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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遗落在民间的文化瑰宝
——记江西永新非遗和民间文艺研究专家吴谷
本报记者 胡桂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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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在全民抗疫的关键时

期，吴谷一次又一次地被抗疫一线

“不计报酬，无论生死”的逆行者感

动了，他拿起手中的笔，含泪完成

了歌词《战士·天使》的创作，讴歌

英雄的同时，激发人们的责任和担

当。而在之后的日子里，他又快马

加鞭地推出了永新小鼓《出征》，并

在3天时间里完成了演员排练、演

出，并拍摄成视频传在网上，感动

了无数网友。该视频也很快被学习

强国APP平台选用上传。

这段时间，吴谷正忙着创作由

永新县文化馆非遗表演队参加全国

第九届少儿曲艺大赛和全国曲艺艺

术节的剧本。“但抢救非遗文化是我

一直坚持不懈的工作。接下来，我会

把全县挖掘出的60多个非遗项目，

以每年3－5个项目的速度逐一按

计划完成，决不留下遗憾。”

自 28 岁起，吴谷就养成了每

天凌晨 3点起床读书、写作、整理

资料的习惯，并一直坚持至今。如

今，家人看到 70 多岁的高龄还依

然奔波劳累的吴谷，不免为他担

心，劝他早日放下这些，安心享清

福。但吴谷却说：“我放不下呀，在

有生之年，我还想为国家级非遗

表演类项目再创作几个‘叫得响’

的剧本。完成已挖掘出的 60 多个

项目的文字整理和申报归档。”

这些年，吴谷还保留着一个习

惯，那就是不管自己多忙，每年都会

抽出十天半个月的时间回到故乡，

和儿时的伙伴上山砍柴、唱山歌，听

他们讲城里人听不到的故事。

“深入到民间，我才知道还有

许多民间艺术等着我去挖掘。我感

觉自己的担子重，时间紧，我也从

未产生过放弃的念头，唯一担心的

是在有生之年完不成这个庞大又

艰辛的工程，所以，我必须快马加

鞭地去做这件事。”说起今后的打

算，吴谷的语气中透着几分笃定。

突 如 其 来 的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为 蓬 勃

发 展 的 旅 游 业 按 下

了 暂 停 键 ，而“ 五

一”假期的到来，让

居 家 生 活 百 余 天 的

不 少 民 众 压 抑 已 久

的 旅 游 热 情 伴 随 疫

情缓解逐渐释放，加

快了旅游业“回暖”

的脚步，也为推进旅

游 业 复 苏 发 展 带 来

了新的契机和启示。

在 疫 情 防 控 常 态 化

阶段，各级政府有关

部门和各地景区、旅

游企业准确识变、科

学应变、主动求变，

多 方 协 力 、多 措 并

举，按下旅游业发展

“ 复 苏 键 ”，实 现 旅

游产业可持续发展，

为拉动消费、带动就

业、提振经济增长、

增 强 人 民 群 众 的 获

得 感 和 幸 福 感 注 入

了新动力。

准确识变，以新

思 维 研 判 旅 游 产 业

发展新趋势。2020 年

的 旅 游 业 在 充 满 期

待的晨光中启幕，但突如其来的疫

情为蓬勃发展的旅游业带来了较大

的冲击。今年第一季度，一些旅游企

业基本“颗粒无收”，还要承担房租、

员工工资等费用，有的小微企业运

营困难，有的甚至因面临窘境而退

出市场，旅游产业发展遭遇严重考

验。同时也要看到，在城镇化进程不

断加快和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

大背景下，支撑旅游经济运行的市

场基本面没有改变，随着中国疫情

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国

内 旅 游 消 费 已 出 现 触 底 反 弹 的 趋

势。各地景区和旅游企业既要守土

负责、守土尽责，做实做细疫情防控

工作，又要着眼长远做好充分准备，

抓紧时间修炼“内功”，理清思路、找

准方向、整装待发，力争在疫情过去

之后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科 学 应 变 ，以 新 产 品 拓 展 旅 游

产业发展新空间。由于疫情防控工

作 需 要 ，跨 省 游 、跨 境 游 受 限 ，“ 本

地人游本地”成为民众出行的主流；

组团游向小型化、定制化转变，跟团

游向自由行、半自由行转变。相关部

门和旅游企业要加强近期旅游市场

的细分研究，精确梳理游客身份、旅

游兴趣、出行需求等各种数据，以及

每个时段的旅游出行集中度 、旅游

热 点 等 ，“ 靶 向 ”推 出 新 的 旅 游 线

路、旅游产品，通过供给端的精准发

力及时满足民众多样的出行需求。

在做好市场调查分析的基础上，积

极打造周边游、乡村游、生态游、采

摘 游 、亲 子 游 等 新 型 旅 游 线 路“ 矩

阵”，完善配套服务设施，提高服务

保障能力，增强旅游产品的趣味性

和吸引力，有针对性地开展促销推

销，让民众不必去“远方”就能有放

松身心、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主 动 求 变 ，以 新 载 体 激 活 旅 游

