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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记者 张波张波

在乐山文庙举行的编扎体
验活动结束后，陈焕彬和女儿
陈丽燕马不停蹄回到沐川草龙
工作室。今年，全国各地的线
上客户找他们定制了 10余条
40到 60厘米长的文创礼品小
草龙，都要赶在7月前交货。

54岁的陈焕彬告诉记者，
他的祖上三代都会编扎草龙和
舞龙。小时候，他最爱看爷爷
和父亲用稻草编出神气灵动
的龙，“每逢过年，他们要到
乡镇上连舞几天草龙，非常
热闹。”家传的手艺，让陈家
在当地极受尊重。1986
年，陈焕彬正式继承祖辈衣

钵，成为沐川草龙编扎技艺的
第四代传承人。

沐川草龙是由稻草编扎而
成的一种龙灯，又被称为黄
龙。沐川草龙从当年收割的稻
草中精选无斑点、呈金黄色的
稻杆，经过熏蒸和烘干等环节，
进行防虫防霉变处理，直到颜
色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绿色和金
黄色。

精选并处理好稻草后，需
要用本地竹篾扎出骨架。陈焕
彬在龙身上依次上草，通过编、
织、镶、绕、缠等10多种工艺，
逐渐显现出龙须、齿、舌、上颚、
下颚、龙角、胡子、鼻及火焰等

部位。
“最难的就是龙头、龙爪等

部位。”陈焕彬说，一条30多米
长的龙，仅龙头就要扎两个
月。“这是最能体现龙逼真的部
位。”用竹子和稻草，扎出龙的
鼻子、鼓如铜铃的眼、贲张的须
以及尖锐的牙齿。覆盖龙身的
稻草，剪出整齐的幅度，形成龙
的鳞片。这种制作，没有草图
可言，唯一可依仗的就是工匠
们的悟性和日积月累的手艺。

沐川草龙，几经演变，由草
把龙到网状龙再到鳞甲龙，日
臻完善，形象逼真，独具艺术魅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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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扎草龙的同时，陈焕
彬也特别喜欢舞龙。“唯有舞动
的时候，草龙似乎才真的‘活’
了过来，拥有了勃发的生命
力。”

陈焕彬介绍，相传唐朝开
国之初，李世民梦见自己乘草
龙，身着黄袍，巡游神州各地。
后来，李世民成为唐太宗，应了
梦境。为了答谢草龙给他带来
的瑞兆，他下令全国各地举行
舞草龙比赛。在众多的草龙
中，有一条草龙翻腾飞舞，灵性
十足，一下引起了唐太宗的注

意。经查证，这条草龙由西蜀
剑南道嘉州玉津县（今沐川县）
进献，唐太宗御封玉津县为“草
龙之乡”，称“群龙草为先”，草
龙便成为了群龙之首。

从此，沐川百姓在春节、元
宵节、二月二“龙抬头”等节日，
年年举办草龙表演，祈求风调
雨顺、五谷丰登、颗粒归仓。而
草龙表演作为一项传统文化活
动，越来越受到当地重视。

沐川草龙表演奇特，数十
名受过专门训练的强健汉子，
涂上大花脸、身着赫色短裤、赤

裸上臂、头戴草帽、身披草肩、
腰系草裙、腿扎草护腿、脚穿草
鞋，在锣鼓音乐伴奏下，时而神
龙搅海，时而群龙朝拜，时而二
龙戏珠，如云中蛟龙，开天辟
地；如水中巨龙，翻江捣海，激
情舞耍，充满古朴原始的韵味。

在表演中，陈焕彬更喜欢
舞龙珠的角色，相当于队伍中
的领舞。正是在龙珠的“逗弄”
下，数十米长的龙才有了上下
飞舞、腾云驾雾的各种动作，也
将沐川草龙精、妙、奇、神的风
采展现得淋漓尽致。

致敬传统，又要紧随时代
脚步。

2003年12月，陈焕彬参与
编扎的 200.8 米沐川草龙，成
为 世 界 上 最 长 的 草 编 龙 。
2008年，沐川草龙被列入第二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2018 年，陈焕彬入选“国

家级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代表性传承人名
单”；2022 年，陈丽燕入选
乐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

2013 年，沐川原生态
山水实景剧《乌蒙沐歌》首
演，沐川草龙在剧中“舞动
金秋”环节中出现，以金色

为基调，向众人展现独特的非
遗风采。

除在本地舞龙，陈焕彬带
着草龙曾先后 60多次参加国

家、省、市级重大活动的表演和
艺术展览，年均观看人数达10
余万人次。表演多次被中央电
视台、四川电视台、《中国文化
报》、《四川日报》等新闻媒体宣
传报道，受到中外宾客的高度
赞扬和追捧。

2017年，陈焕彬的女儿陈
丽燕大学毕业后，跟随父亲学
习草龙编织。她另辟蹊径，研
究文创产品，开发草龙吉祥物，
将草龙缩小到30厘米；制作草
编灯笼和草编台灯，造型精美，
一经面世，深受年轻人喜欢。

为了使沐川草龙后继有
人，该县还在沐川县中等职业

学校、沐川县实验二小组建“沐
川草龙编扎舞耍基地”，陈焕彬
与女儿常态化到校传授编扎技
艺和舞龙技巧。此外，他们还
前往乐山职业技术学院、乐山
市实验小学等多所学校宣传草
龙文化，把这门制作技艺传授
给更多年轻人。

