选长篇小说类二等奖，其另一部作
品《寻找真佛》获第十届冰心散文奖；欧
阳伟报告文学《种子的魔力》获首届秋
白中短篇报告文学奖；小说家楚荷厚积
薄发，创作了不少中篇、短篇小说在省
以上杂志发表等。

湘潭本土作家专柜作品增至106部

山连衡岳，水接潇湘，湘潭的灵秀山水孕育了无数优秀的作家学者。

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在他乡发展，如科幻作家、雨果奖获得者海漄；也有很多

人扎根湘潭，在各自岗位上发光发热的同时，用文字描绘绚丽多姿的世界。

为了让更多读者进一步感受湘潭文化的深厚底蕴，增强文化认同感与

自豪感，我们以“扎根湘潭，书写时代——文学与家乡的双向奔赴”为主题，

与三位本土作家一起解锁湘潭的“文学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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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小档案：
龙舞（湘潭火龙）——
2016年入选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湘潭火龙舞包括起猖、行龙、走村入

户、收猖等环节，正月十五的“上元灯”要走村入户，火龙进入到每户人家的每一间房屋，寓意
消灾避祸，平安吉祥；农历六月初六的“禾花灯”则是游走在田间地头，意在驱除虫害，祈望风
调雨顺，五谷丰登。表演中，队员们走、跑、跳结合，火龙穿插、旋转、翻转，演绎出一个个寄寓
美好祝愿的故事，共计72套。

传承困境——
湘潭火龙舞一直在岳塘区荷塘街道竹埠村一代代传承，至今已有 150余年历史。随着

城市化进程的发展，竹埠村大面积拆迁，大量原住居民搬离，湘潭火龙舞面临乡村文化场域
瓦解、传承群体减少、受众减少等难题，且缺乏产品和商业模式，导致其自身造血功能不足。

“湘潭非遗新玩法”系列报道③
湘潭火龙舞：

扩大“小龙人”朋友圈
本报记者 谷桔

湘潭市三中的女生正在学习舞火龙。（本报记者 谷桔 摄）

当夜色吞没最后一缕天光，锣鼓声如雨
点般袭来，一条身长十节、火光跳动的火龙
腾空起飞，点亮黑夜，群众的欢呼声此起彼
伏……

这是每年元宵节及农历六月六都会和
大家见面的湘潭火龙舞。可是，2023年春
节，人们期待的火龙却没有出现，代表性传
承人尹国军一声叹息：“对不住了，舞龙班子
没凑得齐，今年元宵节舞不起了！”

湘潭火龙舞就此停下了脚步吗？不，两
年后的 2025年春节，湘潭街上的火龙舞得
更欢了，这次，尹国军说：“我们小时候那种
感觉，慢慢地回来了！”

传承，从村落到学校

2025年农历正月十三至正月十五，是
属于湘潭火龙舞的高光时刻。

第一天，市区火炬中路沸腾了，火龙走
街串巷，锣鼓奏乐不断，人们紧紧跟随，整条
街仿佛还原了历史上竹埠村家家户户接火
龙的场景。当天，湘潭火龙应邀到株洲石峰
区铜塘湾街道长石村表演，受到了当地群众
欢迎。

第二天，火龙舞进了龙牌酱油、义和斋、
北五省会馆等场所，为这些企业和群体送去
吉祥如意。

第三天，火龙在“娘家”荷塘街道闹元
宵，足迹遍布街道辖区大部分村落。晚上气
氛更浓烈，往年的一条龙增加到两条龙，大
家还见证了传统的接火龙仪式，香案供果、
三牲九礼、磕头迎龙、鞭炮齐鸣，火龙兴致勃
勃表演了送财神、仙人打网等众多故事，活
动持续到22时，观众们看得十分过瘾。

