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沉睡在马王堆汉墓里千年不朽的东方美人
辛追夫人，坐落在古木参天、浓荫蔽日的岳麓
山下的岳麓书院，绵延在湘江江心的橘子洲，
是古城长沙三张闻名遐迩的名片。不需跑遍长
沙，也能一览古城风韵？没错，只要走进湖南
省博物馆就可以。湖南省博物馆始建于 1956
年，其中马王堆陈列馆建成于上世纪 80 年代。
自2012年因改扩建宣布闭馆起，暌违五载，湖
南省博新馆于去年末正式对外开放，不少文物
首露真容，全新的技术手段更让辛追的“新
家”格外抢眼。

湖南省博新馆呈独特的三殿式外形，体现
出庄重、凝练的美感。这一外观设计出自日本
后现代主义建筑设计师矶崎新先生之手，以

“鼎盛洞庭”为创意源泉，从鼎的意象、气势及
精神文化内涵入手，筹划出新馆的建筑外形。

走进久负盛名、时隔五六年重新面世的
“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展厅，即刻感受到墓葬
规模之大、展品之丰富，透射出西汉初年长沙
国的繁盛。马王堆是汉初吴氏长沙国丞相利苍
及其夫人辛追、儿子利豨的墓地。步入第一展
厅，只见中心的沙盘演示准确还原了3个墓坑的
方位。陈列展示采取还原历史场景的形式，让
文物“说话”。灯光投射下，轻柔隽美的素纱禅
衣、技艺精湛的T形帛画等国宝级文物，以及
大量陶器、漆器等似乎“触手可及”，拉近了观
众与文物的距离。其中辛追墓北边厢出土的一
组室内陈设：坐具、卧席、帷帐、屏风、案几
更是按照当时秩序复原陈列，低矮的家具依礼
而置，反映出先秦至汉初，席地起居的礼俗观
念被沿袭。相较笔者之前看过的海昏侯墓展览
中满是金子、玉器等的奢靡陪葬，马王堆墓葬
中的木金饼、陶半两、泥珍珠等陪葬品似乎简
朴很多。汉人崇尚“事死如事生”，长沙王的随
葬品何以简薄？“利苍一家生活在文景之治时
期，财富殷实，并藏有来自各地乃至域外的珍
稀奇物。但因汉文帝倡导薄葬，墓中少见金、
铜等贵重金属器，均用陶、木质明器替代”，陈
列中一段考究史实的文字解说，解开笔者心中
疑窦，并引领观众进入汉初的历史场景中观展。

该展的另一大亮点是高科技及新展示手段
的恰当运用。笔者循着开阔的展厅缓行，渐渐道
路变窄，像从真的墓坑口走下去一样。抵达1∶1
复原的1号墓墓坑，来到辛追夫人遗骸瞻仰区，似
乎亲历了当时的考古场景。辛追墓运用了球幕
及墓坑3D-mapping效果展示，观众能看到四周

“墓壁”上辛追漆棺的动态呈现。在辛追的棺椁
前，笔者看到，尽管时逾2200多年，已出土45年，
辛追的尸首仍保存完好，形体和皮肤完整，毛发
尚存。据悉，湖南省博联合中南大学相关专家通
过“湿尸类文物保护技术体系”创造出保存辛追
的无菌大环境，并用“整体—细胞—分子”三级保
护模式助力辛追湿尸的保存。

另一常设展“湖南人——三湘历史文化陈
列”，则在“中国大时空”的背景下选取湖南历史
文化发展的重要节点，4000 多件文物详尽展示
出湖南的社会生活及文化发展。踏着展厅路面
古朴的六朝青砖，方知这是从长沙东牌楼古城遗
址切割而来，会同古民居，从建筑本身到室内陈
设悉数搬进展厅。还有不少青铜器被纳入这一
通史陈列，多数博物馆不会把重要藏品放入常设
通史陈列，而湖南省博使用顶级藏品构成通史陈
列，显示出设展的用心和气度。本陈列以“湖南
人”第一人称的自身视角来呈现，“家园”“我从哪
里来”“洞庭鱼米乡”“生活的足迹”“湘魂”五部分
层层递进，浑然一体，还原出湖南人生活的自然
人文环境与发展轮廓。

的确，文物会说话，文物也会讲故事。不知
不觉到了闭馆时间，还有太多展品没来得及品
味。回望大厅，在象征汉代文化的漆黑和朱红两
大主色调构架之外，可见夕阳映照在厅顶亮闪闪
的水形结晶体造型上。三湘四水洞庭湖的灵秀
之气，湖湘文化的深厚底蕴，同样熠熠生辉。

湖南省博物馆——

辛追“新家”

