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7月，我和父亲又搬到了山
上，养鸡、养猪，寻回了乡愁！今年，我
打算利用'瑶文化'这张名片，做活做大
乡村旅游。”在路口镇雨山片区高耀
村，年轻小伙子丁超华说。2018年，丁
超华选择带着父亲回到雨山里创业。

回山里后，他在荒山上的石头林
里养了9000只鸡。今年春天，他又把
村前屋后都栽上果树，希望能发展乡
村游或者农家乐。由于家门口的石板
路、石碾、石磨、石磙、石洞等构成了独
特的风景，前来游玩的人络绎不绝
……

瑶文化这张名片，激活了崇阳一
大批沉寂的荒山。2018年，县委书记

杭莺在考察龙头山时提出，要大力保
护古瑶文化遗址和周边环境，积极开
展研究，坚持以保护为主，抢救第一，
合理利用，加强管理，充分发挥瑶文化
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作用。

“当前，龙头山、龙窖山已是全世
界瑶族同胞魂牵梦萦的精神圣地，在
古瑶文化中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和价
值。我们也将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
办法，扩大宣传，提升龙头山这一'文化
名片'的知名度。”该县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加大保护力度，将古瑶文化保护
列入乡村振兴、乡村旅游规划，策划古
瑶文化核心区招商项目，让“沉睡”的
山村早点醒来。

古瑶文化激活山村D

今年1月份，在崇阳县“两会”上，一则
关于“加强该县古瑶文化研究保护利用的
建议”的议政发言，引起了很多人的注
意。崇阳与古瑶文化有何渊源？瑶人在
崇阳有着怎样的故事？近日，记者一探究
竟。

“瑶”醒沉睡的山村
——崇阳加强古瑶文化研究保护利用综述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丽娅 通讯员 杨昀琰

“在调查古瑶文化时，我们翻阅了
大量的文献资料！”崇阳县委宣传部副
部长熊毅是该县古瑶文化调查的负责
人，也是政协崇阳县第十届委员会常务
委员，“加强崇阳县古瑶文化研究保护
利用的建议”是他提出的。

熊毅说，瑶族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民
族，一些历史记忆靠唱歌流传下来，他
们传唱的《盘王大歌》中《十二姓瑶人游
天下》唱道：“瑶人出世武昌府，满目青
山到处游，龙头山上耕种好，老少乐业
世无忧……”其中所唱的“龙头山”就在
崇阳，因为有很多史料可以证明。

如，北宋徽宗（1101-1125）时期
范致明所写的《岳阳风士记》：“龙窖山
在县（临湘）东南，接鄂州崇阳县雷家
洞、石门洞。山极深远，其间居民谓之
鸟乡，语言侏离，以耕畲为业，非市盐
茶不入城邑，亦无贡赋。盖山徭人
也。”

南宋马子严《岳阳甲志》：“龙窖山，
在巴陵县北，山家峻极，上有雷洞、石门
之洞。山瑶居之，自耕而食，自织而

衣。”……这些文献资料，都证实了两宋
到元明时期瑶族同胞在龙窖山和药姑
山聚居的史实，“山徭人”就是瑶族的别
称。

同治五年《崇阳县志》载：“龙窖山，
西七十里，五华山来。界临湘，土人呼
雷师岭，北麓有桃花坳，桃树湾水出桂
口。”……这些可证明崇阳境内既有药
姑山，也有龙窖山。

“2018年3月，咸宁市被命名为'中
国古瑶文化之乡'，其核心区域的二分
之一在崇阳境内，核心点就是瑶族同胞
和瑶文化专家一直苦寻未果的——龙
头山。”熊毅说，实际上，龙头山确有其
山，地处该县沙坪镇石坳村三组，它与
龙窖山、药姑山是三座不同的山峰。

其实，龙头山距通城县大坪乡内冲
瑶族村、湖南临湘羊楼司镇幸福村瑶族
堆石墓遗址直线距离均不超过10公
里，属龙窖山区瑶族文化核心区域。
2018年12月，瑶文化专家宫哲兵教授
经过实地考察后，得出“这才是瑶族龙
头山”的结论。

古瑶故地揭开面纱A

古瑶遗迹大量留存B

在沙坪镇石坳村，有一个地名叫
分金坪，50多岁村民万盛海讲起了分
金坪的传说：古时候瑶人在洞庭湖抢
了金子，到沙坪镇原口村来分金子，分
了金子后去了临湘，此地就叫分金坪。

