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守望故事】

王太保没有想到，在山沟沟里演了

一辈子“法师”，有朝一日成了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更没想到，天天

在口中哼着的小调，竟然是我国流传数

千年的戏曲“活化石”。

深秋，记者来到郴州市临武县水东

镇油湾村，采访国家级非遗“临武傩戏”

传承人王太保。

“王家演‘法师’500 多年，传到我这

里是第 16 代。最初的想法就是不让这门

手艺失传。”王太保感慨。

遗落湘南的艺术奇葩

“我第一次接触傩戏是 1978 年。有一

次从学校回来，看到父亲穿着道袍，走在

队伍前面。村里的男人纷纷戴上面具，穿

上戏服，一路吹吹打打，绕村而行。”王太

保回忆，那一年他 18 岁。

“太保，你也成年了，家里的一些事

情有必要让你知晓。”仪式结束后，父亲

王本佑把王太保叫到身边，“明朝成化年

间（公元 1465 至 1487 年），我们王家十七

世祖思能公外出学习傩祭作法，回村创

造了具有独特风格的临武傩仪和傩戏，

俗称‘神狮子’‘舞岳傩神’。”

临武傩仪包含许傩愿、还傩愿、闭傩

坛三大部分，一般是农历正月许傩愿，翌

年正月还傩愿、闭傩坛，其间需经过装神

像、开神光、拨兵马等许多繁杂的仪式规

程。“鼎盛时，方圆数百里的乡村都会请

我们去演傩戏，从农历正月到三月，要演

上百场。”王本佑说起这些，眼中满是自

豪。

“为什么我以前没看你们演过？”王

太保问父亲。王本佑告诉他，傩戏一度被

视为封建迷信而禁止，但他认为老祖宗

的东西不能丢，就悄悄把道具藏了起来。

从父亲那里，王太保了解到，临武傩

仪、傩戏中最重要的角色就是“法师 ”。

“法师”扮演着沟通人和神的角色，是整

个傩仪、傩戏的中心，所有仪式规程全由

他 主 导 。同 时 ，他 也 是 行 演 班 子 的 组 织

者、管理者。演傩戏的过程中，所有演员

都需要佩戴面具。

王太保记得，父亲当时郑重地告诉

他：“我们家世代演‘法师’，到我这里已

经是第 15 代。‘法师’讲究心传口授，一代

传一人 ，传男不传女 ，而你将会是第 16

代。”

从那时开始，王太保暗下决心，要将

家族的使命传承好。

保存完好的戏曲活化石

王太保跟着父亲学习傩戏，几年下

来，略有所成。不过，好景不长，随着村里

人陆续进城务工，又加上电视的普及，请

他们出演傩戏的人越来越少。“到上世纪

80 年 代 中 期 ，几 乎 没 人 请 我 们 演 傩 戏

了。”

想起这些往事，王太保神情落寞，他

当时以为家族 500 年的传承会从此消失，

直到他遇到临武傩戏传承的“贵人”。

王太保说的“贵人”名叫周作明，现

为 郴 州 市 文 旅 广 体 局 一 级 调 研 员 。从

2005 年开始，周作明着手调查傩文化在

郴州的遗存现状。他发现，在距今 2000 年

左右的西汉、东汉之交时期，是巫傩文化

发展高峰期，而郴州是楚、越（粤）、中原

文化汇合交融之地，祭祀祈福驱邪的民

间巫傩文化曾在此盛行。但他费尽周折，

也没找到真正会演傩戏的人。

周作明一筹莫展时，有人告诉他，曾

在临武县油湾村看到过那种戴着面具祭

祀跳舞的场景。周作明立即驱车前往油

湾村，第一次和王太保见了面。

“真没想到，傩戏在这里历经 500 多

年，依然保存完好，原汁原味！”周作明激

动不已。随后，周作明与临武县文化部门

及傩戏艺人一起，开展傩戏抢救、发掘、

保护和恢复传承演出工作。

2006 年 6 月，为进一步确认油湾村傩

戏的性质，周作明邀请时任湖南省艺术

研究所所长邹仕毅、研究员孙文辉两位

专家，专程到油湾村进行考察。看了村民

的简单表演和相关道具后，两位专家当

场认定：“油湾村保存的就是中国戏曲的

活化石——傩戏。”

