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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永康人创作的剧本在《电影文学》发表

糅合非遗舞韵 再现苗族复兴之路

文化动态

《胡公足迹》
（金华篇）首发

下一步将筹备浙江篇、神州篇

1 日、2 日，市博物馆举行了别

开生面的趣味亲子活动——画伞、

折伞。

1 日上午，在社教老师的指导

下，15 名 5 岁以上的小朋友与父母

一起体验了画伞的乐趣。2 日上

午，15 名 10 岁以上的小朋友与家

长，在社教老师的示范下，一同完

成了折伞作品。这样的亲子活动，

不仅让小朋友更好地了解西湖绸

伞的丰富内涵，还培养了小朋友的

动手能力。

据悉，市博物馆举办这一活动

的初衷，是为了能让西湖绸伞这一

国家级文化遗产得到进一步的保

护和传承。西湖绸伞虽然是杭州

特色的高档品种，但是在新世纪的

发展仍面临较大困境。从小抓起，

从小学起，让新世纪的花朵对祖国

的文化传承有更加多的了解。

据了解，活动的报名时间将会

在 10 月 20 日截止，有兴趣的小朋

友可报名参加，优秀作品还有机会

和杭州西湖绸伞一同展出。

“突然风起云涌，芦笙舞曲响
了起来，草甸上出现一群身着盛
装的苗族少年，一边吹着芦笙，一
边在地上翻滚着跳起舞来⋯⋯”

《滚山珠传奇》正是一支苗族奋斗
史的赞歌，故事主人公程方明是
苗族先祖的缩影。他们曾一次次
战败，一次次被驱逐，一次次逃离
家园，又重建家园。在乌蒙深山
中，有一支苗民为了纪念那一段
段充满血泪和苦难的历史，创作
了“地龙滚荆”，也就是“滚山珠”。

1950 年，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乌
蒙山区，肃清匪患，废除不平等政
策，苗族人民才得以翻身做了主
人。为了感念这份恩情，苗族组织
舞蹈演员进京表演，得到了毛泽
东 、周 恩 来 、朱 德 的 高 度 赞 赏 。

2006 年，“滚山珠”被列入首批国家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滚山珠传
奇》的起承转合，正暗合了这支舞
蹈的发展脉络。

“滚山珠”作为苗族文化的重
要载体，它原生、朴实的表演风格
与高难、炫目的动作技巧，蕴含着
博大、深沉的历史内涵，既是苦难
的书写、自由的表达，又是坚强的
宣示、美好的向往。胡树彬想通过
这部剧本，传达苗族人民这种原始
而又朴素的思想，以及对党和政府
的感恩之情。

与会人员在对《滚山珠传奇》给
予高度肯定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
改进意见：如故事的背景略显单薄，
如果把故事放进上世纪 40 年代剿
匪的大环境中，这样拍出来的片子

会更好看，故事更立体；故事拍摄成
电影需要考虑观众的诉求，可以在
故事中加入一条情感线，使之更加
丰满等建议。

据了解，这是我市第一次围绕
在国家级权威刊物《电影文学》刊登
的剧本所展开的研讨会。近几年，
我市大力扶持影视文化产业，影视
基地的建设蒸蒸日上，优秀的影视
作品层出不穷，但是编剧人才非常
稀缺。

市影视办主任胡潍伟表示，能
有胡树彬这样优秀的编剧人才加入
永康影视文化产业，对于永康影视
的发展必将起到推进作用。同时，
他也希望更多文人关注剧本创作层
面，为我市影视文化产业的发展添
砖加瓦。

