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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源流长艺满江

文     刘靓靓

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
与黄河并称为中华民
族的母亲河，千百年

来共同孕育了璀璨的中华文明。
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
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
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
志性象征，是涵养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滚滚长
江，奔流向东，把上自巴蜀、中
过荆楚、下至吴越江淮的广大
地区连成一气，形成了独特的
长江文化，成为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源
头之一。

作为曲艺工作者，要充分
发挥艺术特长，积极参与到保
护、传承、弘扬长江文化的工
作当中来，讲好新时代“长江
文化”故事，我们要探究长江
文化的丰富内涵，延续历史文
脉，了解长江对文化艺术的滋
养，坚定文化自信，助力打造
长江文化文旅品牌，实现创造
性转化。

一、长江文化的丰富内涵

长江文化是一个多层次的
结构体系，具有十分丰富的内

涵。深入挖掘研究长江文化内
涵，是讲好长江故事、提升中
华文化标识传播度和影响力的
关键所在。

（一）绵长悠久的长江文
化

作为世界四大古文明之一
的中华文明，由长江文化和黄
河文化共同营建交融而成，历
史悠久，绵延至今。可以说，
长江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中
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长
江上游三峡一带发现的旧石器
文化和长江下游出现的繁昌人
字洞旧石器文化，可以追溯到

—讲好新时代“长江文化”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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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万年到 200 万年前。位于
长江中游的江西万年仙人洞和
吊桶环遗址有着从旧石器时代
晚期过渡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完
整而清晰的地层堆积。新石器
时代遗址几乎都分布在长江沿
岸，丰富的考古文物和现存的
史册典籍表明，在人类的原始
时代和中国的远古社会，长江
流域就已经创造了辉煌的文明。

在我国古代的长江流域，
农业、冶金业、建造业、陶瓷
业、丝织业、盐业等不断勃兴，
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更
是繁荣兴盛。从古至今，多少
文人墨客咏诵长江的诗词在江
水中流淌，传唱至今。既有“滚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的壮怀激烈，也有“无边落木
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
感伤凄凉；既有“一道残阳铺
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的委

婉幽美，也有“天门中断楚江开，
碧水东流至此回”的气势磅礴。
历代诗人留下的千古名句，为
长江文化增添了内涵底蕴。可
以说，长江文化印证了中华文
明的源远流长，承载了中华民
族的共同记忆，熔铸了中华民
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二）立体多元的长江文化
长江自“世界屋脊”青藏

高原的唐古拉山脉发源，干流
流经我国 11 个省市，一路波翻
浪涌铺展开来，沿江各地域的
文化形态交融荟萃、落地生根。
这些文化形态既相互冲撞、对
抗，又相互影响、渗透，最后
集结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立体多元的长江文化统一体。

从文化地理学或历史学的

角度看，长江文化主要包括长
江上游的巴蜀文化、中游的荆
楚文化和下游的吴越文化等地
域文化，长江流域范围内的宗
教、哲学、制度等精神文化和
饮食、建筑、生态等物质文化，
蕴含着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
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立体
多元的长江文化体现了哲学思
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
德规范等，为中华文化建构与
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能量。

（三）开放包容的长江文化
中国向来是大江大河大气

派，滔滔的长江水，川流不息
奔向东海，汇入太平洋。长江
以开放的精神和博大的胸怀，
立足神州大地，展臂面向更为
广阔的世界。自宋代起，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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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已经是中国与海外交往的重
要门户，明清至民国，沿江两
岸的城市、商埠、码头逐步崛起。
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江继续谱
写着对外开放、连通世界的文
化新篇章。这种开放精神使得
长江勇于迎接外来文化的冲击，
善于吸收外来优秀文化，不断
实现自我更新，展现出强大的
生命力。
长江文化是在各地区、各