在保护与传承中绽放

2006 年 10 月 25 日 ，油 湾 村 彩 旗 飘

扬，人声鼎沸，消失 20 多年的傩戏再次亮

相。

吉时一到，“法师”王太保走进祠堂

开启许傩愿仪式。接着，傩戏班子在狭窄

的村巷穿行，参神拜庙，再回祠堂口杀猪

宰羊，以谢神灵。酬神的同时，他们不忘

自娱 ，还在仪式里穿插《打狮子》《斩小

鬼》等节目。

尽管他们当天表演的只是精简版，

不 过 仍 让 前 来 观 看 的 专 家 学 者 惊 叹 不

已。邹仕毅说，临武傩戏“以红布为帕而

勒其首”，在表现形式上与传统傩戏一脉

相承，但又有很多鲜明特点。比如，傩祭

仪式保存较完整，节目富有戏剧情节、表

演程式、角色行当等戏剧特征。另外，还

有演员表演时面具戴在额头之上，傩神

的角色均由男性扮演等，跟其他地方傩

戏有许多不同之处。

“傩戏演员都是农民，他们绝大多数

在外务工谋生，召集演员很令人头疼。”

王太保说，好在自那时起，市县两级文化

部门对临武傩戏逐步重视。2007 年，临武

县政府出台《临武傩戏五年保护计划》。

2012 年，临武县傩文化研究基地在油湾

村挂牌成立，并召开了中国湖南临武傩

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13 年，郴州市文

旅广体局在油湾村建立郴州市非遗传承

基地，“临武傩戏”相继被列入市、省与国

家非遗名录。

2018 年，王太保被文旅部认定为第

五批国家级非遗“临武傩戏”代表性传承

人，油湾村入围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

录，湖南省文旅厅批准公布设立省级郴

州 市 临 武 县 戏 曲 文 化 生 态 保 护（实 验）

区。

如今，61 岁的王太保除了带徒弟外，

已将儿子王玉辉作为临武傩戏第 17 代传

承人培养。

【专家寄语】

让艺术奇葩越开越艳
郴州市文旅广体局一级调研员 周作明

临武傩戏在流传过程中，融入了诸

多 文 化 艺 术 因 素 ，包 括 诗 、歌 、乐 、舞 、

戏 、技 等 ，这 对 研 究 文 化 艺 术 的 起 源 和

发 生 带 来 了 诸 多 启 迪 。加 强 傩 戏 的 保

护 、传 承 和 研 究 ，对 全 面 完 整 和 深 刻 认

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民间文化具有

积极意义。

要打造临武傩戏整体性保护的社会

环境。先要保护传承人，为他们提供一定

条件，让他们有表演的舞台，能得相应的

收入。其次，要保护好临武傩文化的存在

和活动空间，既对临武傩戏及相关传统

文化艺术资源进行挖掘、收集、整理和研

究，又开展展演活动并筹建傩文化原生

态 基 地 、傩 文 化 传 习 所 、傩 文 化 博 览 园

（陈列室）等，让临武傩戏这朵艺术奇葩

越开越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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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 10 月 31 日讯（全媒