鼎盛洞庭
□ 徐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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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一周，天津特别热闹，127
个国家级曲艺类非遗项目，160多支团队，
80多名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1000多名曲
艺表演者、保护工作者和专家学者从四面
八方共赴“曲艺之都”，赶一场以“文化和自
然遗产日”的名义相约的聚会。

大师们纷纷亮出看家绝活，有些是你
熟悉的评书相声，有些是你不曾了解的鼓
曲小调。在一周的时间里，他们进剧场、进
社区、进学校、进乡村，所为之事，无非是传
播和传承。

对于传播和传承，他们都有话要说——

李少杰：57岁，快板书代
表性传承人

子承父业传精髓

李少杰属于“星二代”，他的父亲叫李
润杰，天津人，是很多曲艺爱好者都熟悉的
快板书表演艺术家。早些年，在数来宝、快
板的基础上，李润杰吸收借鉴了相声、评
书、山东快书、西河大鼓等姊妹曲种之长，
创造了快板书这一新的艺术形式，而且很
快把它发扬光大到全国各地，使之成为一
个深受欢迎的新曲种。

“打我一出生，我爸就说，‘我有接班人
了’！”李少杰眉眼生得俊朗，属于容易有观
众缘的长相。小时候他不喜欢快板书，但
还是在命运的安排下，被父亲钦点为接班
人，从六岁开始随父学艺，成了四个兄弟姐
妹中唯一继承父业的人。后来的事实证
明，父亲的眼光没有错，舞台上的李少杰双
眼有神，嗓门清亮，自带光芒。

生活中，父亲对李少杰这个小儿子宠
得没边儿，买来好吃的他头一个吃，新衣服

他可劲儿挑。可溺爱归溺爱，只要这板儿一
拿出来，慈父立马就变成严师。快板书靠的
是嘴皮子功夫，可李少杰偏偏有严重的齿
音字。受天津口音影响，一个“没”字总被他
念成去声。“我爸看我老也改不了，恨铁不
成钢，一个大嘴巴抽过来把我打懵了。从那
以后，我再也没念错过。”

虽然开始的选择不由自己，可真走上
了这条路，李少杰为练功可是下了狠劲。
最开始他练习《熔炉炼金刚》，熔炉两个字
总念不清。李少杰跟自己较上了劲，拿起
桌上的筷子就往嘴里绞，弄得满嘴是血，然
后含口凉水接着练。半个月后出差的父亲
回家，他第一次主动在父亲面前使活，终于
得到了父亲的肯定。

在父亲的培养下，1979年，李少杰考入
天津市曲艺团学员队，学艺三年。毕业后，
他便留在天津市曲艺团直到今天。从不喜
欢到近乎崇拜的热爱，作为一名曲艺演员，
李少杰获得了中国曲艺牡丹奖等至高荣
誉，但作为快板书的接班掌门，他自觉还有
很多事情需要花时间、花心血去完成。

带徒弟是李少杰目前最重要的工作之
一，他要把父亲倾注一生的快板书传承下
去。就像父亲当年教自己一样，他要手把
手地把艺术的精髓和从艺的德行传给弟子
们。快板书的表演是快乐的，传承是严肃
的。李少杰看重拜师学艺的仪式感，“师傅
有师傅的责任，徒弟有徒弟的责任。三年
多的时间我们彼此都要投入真感情，如果
只有客情，恐怕教不好也学不好”。

2000年，李少杰还创立了竹韵斋快板
书培训基地，如今已遍布全国各地，深受孩
子们的喜爱。在这次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
遗活动启动仪式上，80多个孩子和李少杰
一起亮相，孩子们用小手让清脆的快板响起

来，或许就是李少杰对父亲最好的告慰。

任平：43岁，四川清音代
表性传承人

再难也要坚持

任平 15 岁时候才第一次知道什么是
四川清音，家里祖上没有人从事和文艺沾
边的工作，自己学跳水出身，本来和曲艺搭
不上半点关系，要不是后来妈妈担心学体
育出成绩难，再加上有人夸她嗓子好，任平
根本不会动考艺校的心思。“考试时老师问
我，你知道什么是四川清音吗？不知道！”
任平回答得干脆直接。

四川清音有东方花腔女高音之称，对
表演者的嗓音要求极高，要甜、美、脆、亮。
在学校学习半年后，任平被分到了清音专
业，后来主攻小调。李月秋是李派清音的
创始人。师傅程永玲，既保持了李月秋的
风格，又唱出了自己的特色。毕业后没多
久，任平主动向程永玲表达了拜师学艺的
想法。“师傅开始没有答应我，后来她告诉
我，在那之后，她悄悄观察了我三年。”直到
确定任平的专业和品德都过关，程永玲才
决定收她为徒。