“这次春节活动是一次检验，效果还不
错。”尹国军直言感受到了小时候村里舞龙、
接龙的氛围，仅正月十五当天，火龙就舞进
了36家企事业单位。

尹国军所说的“检验”背后有什么故事？
原来，考虑到竹埠村拆迁，原本依托村

落而开展的传承遇到瓶颈，尹国军“剑走偏
锋”，把传承阵地转移到学校。

2020年，湘潭火龙舞走进湘潭医卫职
院，尹国军每周都会到学校三次，以现场教
学的方式教孩子们舞火龙；2021年，尹国军
携湘潭火龙舞来到湘潭电气职院；2022年，
湘潭火龙舞课程出现在湘潭市三中孩子的
课程表上……一所所学校接起了非遗传承
接力棒。此外，尹国军还不定期到各大中小
学讲课，让更多人了解湘潭火龙舞。

与此同时，尹国军摈弃“传男不传女”的
旧俗，只要感兴趣，女生也可以一起舞火
龙。这不，最近湘潭市三中的火龙舞课堂上
就出现了两条龙，男生、女生各舞一条，两条
龙都舞得有模有样。

日积月累终于开花结果。今年元宵节
活动中，尹国军曾经的满脸愁容变成了盈盈
笑意，孩子们争相报名参加，25名学生成为
舞龙担当，其中有13名是女孩子。

火龙，从意象到产品

在尹国军家中，有一件特别的文创产
品。

这是一条缩小版的“萌宠龙”，由几根小
木棍支撑着架在一块木板上，龙头上的胡
须、触角等惟妙惟肖。将“萌宠龙”从木板上
取下来会发现，它有 9个龙灯把子，每节龙
衣布的长度都不一样，完全是按照竹埠村火
龙等比缩小而成的。

“这是我新研发的一款湘潭火龙摆件，
可以突破时间、地域限制，实现掌上舞龙。”
尹国军边说边演示，双手翻飞间，“萌宠龙”
以不同的姿态固定在木板上，就像队员们在
舞故事。

与一些吃的用的非遗项目不同，没有
“产品”的湘潭火龙舞并不具备自身造血功
能，为了每年能够照常舞起火龙，传承人贴
钱是常事，就拿今年元宵活动来说，尹国军
等人就贴了8000元左右。如何增强造血功
能，也一直是尹国军在思考的问题。

去年以来，受到一些旅游产品的启发，
尹国军决定做一款湘潭火龙玩具摆件，以文
创产品的方式将“火龙”推向市场，同时也可
借助网络平台进一步扩大湘潭火龙舞的传
播影响力。目前，这款摆件已初具雏形，待
完善后不日将推向市场。

去年初，尹国军还与持续帮扶湖南许多
特色非遗项目品牌化的湘潭大学艺术学院
建立了联系。基于国家级一流社会实践课，
学院品牌创新设计工作室带着本科生一起
参与到非遗传承中来。

师生们以非遗品牌化的思路开展创
作，成果涵盖品牌形象设计、项目品牌推广
内容及结合湘潭相关文化资源所设计的整
体品牌策略，策略中的部分内容用文创来
落地呈现。目前，该团队已经设计了火龙
表情包，冰箱贴，飞行棋，线上App界面，结
合龙牌酱油、新华斋糕点的跨界包装等，线
下还集合湘潭聚宝米业的聚小鲜米粉，做
了课程汇报暨品牌的快闪活动。接下来，
该团队还将着手做火龙文化景观、沉浸式
互动体验场馆等，让湘潭火龙舞真正走进
大众心里。

文学与家乡的双向奔赴
——“知湘潭 读好书”湘潭本土作家访谈

本土作家谭华。
（本报记者 李新辉 摄）

本土作家谢枚琼。
（本报记者 李新辉 摄）

本土作家纪云裳。
（本报记者 李新辉 摄）

嘉宾档案：

谢枚琼：湘乡人，中国作协会
员，湘潭市作协主席，冰心散文奖
获得者

纪云裳：籍贯邵东，中国作协
会员，畅销书作者

谭华：湘乡人，湘潭市作协会
员，与父亲谭运良共同创作了《刘
锦棠大传》

因为湘潭——
湘潭这座城市，是如何吸引你

们、如何点燃文学创作火花的？

谢枚琼：我常想，与湘潭这片文化
沃土的最美相遇，也许算得上是人生
中注定的幸运吧。这里的历史是一本
终其一生也读之不尽的厚重典籍，红
色基因如同沸腾的热血，走在街头巷
尾，我就像个“文化拾荒者”，把看到
的、听到的、感受到的，一股脑儿写成
文字。与其说是我在书写文字，不如
说是湘潭故事在我的笔尖流淌，在我
的心头澎湃呢！