体记者 成俊峰 通讯员 李文恋 陈

文军）“年纪大了，腿脚不好，住五楼

爬不动，上下楼梯很困难。现在加装

了电梯，可以随时下楼，真方便！”10

月 30 日上午，衡阳市石鼓区潇湘街

道演武坪社区王奶奶，一手牵着小

孙子，一手推着辆溜溜车，乘电梯到

社区活动。

石鼓区既有住宅多建于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住宅以 6 至 7 层为主，

大部分没有电梯或预留电梯井。在

这类老旧小区，居民特别是老人及

残疾和患病居民对加装电梯需求迫

切。今年，石鼓区结合“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对全区老旧小区进

行全面摸底，共有 4155 个单元需加

装电梯，涉及 6 个街道 32 个社区。

为让更多老旧小区居民尽快实

现“电梯梦”，石鼓区通过微信小程

序开展问卷调查，工作人员夜晚入

户上门了解情况，宣传奖补政策等，

街道加装电梯意愿反馈率由原来不

足 30%提高到 97%。街道还引导各

小区组建电梯加装委员会，电梯怎

么建及后期运营维护和安全管理

等，均由委员会负责。

今年来，石鼓区电梯加装完成

87 台 ，为 全 年 加 装 电 梯 任 务 数 的

134%，速度列衡阳市首位。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吴辉兵 刘晓聪 王梓槐

【小康指数】

王 敏 ，39 岁 ，攸 县 宁 家 坪 镇 双 凡 村

人。大学毕业后曾当过教师，2010 年辞职

返乡创业，先后养过黑山羊、乌骨鸡，种

过有机水稻等。2016 年，注册成立攸县湘

下郎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专门从事农产

品开发、推广。自创品牌“凡稻凡米”声名

远扬，采取技术输出、产品回收等方式，

带动周边 270 余户农户养殖乌骨鸡等。湘

下郎公司年营业额达 300 余万元。

【圆梦故事】

晨雾渐散，空山鸟语。

从攸县宁家坪镇往北，翻过大山，就

是醴陵。两山对望，一条灰色的水泥路穿

过山谷，绵延 7 公里，串起沿路而居的 400

余户农户。宁家坪镇双凡村，村如其名，

虽拥特殊地貌、如画风景，但终不过是湘

东山坳里一个平凡山村。

穷山沟不养人，人都往外跑。村头王

家幼子王敏自幼聪慧，上大学，执教鞭，

当老板，顺风顺水。但 11 年前，他毅然回

村，养鸡种稻，在田野上唱响希望之歌。

一亩凡间田，好稻皆自然

10 月 29 日，秋雨绵绵，王敏走进刚收

割的水田，扒开过膝的稻茬，查看紫云英

生长情况。

“紫云英长成后，翻耕埋进土里做绿

肥，花籽自然播撒，不用再下种……”王

敏熟知农事，娓娓道来。

眼前的稻田望不到边，有300余亩。眼尖

者发现，田中有鸭棚、太阳能灯，不禁好奇。

“每亩养 10 到 15 只鸭子，可以除草；

太阳能灯放入生物性诱剂，引赤眼蜂以

虫灭虫……”王敏解释，这是种植“玉针

香”优质稻的诀窍。

“玉针香”是王敏近年来种植的主要

水稻品种。为了种好它，他挖渠引山泉灌

溉，通过益生菌还田改良土地，只施发酵

农家肥，不用农药化肥。

“我们用最笨的办法，去做最好的农

产品。”王敏说，只有遵循自然的生长方

式，才能结出最美好的果实。

中午，餐桌上端上来一盘玉针米饭，

晶莹如玉，油亮清香，食之唇齿留香。经

湖南水稻研究所检测，“玉针香”天然富

硒，袁隆平称其为“超泰米”。

“一亩凡间田，好稻皆自然。”王敏将

稻米取名“凡稻凡米”，与村名“双凡”呼

应，声名鹊起，销往全国。

返乡创业，有苦有甜

2010年回村前，王敏在攸县建坤学校

教书，同时是一家健身俱乐部的老板。“父

亲去世，姐姐远嫁，母亲一个人在家不放

心。”王敏毅然带着新婚妻子回到双凡村。

“好不容易供出一个大学生，回来搞

什么”“读书读蠢了”……有人不理解，王

敏也不解释。

虽然在农村长大，但王敏对农活并

不熟稔。受央视农业节目启发，他买来 9

头黑山羊，尝试养殖。

黑 山 羊 繁 殖 快 ，很 快 成 群 。到 2013

年，达 90 余头。

危机悄然出现。部分黑山羊发羊痘，

久治不愈。王敏查阅资料，试药治疗，渡

过难关。

2015 年，羊群发展到 200 余头。王敏

发现，双凡村山多林密，草地少，并不适

合大规模养羊。