如今，陈丽燕正着手改造
沐川草龙工作室，配合当地打
造的草龙主题游路线、亲子草
编研学、舞龙体验等旅游项目，
把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引向文
旅消费市场，让这项极具地方
特色的非遗，不断焕发出新的
时代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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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腐朽为神奇 赋予稻草“魅力”

创新非遗传承 文创拓展“新生”

为幸福而舞动 祈福丰收年景

■ 郭明兴

谭大鹏（1931—2000），广东高
州人，古建筑画家，广州美术学院
副研究员，广州文史馆馆员。

建筑山水画古已有之，古代称
为“界尺画”，是中国传统绘画的重
要组成部分，谭大鹏一生创作了大
量古建筑画和城市风情画。

建筑山水画《峨眉金殿》系谭
大鹏1999年创作。峨眉金殿又叫
普贤殿，是峨眉山上的最高建筑，
殿宇轩昂，飞阁流丹，雕梁画栋，高
耸入云。金顶的得名，即来源于金
殿。谭大鹏以独特的视角与庄重
的笔墨，以单一的线条和淡墨色彩
配比，采用散点透视形式，表现金
殿建筑的外观格局与空间造型，体
现出雄伟楼阁本身的外观美、结构
美、风格美，给人带来强烈的视觉
冲击。

“水墨建筑画”艺术创作，重
在水墨艺术与建筑艺术的更多融

合。传统山水画的空间意识从传
神抒发写意，不拘泥于建筑本身
的真实形态，而是从方方面面去
提炼其形态风姿。谭大鹏的《峨
眉金殿》抛却了一般建筑画的刻
板与机械，在法度严谨、娴熟自如
的笔墨中，采用写实性、装饰性、
夸张性等艺术形式，通过聚散、虚
实、浓淡、干湿等艺术处理，使乏
味的建筑呈现出灵动、清逸、优雅
的意味。云上金顶，重峦叠嶂，松
柏苍翠，殿宇辉煌，群鸟高飞，溪
流潺潺，四周云雾缭绕，恍如仙境
一般。画面既准确地表现了峨眉
金殿的恢宏气势，又特别注重金
殿周围环境景物与色彩的搭配，
寄寓了峨眉金殿更为深远的山水
意境。

在中国画坛，谭大鹏的建筑
山水画可谓独树一帜。2006年 5
月，谭大鹏遗作展在广州举行，一
百多幅作品展示了他杰出的艺术
成就。

谭大鹏：
金殿辉煌耀峨眉

■ 田闻之

“博物馆+剧本杀”，会碰撞出
什么火花？近来，洛阳古墓博物
馆大火了一把。据悉，其组织策
划的实景互动解谜游戏《忘川遗
书》，依托古墓元素和历史背景设
定多条故事线，让观众通过角色
扮演等方式观览，圈粉无数。无
独有偶，此前国家典籍博物馆打
造的“故纸修复师·碎丹青”，引导
游客以修复工作者的视角切入，
通过解谜方式品读古籍修复故
事，让人直呼“玩不够，根本玩不
够”。

曾几何时，博物馆的人设多为
“高冷范”。它们或浓缩厚重的历
史，或荟萃行业的精华，莫不是知
识富矿。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之
所以人流不旺，固然有文化门槛
的因素，但更多则在于不会互动，
自缚手脚。展品摆放整整齐齐，
典藏丰富多样，但观众要么只能
走马观花，要么硬着头皮读说明，
逛一圈下来，枯燥又疲惫。久而
久之，除非文博爱好者，其余人等
便不自觉地“且行且离”、渐行渐
远了。如此一来，于大众文化休
闲方式而言，是一次遗憾的减法，
对文博资源来说，也是极大的闲
置和浪费。

如今，博物馆纷纷祭出“新玩
法”，无疑是有益尝试。纵观那些
人气场馆，大开脑洞的创意、科技
感十足的呈现、沉浸交互式的推

演 ，其 核 心 突 破 也 正 在 于“ 互
动”。不再停留于“我展你看”的
单向输出，而致力打造“你来我
往”的双向对话。可能是一封信
件，可能是一个谜面，借由一个个
游戏道具、一段段新奇剧情、一次
次逻辑推理，就能让人们一步步
走进历史深处，走到文物身边，融
入多元场景。此刻，典籍不再是
几本厚厚的册子，文物不再是静
默不语的摆件，“穿越时空的连
接”，直观而生动地赋予人们逛馆
新体验，也让博物馆焕发勃勃生
机。

博物馆诞生，源于维护人类
共同记忆之需。作为文化载体，
它充当着历史的发言人，其实也
是时代的讲述者。将珍贵记忆
传承下去，不能总是高高在上、
孤芳自赏，必须更好进入人的心
灵。或借助于时兴休闲场景，比
如创作“剧本杀”、编辑网络短视
频、开启电视直播等形态，把故
事讲得更加生动；或引入最新科
技支持，比如数字化文物保护、
3D 数字文物呈现、人工智能讲解
等，目的就是构建历史与现实的
联 结 ，让 二 者 碰 撞 出 情 感 的 火
花。在此基础上，深入挖掘自身
特色，每一座博物馆都将营造它
的文明诗意。

今天，我国博物馆数量已达
6000 多家。让民众获得知识的增
长、心灵的滋养，这是一笔宝贵的
资源，也值得更丰富的打开方式。

“博物馆＋”
关键要有互动创意

谭大鹏《峨眉金殿》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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