纪云裳：湘潭是我的第二家乡。真
正让我在这里找到归属感、幸福感，与之
建立一种深度关系的，正是文学和文学
组织。加入作协后，我认识了很多志同
道合的文友，也参加了很多文学采访活
动，对湘潭有了更多、更深入的了解，包
括湘潭厚重的历史、灿烂的人文、腾飞的
产业等等，这也促成了个人意义上的“文
学与家乡的双向奔赴”。

谭华：湘潭人文璀璨。我父亲去新
疆采写建筑湘军时，了解到刘锦棠及老
湘军的故事，对刘锦棠的旷世功勋和高
尚品格钦佩不已，于2009年开始创作《刘
锦棠大传》，他多次到甘肃、青海、宁夏、
新疆等地查阅馆藏历史文献资料、实地
考察古战场，至2019年完成了40万字的
初稿，这是对湖湘历史人物的挖掘、宣
传，更是对湘潭文脉的赓续。

书写湘潭——
你们是怎样将湘潭文化基因

融入文字的？

谭华：父亲去世后，我接过了他手中

的笔继续修改完善书稿。2024年 10月，
《刘锦棠大传》正式出版。本书中，我们
将刘锦棠收复新疆时“谋定后动、刚柔并
济”的战略智慧，融入了湘潭人“吃得苦、
霸得蛮”的性格特质。将刘锦棠治理边
疆的实践，融入了湘潭人“敢为人先”的
闯劲、“经世致用”的务实。实现了地域
文化基因与历史人物品格的同频共振。

纪云裳：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修建
韶山灌区的女英雄戴冬桂老人，半个多
世纪以前，她三推婚期，巾帼不让须眉，
非常令人敬佩。那样的采访，是饮水思
源，是精神洗礼，也是发掘时代的宝
藏。那篇采访的文章我写得很快，后来
发表在《西部》杂志上，也获得了不少好
评。对我来说，这就是这片土地为我提
供的独特灵感，甚至影响了我的文学价
值观。我觉得，我是有责任把这样的故
事书写出来，让这样的精神传承下去
的。我是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是在践行“扎根湘潭，书写时代”。

谢枚琼：湘潭给了我取之不竭的创
作灵感，我也希望用文字为家乡“代
言”。当我的《灌区情》《杨梅洲上飞虹》
等书写湘潭故事的散文登上《人民日
报》时，我特别骄傲——这就是文学的
力量，也是文学的魅力，能让湘潭的声
音传播得更响亮、更深远，为更多人所
喜闻乐见！

我们在努力对家乡的精神进行解
读和重构。近年来，围绕反映湘潭的经
济社会建设成果，市作协组织了不少创
作活动。为了弘扬韶灌精神，我们抢救
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的记忆，写出了近
二十万字的文学作品；为了倡导文明乡
风，我们和农业农村部门携手对新乡贤
的先进事迹进行艺术再现的创作；我们
开展了“梦圆 2020”脱贫攻坚战的主题
文学创作，与市残联共同开展了“寻找
最美”的活动等。

“我爱湘潭我的家”活动，再一次激
发了湘潭作家书写湘潭的热情，目前已
经产生了一批成果，楚荷写的湘潭抗战
长篇小说《双飞镝》已经交付出版，我正
在着手创作反映家乡历史文化的系列
散文，还有一些作家关注到了反映古村
落文明、生态文明和红色历史的题材，
我相信作家们的生花妙笔，一定会为今
日湘潭的日新月异，描绘一幅绚丽多姿
的画卷！

（本报记者 谷桔 整理）

尹国军为我们展示他设计的文创产品。
（本报记者 罗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