9 日晚，由胡公文化研究会、胡公

书院主办的《胡公足迹》首发暨胡公书

院第二期国学精粹班开班仪式，在园

周村胡公书院映湖分院举行。市领导

胡潍伟、胡联章，金华市摄影家协会、

市档案馆、市图书馆等单位代表参加

了仪式。

据了解，对北宋官吏胡则的信仰是

永康、金华，乃至全省最广泛的民间信

仰之一。“金华有胡公庙三千”，但在此

之前，还没有人或团队曾系统地走访各

地的胡公庙宇，调查、收集、整理当地的

胡公信仰情况、发展历史等，集结成

册。胡公文化研究会团队是第一个。

该画册共有 102 页、300 多幅照片

和大量文字，第一次较为全面地记录了

金华全市包括永康本市、浦江县、武义

县、义乌市、兰溪市、东阳市等在内的

102 座胡公祠（庙）的建筑、塑像、碑文、

四季景象、人文活动、历史演变、社会影

响等有关信息。这是我市胡公文化团

队和摄影团队近三年耕耘的成果。

2017 年 10 月，胡公文化研究会会

长胡联章提出，要对金华范围的胡公祠

进行全方面的记录和整合。这一举动

得到了金华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卢广

和本地摄影师的大力支持。同年 10 月

20 日，《胡公足迹》拍摄组正式成立，拟

定了负责各县市拍摄的摄影家名单。

本次采风活动被命名为“寻访胡公路，

助力新腾飞”，本报记者全程跟踪报道。

从永嘉大若岩、陶公洞，到仙居“上

门女婿”之说，再到武义县茶山村“承载

情怀”的大陆水口庙，胡公文化团队一

行人披星戴月，风雪兼程，不辞辛劳辗

转于各县市，走进一座座风格不一、却

都经年久远的胡公祠，膜拜一座座庄严

法相，挖掘一个个独具特色的胡公传

奇，通过追寻先贤留下的足迹，探源千

百年来百姓敬爱胡公的缘由，充实永康

的胡公文化宝库。

会上，胡公文化研究会为随行摄影

家颁发了表彰证书，并向金华市摄影家

协会、市档案馆、市图书馆、胡则史迹馆

等单位赠予《胡公足迹》（金华篇）。

卢广说，《胡公足迹》（金华篇）的出

版绝不是终止，而是为接下来拍摄出版

《胡公足迹》浙江篇、神州篇做准备。胡

公信仰缘何能在神州大地流传千年，胡

公庙宇为何在一方土地上经久不衰？

关于胡公的故事还未完结，胡公文化团

队的旅程也还将继续。

前不久，市影视办组织了第三十七期影视文化沙龙，围绕贵州籍作者胡树彬的电影
剧本《滚山珠传奇》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该剧本发表在《电影文学》刊物上。

滚山珠是苗族芦笙舞的一种，原名“地龙滚荆”，集芦笙吹奏，舞蹈表演，杂技艺术为
一体，被誉为“贵州高原明珠”。

《滚山珠传奇》是一部具有浓郁
民族色彩的作品。它讲述了民国年
间，土司后裔茄儿腿腿和土匪头子滚
地龙为害一方，15岁的程方明为报家
仇，踏上复仇之路。途中得苗王的倾
囊相授，学会了苗族的武术绝技地龙
滚荆，并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省
城解放前夕，程方明组织农民自卫
队，接应解放军攻打县城，终于大仇
得报。五年后，时任副县长兼公安局
长的程方明带领县歌舞团，来到北京
中南海给毛主席、周总理表演苗族舞
蹈地龙滚荆。后地龙滚荆更名为滚
山珠，获评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声大噪。

“把《滚山珠传奇》简单定义为
一个复仇故事，是不够全面的。”胡
树彬说，复仇只是故事的发展线索，
而故事的背后，地方历史，各民族间

的团结，一个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
才是故事的精华所在。

今年是胡树彬在永康定居的第
十五年。胡树彬生长在多民族杂居
的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现供职于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
司。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今年
又当选我市作协副主席。“永康的文
化包容力很强，给了我自由的创作
空间。”胡树彬说。为报答第二故乡
的知遇之恩，在永 15 年来，他笔耕
不辍，从诗歌、散文、小说到电影剧
本都有涉猎。

在童年记忆中，胡树彬是听着
芦笙曲、看着芦笙舞长大的。1991
年暑假，胡树彬在远足途中偶遇了
两名刚从国外巡演回来的“滚山
珠”演员。那正是“滚山珠”的辉煌
时期，由于相谈甚欢，那两名演员

于路边空地上为他献艺一场，精湛
的表演让他至今仍然印象深刻。
后来，“滚山珠”逐渐衰落。尽管最
近十几年还有几支团队在保护和
传承这支原生态芦笙舞，但终究难
回鼎盛时期。

抱着这样的遗憾，胡树彬萌生
了围绕“滚山珠”创作故事的想法。
2015 年初，他一口气写下近 3 万字
的中篇小说《地龙滚荆》，很快就在

《章回小说》刊出。后来，关于“滚山
珠”的一幅幅画面跃入胡树彬的脑
海，童年时萦绕在耳畔的芦笙曲，纳
凉时听族人讲述“滚山珠”的来历，
让胡树彬觉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大
有可为，于是着手改编，并改名为

《滚山珠传奇》，顺利在《电影文学》
发表。

追溯昔年鼎盛的民间非遗舞

呼吁更多永康文人参与影视剧本创作

市博物馆举办“杭风别韵”社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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