沙坪镇石坳村龙头山有一个传
说，龙窖山脉像一条巨龙，龙头山是它
的龙头，延绵的山脉是龙身，横亘在两
省四县交界之地。

古代不乏有人上雨山“作晒”，以
避徭役，路口镇绿化村就有“四十八
晒”之传说。雨山村9个村民小组，现
在依旧是每三个组编为一排进行管
理，分别称为一、二、三排，契合排瑶的
组织称谓，咸宁市仅此一例。该村的
传统龙灯玩法和锣鼓点子等风俗也与

周边村子不同……
肖岭乡金不村有一个传说，瑶族

人住在山青水秀的雷家洞，不用交税，
过着世外桃源般的生活，觉得很幸福，
有人拿金子跟他们换地盘，他们说：

“给金子也不换。”金不湾就这样喊出
来了，后来名叫金不村。

金不村有一个龙潭，传说古时候
一条龙从那里经过，转不过身来，把尾
巴一甩，甩出一个大坑，就叫龙潭。在
相临的湖南临湘，有一个地名叫龙源，
两地是有联系的。金不村人还有一句
俗语：从马颈川望新桥，望起来冇得几
远，走起来不晓得有几远。“马颈”就在
上面提到的药姑山上，“新桥”在临湘
……

古瑶故事世代流传C

地名趣谈

通山神歌是通山民间特有的民俗活
动，在过年过节，民间欢天喜地，不仅敲
锣打鼓，舞狮子，耍龙灯，划莲船，表演各
类绝活，而且唱山歌、神歌，以祝新一年
风调雨顺，人和家兴，万事大吉。

通山民间以自村然湾为单位，歌手
云集，围火而歌。据传，通山神歌始于清
朝，流传于杨芳、林上、三界、厦铺、湄港、
万家、高湖一带。有人考证其歌谱与词，
是汉乐府的文化活化石，也是社日文化
之活化石。据考证，通山神歌是一种对
太阳和自然崇拜的民间信仰，伴随家族

祭祀活动的传承，其起源可追溯至先祖"
祭祖仪式"，族人为后代兴旺发达祈福安
康的美好愿望。

神歌所颂之神应为祖先及民间崇仰
之诸神。古人崇火，唱神歌前为燃火仪
式。神歌也叫仪式歌，分为歌头、正(神)
歌、祝神三大部分。唱神歌时，歌师、歌
郎及族人听众围火堆而坐，先是放鞭炮
燃香敬接祖宗，献上装盘的水果糕点，仪
式完毕唱歌开场，有家族请来歌师，并安
排有专职侍弄锣鼓、定时燃鞭炮、献烟茶
水果零食、添柴火者。

唱神歌有严格的平仄要求，一般是
歌头行令的某一韵限令歌唱，没有固定
的歌词，但不能重复唱，由歌师和歌郎跟
据限韵即兴编唱，要求句子严谨，讲究平
仄，唱到高潮时能分出文采高低，有炫技
比“狠”意味。

如神歌开头唱词：“伏以天地开泰，
帝道遐昌，良辰吉日，喜气洋洋，神圣魏
魏在上，老幼列坐两旁，众位所吾喝道，从
头叙过端详……”接下的内容是讲述伏羲、
神农、轩辕、尧舜、禹王……把个二十四史
一一道来。神歌歌词多为临场发挥，包含

客套、祝福之语，也偶有颂神、道古事、讲情
谊、比才气、道吉利等词。歌者胸中墨水越
多，脑子越机灵，歌会气氛便越欢快。

在通山，至今还有七十多岁的老歌师，
身体健朗，传唱神歌，字正腔圆，从从容容，
其乐融融。伴乐者多半是年轻后生，他
们击鼓敲锣。也有四五十岁的成年男
性，因爱好神歌而传承了这个民艺。

八十年代以来，神歌这种独特的艺
术在通山逐渐恢复，且不断得以创新，把
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歌唱美好时代的内
容加入进去，让人切实感受到历史巨变，
人间至美，生活之甘。

通山神歌
○ 徐世聪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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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宣传工程进行时
XIANNING

嘉鱼

草根作者出版诗集
本报讯 通讯员吕新

林报道：近日，笔者采访嘉
鱼县作协获悉，该县农民作
者胡昌平出版诗歌作品集
《喊月亮》。

据了解，现年54岁的胡
昌平是该县某企业一名职
工，从1983年开始，就利用
工作之余从事诗歌创作，先
后有不少作品发表在国家
和省市县报刊上，被咸宁市
作协、咸宁市诗歌学会、嘉
鱼作协分别吸收为会员。
30多年来，他笔耕不辍，共创
作300多首诗歌，作品先后
见《咸宁日报》《青年月报》等