农 村 家 家 户 户 养 鸡 ，宜 养 殖 ，易 推

广。王敏将羊全部卖掉，引进乌骨鸡。

“养就要养出货真味美的鸡。”王敏

拒绝饲料圈养，他与妻子到北京、长沙等

地学习，钻研生态养鸡法，将玉米、豆粕、

统糠、油糠、青饲料按一定比例搭配，再

加入定量的益生菌酵素原液混合搅拌，

密封发酵成“生态营养餐”供鸡食用。

王敏不仅自养 1000 余羽乌骨鸡，还

输出技术、鸡苗，带动周边村民养殖。在

他影响下，攸县共有 270 余户农民养殖乌

骨鸡，存栏 2 万余羽。

借力电商，共同致富

乌骨鸡养殖成功，王敏信心大增。2016

年，他注册成立湘下郎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就在这一年，王敏看到村里良田抛

荒严重，便包下 7 亩田试种有机水稻。

试验大获成功。2019 年，王敏流转村

里 300 余亩水田，全部种上“玉针香”，并

注册商标“凡稻凡米”。

种养规模不断扩大，王敏加强与淘

宝 、京 东 等 电 商 平 台 的 联 系 ，做 起 了 电

商。顾客通过平台能远程看到乌骨鸡生

长、水稻种植情况，满意了再下单。

线上线下齐发力，生意越做越大，越来

越多的农产品走出大山。王敏借势而为，向

农户收购农产品，带动大家共同致富。

“市场什么价，他就给什么价。”村民

王丙丰说，今年辣椒丰收，王敏以每公斤

50 元的价格收购干辣椒，他卖出 30 公斤，

不出村就赚到了钱。

2017 年，王敏当选双凡村党总支书

记。在他带领下，双凡村走上产业致富之

路，村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达 2万元以上。

昔日穷山沟，如今白墙黛瓦，产业兴旺。

【圆梦感言】

让家乡不再贫困
王敏

小时候穷怕了，总想走出大山。但走

出 去 后 却 发 现 ，多 年 过 去 ，村 里 变 化 不

大，还是穷。

父 亲 去 世 后 ，母 亲 无 人 照 顾 。父 母

在，不远游。一开始，我是为了尽孝而回

来 。走 到 后 面 ，发 现 可 以 通 过 自 己 的 努

力，带动大家一起做产业、奔小康。

从养黑山羊到养乌骨鸡、种有机水

稻，再到做电商，我和爱人吃了很多苦，

犹豫过、焦虑过，甚至想过放弃。但我们

坚持了下来，现在越做越好。

读书不是为了离开家乡，而是为了让

生我养我的家乡远离贫困。回头看回村这

11年，我无怨无悔。 （李永亮 整理）

——圆梦小康

500年傩戏，原汁原味
——国家级非遗“临武傩戏”传承人王太保的故事

走好新赶考之路·湖南在行动

“读书不是为了离开家乡”
——攸县双凡村王敏回乡创业的故事

10 月 20 日，

王敏在查看再生

稻生长情况。

王梓槐 摄

石鼓区老旧小区居民圆电梯梦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临武傩戏
傩（音 nuó），本义是有节制、有节度的行动，是古代在农历腊月举行的一种驱疫逐鬼、

祈求安庆吉祥的仪式。湖南是中国傩文化发祥地之一。据清初刘献廷《广阳杂记》记载，湘

南古有傩戏，行傩者“以红布为帕而勒其首，束其腰者亦用红布，更为红布膝著足胫间，如

妇人装……”这里就是指临武傩仪及傩戏，其主要特征是角色头戴柳木制作的面具，扮作

鬼神歌舞，其内容涉及民间信仰、传统文学、音乐、舞蹈、戏剧等。2014 年 11 月，“临武傩戏”

被列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白培生 罗徽

【文化解说】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肖霄

通讯员 肖又军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

讲话高瞻远瞩、总揽全局，是指

引我们党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全面推进党

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纲领性

文献。”近日，洞口县委书记吴韬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洞口持续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

