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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1 度 Deep 1 degree

(上接 1 版②）
罗 水 乡 是 “ 群 众 文 化 艺 术 之

乡”“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这
里土家民族文化丰富多彩，其中尤
以茅古斯舞最为独特，是张家界民
俗文化品牌，被誉为“中国舞蹈及
戏剧的活化石” 。全乡共有文艺
爱好者千余人，文化表演节目 25
个，有能力承接外出表演队 4 支，
演员 150 余人，有文艺节目表演点
3 个。罗水民族文化艺术表演队曾
多次参加全国性的民间民俗文化艺
术表演，其 2011 年赴英国演出交
流，引起轰动。

为了迎接对话嘉宾，热情淳朴
的罗水人还举行了极具地方特色的
土家迎宾礼。对话选在一座拥有百
年历史的风雨桥边，嘉宾们在溪水
畔的古树下，围桌而坐。圆桌、长
条凳都是当地的文化符号。身后，
村民们正三三两两在桥上闲聊，乘
凉。

除了拥有两百万粉丝的抖音大
V，现场不少人通过短视频、直播
为活动做起预热。对话还没开始，
网友们就被罗水独特的土家民间文
化 吸 引 了 。 他 们 纷 纷 透 过 屏 幕 感
叹，“哇，好像亲自去感受一下！”

“这样的乡村旅游比爬山更好玩。”
“周末罗水游可以开始约了⋯⋯”

现场的对话分为张家界市非遗
文化的现状和保护传承、永定区文
化遗产保护的具体举措、如何促进
文化与旅游的融合三大部分。嘉宾
分 别 结 合 自 身 工 作 进 行 分 享 和 探
讨。

以基层“文化厨师”自喻的覃
大钧重点介绍张家界非物质文化遗
产构成以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与传承。他介绍，我市共挖掘
整 理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10 大 类 818
项，其中包含 4 个国家级项目，16
个省级项目和 61 个市级项目。项
目丰富多样，各个都具有独特性和
不 可 替 代 性 ， 群 众 性 和 可 参 与 性

强。为做好传承和保护，他建议可
以通过网络平台“传”，通过景点
景区“演” ，通过校园“学”。

程漫化身“推广大使”，向网
友展示大庸阳戏最难的“金线吊葫
芦”。她在对话中强调，永定区不
仅仅有绝美的风景，还有丰富的民
族文化。近年来，他们打造了 《天
门狐仙》 这张靓丽的文旅名片，还
打造了苏木绰这个乡土文化品牌。
目前，永定正在努力打造双核区，
一 个 是 做 好 全 市 旅 游 的 核 心 服 务
区 ， 另 一 个 是 打 造 永 定 的 核 心 景
区。他们将依托天门山这个 5A 级
的景区，把散落在周边的一些民俗
文化串联起来，与旅游深度融合。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方
面，永定区一直不遗余力，在人力
财力上给足保障，注重挖掘保护，
狠抓活态传承，搞好传帮带。

先后在旅游部门、文化部门工
作，自身就在“文旅融合”中成长
的李慈忠就如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保护与旅游营销相结合以促
进相关产业发展表达自己的观点。
他认为，文旅的融合要在思想上实
现大融合，要紧跟互联网、云时代
脚 步 ， 加 强 “ 文 旅 + ” 的 跨 界 融
合。在我市已经探索出的文旅融合
经验下，尽快占领非遗文化与旅游
融合的高地，切实做好非遗文化的
保护传承，不仅要将其应用在旅游
营销工作当中，还要尽快把非遗文
化与旅游融合的产品推向市场。

从 台 前 到 幕 后 ， 从 策 划 到 主
持，从筹备到举办，张家界市 （国
际） 旅游营销智库秘书长刘云全程
忙碌。他告诉记者，与往期的纯粹
对话相比，在罗水乡举办的对话是