报刊和各大媒体平台，部分
作品入编《中国当代知名诗
选》《中国当代乡土作家作品
选》等书，出版《一枚苹果》
《喊月亮》2部专著。

《喊月亮》由香江出版
社出版发行，以喊月亮为主
题，以“月上柳梢头，月是故
乡明，举头望明月”为意境，
收纳115首诗歌作品，全书
由爱情篇、乡愁篇、人物篇
三部份构成。作品既有青
春的青涩、迷茫、忧伤，也有
作者的清辉之情，美妙之
音，借明月来诉吟成长的梦
想、喜悦和生命的诗意。

赤壁

诗联学会推广诗词文化
本报讯 通讯员张冲、

吴孝清报道：近日，赤壁市诗
词楹联学会城南分会举办诗
词知识讲座，提出养成坚持
学习创作中华诗词的好习
惯，得到大批会员的认同。

“学习诗词歌赋能陶冶
情操，教化人心，很有意
义。”一位拄杖早早赶来听
课的86岁高龄的老会员，在
认真作笔记的同时，还多次
举手提问，让培训学习气氛
更趋活跃、热烈。

据了解，该协会经常组

织诗词知识培训，让会员们
在集中学习、研究和交流活
动中不断提高创作水平，写
出更多质量上乘的诗词楹联
作品，服务地方经济文化建
设，并提升对外社会活动的
参与度、美誉度和知名度。

仅2018年，该会被全国
诗词家神州行组委会和十五
届天籁杯组委会先后评为

“全国优秀诗词家团体”和
“中华诗词先进单位”称号，
有2人分获咸宁市诗词楹联
界新秀和先进工作者称号。

咸安

成立朗诵艺术家协会
本报讯 通讯员孟晚

霞报道：近日，咸安区朗诵
艺术家协会成立大会在区
图书馆隆重举行。区作家
协会相关负责人及来自全
区相关部门机构的六十余
名朗诵爱好者参加了会议。

据悉，该协会将着力培
养朗诵艺术人才，不断推出内
容健康、格调清新、具有强烈
艺术感染力的朗诵作品，普及

朗诵艺术，并使之成为人们心
灵沟通的桥梁。协会的成立
也将有力地促进该区朗诵艺
术事业的开展，为全区广
大朗诵爱好者提供相互
交流、提升发展的平台。

会议在朗诵、舞蹈、歌唱
《我和我的祖国》等精彩的节
目表演中拉下帷幕，演员们
用充满魅力的声音传诵经
典、讴歌时代、共话梦想。

崇阳

“快闪”唱响爱国赞歌
本报讯 通讯员唐亚

群、刘智利报道：“五星红
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
么响亮……”近日，崇阳县
千人汇聚大集公园唱起《歌
唱祖国》，嘹亮的合唱吸引
无数路人驻足观看、加入合
唱。

《歌唱祖国》创意快闪活
动由该县县委宣传部举办，
县税务局青年蓝营干部积极
响应，自发来到大集广场，舞

动着手中的国旗，高声唱出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此
走向繁荣富强”，用歌声唱出
对祖国的热爱，唱出青年干
部的风采。

“和这么多人一起歌唱
祖国，我感到很自豪荣幸。”
活动结束后，该局青年蓝营
干部们纷纷表示，参加这次
快闪活动不仅激发了他们的
爱国热情，也增加了爱岗敬
业的工作激情。

咸宁市文联

基层采风展现“乡村之美”
本报讯 通讯员方传华

报道：近日，咸宁市文联举办
“美丽乡村·张司边村”采风
活动，组织文艺采风团到赤
壁市官塘驿镇张司边村进行
采风创作，160人参加了活
动。

采风队员在该村村委会
广场铺开宣纸，即兴泼墨、
挥毫抒情，现场完成了大批
书画创作。同时参观了该

村的张艺谋电影《影》的竹
林拍摄地以及石龙湾山庄、
四季果园和越野车赛道，了
解该村旅游发展情况，感受

“醉美竹乡”的独特魅力。
咸宁市文联副主席丁敬

文表示，将组织更多的文艺
工作者、文艺家走进基层开
展采风活动，以优秀的文艺
作品提升我市广大乡村的知
名度、美誉度。

柳山湖位于赤壁市西北部长江与陆
水河交汇处，距市区45公里。

相传，柳山湖原名周郎湖，地处周郎
山下，是三囯时期周瑜水军的训练场。明
朝末期，清兵入侵，南方囯土沦陷，国破家
亡，百姓流离失所。家住周郎湖边的苦命
女子柳如烟与老祖母相依为命，靠在周
郎山下种植红苕和捕鱼艰难度日。