产业发展新动能。当前，网络化、互

动化的生产方式加速推动旅游产业

向数字化 、智能化和社交化的阶段

转型。从长远来看，互联网带来的全

新旅游体验理念一旦被市场广泛接

受，通过对用户习惯的培养，并辅以

良好的服务保障，很可能带来旅游

业态的打破重塑，各地景区、旅游企

业要紧抓机遇、主动求变，积极培育

促进旅游业发展的新动能。以山东

为 例 ，正 充 分 用 好“ 互 联 网 + ”新 科

技手段发展云端旅游、直播带货，加

强与网友的互动，保持景区的热度

和关注度，增强了游客和景区、旅游

企业的“黏性”，从而更加精准有效

地提供旅游产品，使民众足不出户

也能看到世界精彩 、买到心仪文创

产品，为旅游产业全面复苏夯实基

础，为旅游业长远可持续发展带来

新的活力。

夏天，很容易食欲不振，人也

容易打蔫儿。我不由地想起小时

候，那时候没有冰箱，食材也有

限，但是一些消夏小妙招，却让我

的味蕾依然保留着那时夏天的清

凉记忆。

夏天，瓜园里的西瓜熟了，个

个儿都鼓着肚皮，招惹着馋嘴的孩

子。父亲把西瓜摘回家后，除开要

拿去卖的一部分，一定会留一些大

个儿的西瓜放到地窖里。农家的地

窖，赛过任何冰箱，总能让自然清

凉浸入西瓜……从地窖里拿出一

个大西瓜，用刀剖开来，清甜的气

息顿时弥漫开来。“下咽顿消烟火

气，入齿便有冰雪声”，一家人围着

一个西瓜，大快朵颐，此时大家都

不做声了，只听到“咔嚓咔嚓”啃西

瓜的声音。西瓜消暑解渴，地窖里

的西瓜吃下去，清凉的感觉迅速传

遍了全身，无比舒爽。

地窖是天然的大冰箱，我们能

享受一夏的清凉，离不开它的功

劳。除了西瓜以外，母亲还会把田

里收获的其它瓜果蔬菜都放到地

窖里保鲜，不仅能保存蔬果最纯粹

的味道，还能留下宝贵的夏日清凉

之味。地窖里的甜瓜、黄瓜、西红

柿，我们拿上来洗洗就吃，果实还

保留着植物的气息，而且那种清凉

也是温和的，不冰牙，悄悄地浸入

你的肺腑，感觉非常舒适。

炎夏季节，我们的舌尖没有

受到丝毫的亏待，反而享受到了

得天独厚的清凉滋味。母亲熬的

绿豆汤，也是我记忆中挥之不去

的美味。绿豆味甘性寒，绿豆汤可

以解渴消暑，清热解毒。烈日炎

炎，母亲在灶台前忙碌着，汗水早

已顺着她的头发淌下来。灶膛里

的火旺旺地烧着，绿豆很快在水

中翻滚起来。母亲把火烧得小一

些，慢慢熬煮。熬煮是需要时间

的，但母亲总能沉下心来，等待绿

豆慢慢变得软烂，最终与水融为

一体。熬好的绿豆汤，要放凉后再

喝。与此同时，母亲会忙着准备喝

绿豆汤的小菜。凉拌黄瓜，白糖西

红柿，都是很好的佐菜。绿豆汤盛

到碗里，看着悦目，吃着爽口又爽

心。喝上一口绿豆汤，温凉适中，

软糯清爽，回味甘甜。母亲有时还

会在绿豆汤里放点白糖，味道更

好。酷暑难耐，喝上一碗绿豆汤，

唇齿间满满的都是幸福感，细细

品味那清凉的滋味，我觉得整个

夏天都是幸福的。

除了这些每天可享受的夏日美

食，我们还有机会给舌尖来一次新

鲜刺激的享受。那时的冰棍儿就一

种口味，虽是简简单单的甜和凉，

却是我记忆中最珍贵的味道。

相对于物质生活丰富的今天来

说，儿时的夏天太贫乏了，但是关于

那时的记忆却时时浮现眼前——满

口清凉消暑夏，一怀往事在心头，我

怀念那一个个清凉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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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 月 12 日电（记