民族文化不断融合的基础上发
展起来的，除了开放性，更展
现出了包容的姿态。长江流域
各地区对来自远方的思想能够
开放接纳，即便是偏远闭塞的
地区，民众对异风异俗也能够
取一种尊重和欣赏的态度。正
是因为这份包容，使得长江流
经之处，无论是时尚街区，还
是偏远村落，无论喧嚣城市，
还是宁静田园，都能各美其美，
和谐共生。

二、长江文脉始终滋养着
文化艺术

在长江文化中，艺术文化
是极其绚丽多彩的。自古以来，
长江流域以其便利的水路交通
条件，成为我国南方货运物流

的主干线，源源不断地滋养着
沿江多地的文化艺术，成为艺
术融汇交流的大动脉。
以巴蜀地区盛行的川剧为

例，主要由昆腔、高腔、胡琴、
弹戏、灯调等五大声腔组成。
谁会想到，川剧这五大声腔中
的 4 个源于外省，其中 3 个来
自长江流域，如：川剧中的昆
腔，源于江苏的“昆山腔”，
传入四川后，逐渐与当地语言
相结合，融入地方特色，化为“川
昆”；高腔，则源于江西弋阳腔，
成为川剧的主要声腔形式；川
剧中的胡琴戏，又称“皮黄”（西
皮、二黄的合称），主要继承
了湖北汉调和安徽徽调的传统。
由此可见，长江流域的江苏、
湖北、安徽、江西的戏曲艺术，
为川剧输送了大量营养，使之
融汇之后成为特色鲜明的地方
剧种。
戏曲如此，曲艺艺术更是

如此。比如，以渔鼓、简板为
主要伴奏乐器的道情，是我国
传统的曲艺形式，除了在山西、
陕西、河南等中原地区流布，
在长江流域的四川、湖北、湖南、
江西、安徽、江苏等地都有广
泛的流传。道情的源流可以上
溯到唐代的道曲，南宋时期开

始用渔鼓、筒板伴奏，由游方
道士或道情艺人在各地演唱，
向民众宣传劝世行善、因果报
应、离尘绝俗等内容。到了清
代，道情同各地民间音乐结合，
演唱曲目大量吸收历史故事、
民间传说得到不断丰富，逐渐
在各地形成了同源异流的多种
曲艺形式，比如四川竹琴、湖
北渔鼓、江西道清、萧县渔鼓、
扬州道情等，名称各异但伴奏
乐器相同，成为曲艺在长江流
域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曲艺的演出形式简单，无

需复杂的舞美、道具，这就为
曲艺从业者进行流动性演出提
供了天然的便利条件。与此同
时，随着艺人沿江在各城市码
头的流动演出，曲艺艺术也随
之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如四川清音，是川渝地区

最具代表性的曲种之一，也是
在不断学习、借鉴和吸收中得
到丰富。四川清音的曲调来源
是多元的，除了传承本土的民
歌、戏曲、曲艺音乐外，很多
曲调是由外省传入，经过融合
四川方言，进而完成本土化，
成为自己的声腔曲目，在长期
流传中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
艺术体系。历史上的“湖广填

在长江文化中，艺术文化是极其绚丽多彩的。自古以来，长江流域以其
便利的水路交通条件，成为我国南方货运物流的主干线，源源不断地
滋养着沿江多地的文化艺术，成为艺术融汇交流的大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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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等几次大移民带来的民
歌和小曲，被四川唱曲艺人吸
收。清代中期以来，随着商贸
活动日趋频繁，长江中下游一
带的唱曲艺人溯江入川，在沿
江商埠、各大水陆码头卖艺，
大量充实和丰富了清音的唱腔
和曲牌。有些曲牌如【无锡景】

【扬州调】【武昌调】【凤阳歌】
【贵州调】等，通过名称就能
看出其地域渊源。

与此同时，清音在四川境
内的流布，也是依托长江及其
支流地区不断得到发展，形成
了不同的流派和演唱风格。曲
艺界习惯按岷江和长江河道把
四川清音区别为“上河调”（成
都为中心的川西平原一带）、“中
河调”（宜宾、泸州、自贡一带）
和“下河调”（重庆至万州一带），
其唱腔或华丽婉转，或豪迈刚
健，或古朴简洁，风格各异，
异彩纷呈。