一”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省

委十一届十三次全会决策部署，

大力实施“三高四新”战略，推动

“三区一中心”建设，加快高质量

发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和满意度，为现代化

新湖南建设增光添彩。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着力加

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打造国家现

代农业产业高新技术示范区。立

足农业大县优势，以乡村振兴为

抓手，以建设国家级现代农业产

业园为目标，实施好“个十百千

万”工程和“农品提质”工程，推

动农业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

牌化、链条化发展，推进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

全面构建现代商贸物流体

系，着力促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

展，打造湘黔桂边工贸物流集散

示范区。洞口处在湘黔桂三省交

界地区，将发挥工业、交通和区

位优势，积极承接沿海地区产业

转移，加快“五好”园区建设，培

育新兴特色优势产业。实施“洞

品出境”工程，全面对接粤港澳

大湾区、长株潭和大湘西片区以

及西部陆海新通道，进一步促进

工业和商贸物流高质量发展。

全面推进文旅深度融合，打

造雪峰山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发

展 示 范 区 。坚 持 保 护 与 开 发 并

重、文化与旅游共兴，扎实推进

“雪峰山生态修复”工程，深入挖

掘雪峰山生态资源和县域文化

特色，构建以全域旅游为梁，以

雪峰山生态休闲游、雪峰蜜橘体

验游、历史文化研学游、雪峰抗

战纪念游为柱的“一梁四柱”文

旅融合新格局。

全面优化城市功能和品质，

着力建设山水园林洲城，高质量

建成湘西南区域中心县。以“三

区”建设为抓手，以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卫生城市、森林城市为

动力，着力把洞口建设成为湘西

南地区集经济实力、产业结构、

文化教育、生态旅游、交通枢纽、

商贸物流等发展优势于一体的

中心县。

推动“三区一中心”建设
加快高质量发展
——访洞口县委书记吴韬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咪

通讯员 张和生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七 一 ’重

要讲话，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奋进新时代、走好新征程的强

大动员令。”炎陵县委书记尹朝

晖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炎陵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七

一”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实施“三

高四新”战略，围绕株洲“聚焦、

裂变、创新、升级、品牌”工作思

路，奋力谱写建设现代化新株洲

的炎陵篇章。

尹 朝 晖 介 绍 ，炎 陵 是 全 球

华 人 的 精 神 家 园 、中 国 革 命 的

红 色 家 园 、宜 居 宜 游 的 美 丽 家

园。目前，正着力打造文旅康养

基地、生态工业基地、特色农业

基 地 ，全 力 建 设 国 家 级 绿 色 发

展 先 行 区 、湘 赣 边 协 同 发 展 样

板区、长株潭融合发展幸福区，

在建设现代化新株洲的新征程

中勇立潮头、奋发有为。

打 造 乡 村 振 兴 炎 陵 样 板 。

以湘赣边区域合作带动乡村振

兴和县域经济发展 ，以 20 个省

级示范创建村为重点推进美丽

乡村建设。夯实“稳”的基础，健

全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和帮扶机

制，守住不返贫致贫的底线，推

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 振 兴 有 效 衔 接 。培 育“ 进 ”的

动 能 ，深 化 农 村“ 三 变 ”等 综 合

改 革 ，培 育 壮 大 新 型 农 村 集 体

经济，走好城乡融合、共同富裕

之路。提质“美”的环境，开展农

村 人 居 环 境“ 五 治 理 一 革 命 ”，

打造湘赣边美丽乡村走廊建设

新标杆。

打 响 产 业 升 级 炎 陵 品 牌 。

以产业高质量发展带动县域经

济总量进位、质量提升、增量提

质。在文旅康养上，努力创建国

家 级 全 域 旅 游 示 范 区 、森 林 康

养 基 地 和 省 级 民 宿 经 济 示 范

县，做强“古、红、绿”文化品牌，

让炎陵成为全球炎黄子孙向往

的胜地。在生态工业上，积极承

接 产 业 转 移 ，聚 焦 先 进 硬 质 材

料 、电 子 信 息 等 优 势 产 业 裂 变

延 链 ，创 建 具 有 炎 陵 特 色 的 国

家 级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园 区 。在 特

色农业上，壮大特色水果、中药

材 、茶 叶 、现 代 养 殖 、笋 竹 林 产

业 集 群 ，打 造“ 湘 赣 红 ”全 国 知

名 农 业 品 牌 核 心 产 区 ，建 成 一

批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打 牢 幸 福 生 活 炎 陵 基 石 。

生态要更优，治理要更优，城镇

要更优，服务要更优，全力建成

国 家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示 范 县 ，巩

固提升“全国卫生城市”创建成

效 ，向 创 建“ 全 国 文 明 城 市 ”迈

进，让人民群众安居乐业、近悦

远来。

在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
奋发有为

——访炎陵县委书记尹朝晖

王太保整理傩戏面具。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罗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