者 周玮）2020 年 6 月 13 日是“文

化和自然遗产日”。届时，阿里巴

巴、京东、苏宁、拼多多、美团、快

手、东家等网络平台将联合举办

“非遗购物节”。

据了解，此次“非遗购物节”得

到了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

产司，商务部流通发展司、电子商

务司，国务院扶贫办开发指导司的

支持。“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后，

非遗相关单位、企业和非遗扶贫就

业工坊将在各网络平台开展销售

活动。同时，各地也将在确保疫情

防控安全的前提下，在历史文化街

区、非遗老字号等场所组织开展丰

富多彩、形式多样的线下“非遗购

物节”活动，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

更好地融入当代生活，让人民群众

在非遗购物体验中共同参与非遗

保护、共享非遗保护成果。

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

司负责人表示，非遗门类众多，涵盖

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以传

统工艺类非遗为主的产品，植根于

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有着独特的

魅力，符合当下多样化、个性化、定

制化消费的趋势和潮流。同时，非遗

在带动就业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

在脱贫攻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今年是脱贫攻坚的决战决胜之年，

此时举办“非遗购物节”，对于帮助

广大非遗传承人群、项目保护单位、

非遗扶贫就业工坊和非遗相关企业

克服疫情影响，推动复工复产，促进

社会消费具有积极的意义。

本报讯（记者 漆世平 实习记

者 李林晅）5月 12日下午，成都博

物馆启动了为期一周的感恩抗疫

医务工作者系列活动。

启动仪式现场，来自四川省多

家医院的 90余名医务工作者相继

参观了成都博物馆“花重锦官城

——成都历史文化陈列”“人与自

然：贝林捐赠展”“影舞万象·偶戏

大千——中国皮影木偶展”“映世

菩提”等展览。“疫情发生以来，医

务工作者用实际行动展现出大无

畏的担当与奉献精神。我们以‘国

际护士节’为契机，启动感恩抗疫

医务工作者系列活动，希望通过免

费讲解参观、社教体验等活动，让

医务工作者愉悦地享受博物馆文

化。”成都博物馆公众服务与社会

教育部主任冉静说。

据了解，为了表达对抗疫医

务工作者的敬意和感谢，成都博

物馆自 3 月 17 日恢复开放以来，

就首先为医务工作者开通了进馆

绿色通道。

本报讯（张万林）近日，四川

省巴中市政协收到四川省政协文

化文史和学习委发来的通知，巴

中市两名历史文化名人张思训、

晏阳初入选《四川历史文化名人

百人画传》。

评选四川百位历史文化名人、

出版《四川历史文化名人百人画

传》是十二届四川省政协文化文史

和学习委员会的一项十分重要的

工作，并列入了《四川省政协文化

文史工作五年行动计划（2018年—

2022 年）》。这项工作启动后，巴中

市政协高度重视，召开了主席会

议，制定了《巴中市政协文化文史

工作三年行动计划》，对接省政协

工作。巴中市政协还成立了专班，

充分发挥市、县（区）两级政协文化

文史委的作用，抽调得力干将，组

织文史、党史、方志等方面的专家，

收集整理该市的历史文化名人。经

过近一年的努力，全市收集整理出

历史文化名人 110 名，经过专家组

的评审和主席会的审定，确定了

100 名历史文化名人汇编出版《巴

中历史文化名人》集。又经过专家

组和主席会的再次审定，向省政协

推荐了10名历史文化名人。经过省

政协专家组的两轮评审和十二届

省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

任会议审定，巴中市宋代天文学家

张思训和世界伟人、平民教育家晏

阳初成功入选。

执着
不为名利 只为传承文化瑰宝

笃定继续坚守不留遗憾

人物名片
吴谷，男，1948 年出生，江西永新非遗和民间文艺研究专家。40

多年来在致力于抢救非遗文化和民间艺术研究的同时，坚持用手中

的笔写好红色故事。多年来，他搜集、整理、编辑出版了非遗书籍和

资料 2000 多万字，并成功主持申报《永新盾牌舞》《永新小鼓》2 个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另有省级 8 项、市级 13 项、县级 62 项和县级

非遗线索 500 余条。他先后两次被评为江西省和吉安市“非遗保护

传承先进个人”。

“非遗和民间艺术是老祖宗留给世人的宝贝，值得后人用心去拾取。而我在重拾民间文化瑰宝的过程中，也充分感受到了人生

的美满。”采访中，一句质朴的话语，道出了吴谷 40 多年的情怀和坚守。

吴谷，人称“红色写匠”。这位和蔼的老人，40 余年里，醉心于抢救非遗文化和民间艺术研究，默默坚守的背后，深藏着他对生他

养他的这片土地的挚爱，也透露着他对传统文化的珍视。

永新龙源口镇

南塘村是吴谷的

故乡，也是国家级

非遗首批保护项

目《永新盾牌舞》

的发祥地。每年春

节，吴谷都会回到

故乡，与这里的亲

人 们 团 聚 。这 时

候，村里的乡亲也

会抽空找他叙旧。

叙旧之余，乡

亲们说的最多的

话 题 就 是“ 盾 牌

舞”，他们热切地

期待文化人吴谷，

能把南塘村有着

300 多年历史的这

个古典男子群舞

挖掘、整理、恢复

起来。话语间，乡

亲们热切的眼神，恳切的语气，深深

地触动了吴谷。“那个时候，我就暗

下决心要对全县的非遗文化和民间

艺术进行深入研究和挖掘，给乡亲和

子孙后代一个交代。”