“几场麦子一场打”。将民间艺术交
流与旅游营销智库“专家话旅游”
相结合，旨在通过展演进行宣传，
通过交流进行传承，通过对话探讨
保护和发展，最终目标是不断推进
张家界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上接 1 版①）
我很好奇，对于塔拉斯来说，来到位

于中国南方山区的张家界，生活上有什么
困难？我本以为会听到的是语言、饮食、
气候这些寻常答案，没想到塔拉斯的回答
出乎意料。他说：“乐团用的不少乐器是
从乌克兰带来的，那里气候比较干燥。由
于中国南方比较潮湿，乐器的音质发生了
变化。在院长帮助下，我们买了一些适合
南方气候的乐器，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塔
拉斯心中，张家界不仅风景优美，当地人也
都很自信、很热心，给了乐团很多帮助和支
持，这也是乐团选择扎根这里的原因之一。

随着时间的推移，塔拉斯也逐渐融入
了当地文化，在演出中与观众亲切互动。
脍炙人口的土家族民歌《龙船调》经常出现
在乐团的演出曲目中。现场表演时，演唱
者问观众有没有谁可以帮助她。观众都很
熟悉这首歌，也都会高兴地回答：“还是我
来推你嘛。”塔拉斯往往会故作严肃，抢先
用中文向观众高喊：“我来推你嘛。”这时，
观众们会回答：“不，不，还是我们来帮她。”
这样的互动常引起一阵欢笑。

“我像爱自己的祖国一样爱这里”
张家界给塔拉斯的音乐创作带来了许

多灵感。平时，他会带上自己的麦克风去
户外散步，在路上录下鸟儿、大自然和中
国民间创作的声音。

有一次，塔拉斯受邀到访一个土家族
村落，在与村民的交流中得知，这个村子
的居民都是土家文化传统的继承者。塔拉
斯回忆道：“他们的唱腔让我很是震惊。
他们告诉我这种唱腔是在模仿鸟儿的发
声。”他还发现，一位村民从树上摘下一
片叶子，把它含在嘴里便能发声，甚至演

奏 出 一 首 类 似 鸟 鸣 的 歌 曲 。“ 我 也 想 试
试，但只能发出一些不成调的声音。”塔
拉斯笑着说。这段经历为塔拉斯的音乐创
作注入了自然的力量，他将自然之声收入
了最新的唱片集 《石头上的花纹》，这正
是不同文化碰撞出的硕果。

如今，塔拉斯的妻子也在吉首大学张
家 界 学 院 教 书 。 塔 拉 斯 认 为 ：“ 在 张 家
界，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沟通很多，不仅仅
是为了赚钱谋生。在这里生活很幸福，很
开心。”这让处在他乡的小两口感受到了
归属感。“目前，我们一家人都在学习中
文，因为我们爱中国，也想在这里一直生
活下去，我妻子甚至希望在中国度过老年
时光！”塔拉斯笑道。

塔拉斯的女儿也在张家界上幼儿园，
塔拉斯说：“她可能比我们更懂中文，在
幼儿园，老师都是用中文授课。她不仅学
会了用汉语同小伙伴们交流，还时常教他
们说俄语。”塔拉斯的中国缘正在不经意
间向下一代传承。

疫情防控期间，塔拉斯还主动当起志
愿者，参与测量街道及人群聚集地居民体
温的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正如音乐视
频 《相信》 的开头，塔拉斯和成员们一同
说道：“我像爱自己的祖国一样爱这里，
我相信疫情只是短暂的存在，而灾难可以
让世界人民团结在一起。”

塔拉斯的音乐创作还在继续。“这里
让我着迷。我们还发现，张家界有一种少
数民族音乐，与乌克兰民间文化有很多类
似的地方，两者可以相互交流。”他说：

“乌克兰有很多音乐演奏家，我希望在乌
中两国之间能有更多的艺术和文化交流，
我愿意成为乌中文化沟通的桥梁！”

（来源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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