流动着的长江，延续历史
文脉，滋养着沿江地区的文化
艺术，并为之带来无限活力。
由上述例子可以看出，长江流
域曲艺艺术的发展，某种程度
上得益于长江水系所带来的融
汇和交流。

三、曲艺助力打造长江文
化文旅品牌

（一）促进文旅结合，打
造曲艺精品

当前，文化旅游已经成为
推动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美
好生活需要的重要组成部分。
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进
一步完善长江沿线文化旅游发
展规划，科学布局长江文化旅
游产业，把长江沿线丰富的文
旅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

在此过程中，曲艺工作者
可以打开思路，依托对长江沿
线的旅游资源、历史文化街区，
紧扣长江旅游的文化内涵、民
族特色和时代价值，与旅游资
源充分结合，定向创作和打造
特色曲艺精品力作。以重庆地
区为例，拥有长江三峡、大足
石刻、钓鱼城等著名旅游景点，
十八梯、磁器口等历史文化街
区，更有红岩村、白公馆、渣
滓洞等红色旅游资源。曲艺创
作演出单位既可以打造驻场曲
艺演出，也可线上推出曲艺短
视频配合宣传，深度展示其文
化特色，充分挖掘弘扬优秀传
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配合打造
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长江文化文
旅品牌。

（二）加强区域联动，共
唱长江之歌

保护传承弘扬长江文化是
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沿线各省
市加强联动，形成齐抓共管的
合力。仍以曲艺为例，通过加
强长江流域各省市协会和院团
的战略合作，促进与兄弟省市
曲艺工作者的文化交流。2019
年，在重庆市曲艺家协会与无
锡市曲艺家协会签订战略合作
备忘录以来，双方实现了交流
互访、节目展演的良性互动。
一 曲 来 自 巴 山 蜀 水 的 四 川 清
音，沿着长江顺流而下，与江
南水乡的评弹相遇，各展韵味，
婉转悠扬，令人如痴如醉，也
使“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
的渝、锡两地，通过曲艺变得
更加紧密。

（三）抓实交流传播，创
办品牌活动

长江文化历史久远，但客
观讲，其知名度和影响力仍有
待提升。通过策划大型长江文

明展、举办世界大河歌会和长
江文化论坛等形式，有助于加
强交流互鉴，不断提升长江文
化影响力。曲艺工作者通过举
办长江文化主题的大型展演赛
事等活动，实现各地区联动，
扩大交流传播，拓展受众群体，
形成矩阵效应。再通过征文、
论坛等品牌活动，围绕保护传
承弘扬巴蜀文化、荆楚文化、
吴越文化等优秀地域文化，分
享创作经验和演出心得体会。
如 2019 年重庆承办的首届“笑
满巴渝”全国曲艺表演场所协
作发展联盟系列交流展演，专
门举办了一场“长江沿线部分
省市曲艺交流展演”，来自重
庆、湖北、安徽、江苏、上海
等地的演员齐聚一堂，为广大
观众献上了一台曲艺视听盛宴，
是长江文化主题开展曲艺交流
的一次有益尝试。下一步，我
们还将依托万州区（中国曲艺
之乡），开展“中国曲艺创培
群英会”等特色品牌活动，邀
请全国优秀曲艺人才汇聚重庆，
开展采风、培训、研讨及作品
创作，讲好中国故事和长江三
峡故事，打造长江三峡地域特
色文化品牌。

新时代，长江文化的内涵
不断得到丰富，曲艺艺术仍在
持续受到其滋养。因此，如何
发挥自身特长，讲好新时代“长
江文化”故事，应是曲艺工作
者考虑的一个新话题。长江水
自西向东，顺流而下，曲艺人
更应顺应时代潮流，传承源远
流长的历史文脉，用心、用情
把曲艺唱响长江。

（作者：重庆市曲艺家协

会驻会副主席、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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