就这样，吴谷不顾自身疾病，背

起行囊，扛起相机，奔波于永新的乡

野村间，跋山涉水近万里，并在整

理、收集非遗文化和民间艺术的同

时，还创作、编辑出版了红色故事书

籍，这一坚持就是40多年。

40 多年间，他翻遍了有关传统

文化的文史资料和书籍，向老专家当

面请教，到若干地方进行走访考察。

白天他到处搜集资料，然后凌晨3点

准时起床，梳理四处“淘来”的珍贵

资料。

这么多年，他不记得自己到底

去过多少地方，见过多少人，但只要

有线索，他都会亲自去搜集。其间，

有过烈日当头攀岩的艰辛，有过突

然头昏眼花险些坠悬崖的危险，也

有过劳累过度晕倒的经历。但在吴

谷看来，这些都不是难事，最难的是

抢救“永新小鼓”这门艺术的唱腔。

2008 年，他找到了永新小鼓的第九

代也是唯一健在的传承人，但是当

时这位老人已八十多岁高龄且患病

在床，为了抢救这门艺术，吴谷硬是

在老人的床前守了三天三夜。“只要

老人精神一好我便抓紧记谱、录音，

终于把永新小鼓的原始唱腔全部记

录了下来。”

2018 年，永新小鼓表演队走

进永新某乡村表演《懒婆娘新

传》，村里的男女老少蜂拥着前来

观看。表演进行到一半时，人群中

有一位村民悄悄地溜走了。吴谷

后来得知，溜走的村民是村里出

了名的懒汉，戏中精彩的故事触

动了他的内心，让他羞愧难当。从

此以后，这名懒汉像变了一个人

似的，他开始勤俭持家，最终成为

了村里的第一个脱贫户。

“这就是我不顾一切抢救传统

文化的价值所在。”采访中，吴谷感

慨地说：“民间艺术是群众文化的

根，也是民族文化的根，它能催人

奋进，给予人们奋进的力量，它更

值得我们好好地保护，并一代代地

传承下去，影响激励更多的人。”

这些年，吴谷致力于抢救非遗

项目，并成功申报了“永新盾牌

舞”和“永新小鼓”两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2010年，

吴谷接到“盾牌舞”入选上海世博

会踩街行进表演的通知，当时大

家很为难，认为这种民间舞蹈在

世界性的舞台上表演会难以把

控。但是吴老力排众议，最终在他

的努力下设计出了一套保留原有

风貌的新编排表演方案，并在他

的策划和指导下，该舞在世博会

的表演舞台上获得了国内外观众

的一片喝彩。

在挖掘整理民间艺术之余，吴

谷还创作了永新小鼓“宝朵系列三

部曲”，即《宝朵接婆》《宝朵招工》

《宝朵冲浪》，这三部曲先后获得全

国第十四、十五届“群星奖”和中国

中部六省曲艺大赛一等奖。

上世纪 80 年代，在全民“经

商”的大潮中，人们纷纷外出寻找

商机，人们的生活愈加殷实，井冈

山的革命精神亟待传承。吴谷开

始涉足红色儿歌领域，先后创作

了《红枫树下童子军》《咕啦女》和

《咕啦歌》等红歌，在简单易记的

旋律中，让红色基因深深地扎根

于孩子的心坎里。

这么多年，吴谷不在乎名利，

只在乎自己所写的故事有没有影

响到更多的人。为了更好地推广

红色故事，他总是把文章写得通

俗易懂。为了把更多埋没在时间

长河里的传统故事挖掘出来，他

每写一个故事都要认真查阅资

料，核实每一个细节，精确每一个

出处，再撰文成稿。

吴谷在国家级首批非遗吴谷在国家级首批非遗《《永新盾牌舞永新盾牌舞》》发祥地深入采访该舞传承人发祥地深入采访该舞传承人

“非遗购物节”将亮相“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巴中两名历史文化名人入选《四川历史文化名人百人画传》

成都博物馆用文化致敬抗疫医务工作者

吴谷创作了抗疫歌曲吴谷创作了抗疫歌曲《《战士战士，，天使天使》，》，与歌手在录音现场与歌手在录音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