一天，柳如烟听说清兵攻陷南京城，
大明江山垮台，她悲愤万分，在居所墙壁
留诗一首，而后搀扶着祖母双双投湖殉
囯。人们把柳如烟祖孙葬于周郎山头，
并改周郎山为柳山，改周郎湖为柳山湖。

柳山湖是陆水河的入江处，历史上
因长江涨水倒灌，致使该地一片滩涂，苇
草丛生，满目荒凉。1967年，国家修建

长江三峡试验坝，把陆水水库枢纽工程
库区淹没区范围内大梅、石坑公社的保
胜、日新、新民等大队社员整体搬迀到柳
山湖，设立柳山湖农场。1970年更名为
东方红农场；同年10月并入赤壁公社；
1984年分设为柳山湖乡；1987年8月改
称柳山湖镇。

柳山湖是全省最早整体搬迀、集中

安置的移民建制镇，也是湖北省唯一的
血吸虫疫区移民镇。在党和政府领导
下，全镇人民围湖屯垦，战天斗地，艰苦
创业，把柳山湖从一个“水窝子、虫窝子、
穷窝子”改造成“田成块、树成行、路相
通、渠排畅”的美丽家园。

2008年和2009年，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中纪委书记贺国强先后两次到
柳山湖视察工作，对柳山湖的发展变化
给予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

柳山湖
○ 周瑞云 整理

咸宁风物

2017年9月，按照咸宁市申报“中
国瑶文化之乡”工作动员会的精神，崇
阳县在县委宣传部的牵头下，县文联成
立了由17人组成的崇阳“瑶文化”调查
工作专班，组建三个调查组，分别赴瑶
族祖居地龙窖山(药姑山)脉区域内的
肖岭乡、沙坪镇、石城镇、路口镇、高枧
乡等5个乡镇8个村组，开展“瑶文化”
遗迹、传说、故事的调查.

在文献中提到的肖岭乡金不村雷
家洞，调查组发现有垒石和石屋、石庙
等遗迹。石屋沟以前有一个石屋群，周
边有地可耕种，现仅存一间6平方米的
石屋，有墙无顶。龙潭存有石庙和石梯
等遗迹。

沙坪镇的龙头山上有80多级垒石
梯地，山涧有溪，适合种粮，符合“龙头

山上耕种好”的生存环境。当地老人听
祖辈讲，在明末清初搬上龙头山居住之
前，梯地早已存在。在对面的摩旗峰
上，“红花太子墓”周边还有几十处瑶民
先人的垒石墓。

石城镇石门村七组有两栋吊脚楼，
垒石为基，竹木为墙。一段近200米长
的石板路，每隔2米左右的石板上分别
有孔，用以固定石栏杆，是通往赤壁羊
楼洞的茶马古道。山上有个叫皇帝脑
的地方，有块石头上刻有“皇帝脑”三个
字，调查组沿河床爬上山，发现山腰有
疑似石墓、石井和刻有文字的石头；塔
坳村与赤壁接壤处有石塔遗迹；石板洞
垒石众多，且有石庙，因年久和修水泥
路，石板全毁；羊牯洞山顶有古民居，旁
有疑似存粮的石窖……

路口镇厢所村石屋地处雨山马鞍
山下，因先民们建有精美的小石屋而
名，邻近的几个自然村落，自西向东依
次叫做石屋庞家、石屋程家、石屋、石
屋汤家等，最东侧靠近通山的山冲尾
部有石屋寺。雨山石多地少，耕地多
为石梯地，建筑多用石材，古道皆为石
板，路上亦多石凉亭。大顶尖上有多

处石块垒砌的小石窟，现保存完好。
金塘镇东岳村、林家村的山上山

下都有垒砌的石屋，且屋顶以薄石片
代瓦……

从2017年9月5日至9月12日，
调查组共发现500多处石文化遗存，
包括石屋、石井、石窖、石板路、石凉
亭、石梯地、垒石堆等。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
报道：24日，湖北省中南钢
琴艺术研究院、武汉音协、
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武
汉音乐学院相关负责人及
成员一行来到咸安区大幕
乡井头村文化艺术中心，开
展学习交流活动。

考察团边走边看，详细
了解该中心音乐教学设备
投入、师资配备、日常管理、
活动开展等情况，认为该中

心建设有特色、有亮点，为
农村孩子提供了更加优质
的活动场所和教育资源。

当日，省社科联一行还
现场教授小朋友们弹奏钢
琴、葫芦丝等乐器，教孩子
们唱童谣和流行歌曲，手工
自作简易乐器、上音乐鉴赏
课等，并捐赠了书包、文具
等用品。工作人员和志愿
者们也积极参与，现场气氛
热烈。

省社科联

赴我市开展学习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