师徒关系确立，开始便没有结束。任
平只要在成都，没事儿就会去师傅家坐坐，
听她指导。在这次来天津前，任平到师傅
家唱起了这次要演出的曲目。到了天津
后，任平接到了师傅的电话，“师傅说她在
吃饭的时候突然想起，我那天有一个调唱
得不对，在电话里她哼给我听，还要我对着
电话重复给她听”。这些细节让任平特别
珍惜她和师傅之间的情谊。

任平说，她现在对清音是“吃错药似

的”热爱，越唱越爱，可这反而让她觉得越
唱越难。她常常琢磨，怎么才能把潜台词
唱出来，把问号句号唱给观众听。

走到今天，她并非没有动摇过。在市
场很不景气的时候，任平也曾想过“以商养
文”。“我感觉走不下去了，带着父母到山东
旅游散心，恰好碰到另外一个曲艺传承人，
对他说起我的念头。他对我说，你和师傅
之间是有传承关系的，你走了，她怎么办？”
任平哭了，决定再难也要坚持下去。

按照任平的资历，也该到了收徒的时
候，不过，她并不想草率做出决定。“我的时
间太紧张，如果收徒我就要对他负责，像我
师傅对我一样，认认真真教。做不到的时
候就先不收。”

任平现在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到普及性
传承的工作中。只有先接触才有可能热
爱，任平和她的同事到学校开展社团教学，
开始就是教学生，后来他们发现自己的力
量有限，不如培训音乐老师，让他们帮助扩
大传播范围。“有的音乐老师在这个过程中
爱上了清音，50多岁的人了，边开车边练弹
舌音。有一天打电话兴奋地告诉我，她终
于练成了。”任平感动极了，来自普通人的
热爱让她有了更多坚持下去的理由。

刘士福：57岁，山东琴书
代表性传承人

用创作吸引观众

刘士福学琴书是出于兴趣，更是出于对
生计的考虑。他出生在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
的农村，过去生产队会定期请琴书艺人到村
里演出，演一次给7毛钱，还有好吃好喝。刘
士福觉得不错，“是条比种地强的出路”。他
天生有副好嗓子，先和村里的琴书业余爱好
者学了个大概，后来才正式拜师学艺。

刘士福特别怀念过去的演出氛围。老
百姓的娱乐活动不多，碰到琴书表演，总是里
三层外三层地围着不叫走，自己演起来特别
带劲。相比之下，现在的文化生活太丰富，选
择多了，愿意到剧场掏钱看琴书的人少了。

刘士福说，琴书是个好东西，唱的都是除
恶扬善、正能量的段子。除了传统段子，这些
年，他一直坚持自己创作。为了抓住观众的
耳朵，他的创作选题都是从老百姓的身边事
中来。最新的一个作品叫《退彩礼》，是对现
在农村年轻人结婚的“天价彩礼”有感而发。
刘士福的作品很有特点，语言接地气，包袱啪
啪响。正因如此，冲着他看演出的人很多，

“每次在广场上表演，不返场都下不来”。
刘士福还怀念过去的传承环境。因为

受欢迎，想学琴书的年轻人很多，学的是真心
学，教的是真心教。现在环境变了，把这门技
艺传下去难了。刘士福感觉这是很多原因造
成的：首先，琴书需要坠琴伴奏，坠琴难学，边
弹边唱更难，演员需要有很高的天赋，“十年
中个秀才，十年唱不出个戏”，并且山东琴书
需要男女搭档，两个好的演员凑到一起更是
难上加难。再者，琴书的创作难，出个广为传
唱的好本子不容易。当然，最关键的是市场
大不如前，虽然在广场上、村子里搞惠民演出
大受欢迎，但是真愿意掏钱进剧场看的人不
够多。刘士福羡慕天津的曲艺氛围，老百姓
有自己花钱看戏听曲的习惯。市场不行，演
员的收入自然跟不上。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影
响年轻人学琴书的热情。

尽管如此，刘士福觉得再难，自己还是
要把这门艺术传承下去，“毕竟是老祖宗留
下的文化遗产，毕竟还有人愿意听”。

☞ 大师们纷纷亮出了看家的绝活，在一周的时间里，他们进剧场、进社区、进学校、进

乡村，所为之事，无非是传播和传承

□ 张 雪

“牌楼神狮舞”属南派狮

舞，起源于江西省宜丰县澄塘

镇牌楼村，是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

史。“牌楼神狮舞”由该村下房

祖公周志文于1387年所创。

“牌楼神狮舞”以“舞乐”为主，

综合傩舞、高脚戏、武术、小吹

打等在内的民间艺术，深受广

大群众的喜爱。

近年来，宜丰县在传承

和弘扬民间优秀传统文化的

同时，把这“老玩意”融入新元

素，助力乡村振兴。

何贱来图/文

▼李少杰（前中）和徒弟们一起表演快板书。张 雪摄

▲93 岁高龄的国

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

人王毓宝（左二）携弟

子演唱天津时调。

张 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