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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上奇葩”

陇 原 非 遗

艺 术 广 角

写在墙上的汉代“环境保护法”———

《四时月令诏条》

陇剧代表甘肃独特风情，成为甘肃

的代表剧种，它源于古老而独特的环县

道情戏。如果说环县道情艺术是“陇上

奇葩”，那么陇剧正是这朵奇葩结出的

硕大果实。陇剧诞生 40 余年来，移植和

创作的剧目层出不穷，不胜枚举，其行

当流派也多种多样。

陇剧是由皮影戏陇东道情于二十

世纪五十年代搬上舞台的新剧种。陇

东道情原无脚色行当，是由皮影人的

不同造型来标示行当的不同。因此，陇

剧上舞台后不像其它大剧种有自己的

脚色行当传统可继承，而是在无章可

循的情况下，经过边实践、边摸索、边

研究而逐渐创立了自己剧种的脚色行

当。陇剧脚色行当的来源依据，主要有

以下几个方面：

一、参照、模仿陇东道情皮影人的

人物造型与皮影表演动作，创立了大体

的行当分类和特性。

二、陇剧搬上舞台后，除少量改编

演出了道情原有的传统剧目外，大量演

出的剧目是移植其它剧种的，如萧仙

戏、京剧、越剧、昆曲、川剧等。在排练这

些剧目时，多参照原剧种的行当，相对

应的设置陇剧的行当，并吸收、融化那

些剧种行当的表演身段，充实、丰富陇

剧的行当。

三、根据新创作剧目的内容、剧中

人物的不同类型、身份、年龄、性格等，

参照一般戏曲脚色行当的规范，设置较

为适合或接近的行当来表演。如陇剧第

一出戏《枫洛池》的脚色行当，就是按照

这样的方法将简人同设计为小生，杜若

义设计为武生，邬飞霞、马瑶草设计为

小旦，牛贵设计为官衣丑，梁冀设计为

大花脸。

四、在陇剧的发展过程中，为了表

现和突出陇剧这一地方剧的特色，根据

陇剧音乐细腻、优雅、缠绵、抒情的特

色，决定了以发展“三小”（小生尧小旦尧
小丑）戏为主，在表演上以“三小”为中

心。因此，在行当的建立上，确立了以

“三小”为主兼顾其它的脚色行当体制。

在“三小”行当的创建中，除了选择其他

剧种(主要是越剧尧川剧尧京剧等)有关这

些行当的表演适合陇剧需要的程式以

外，着重从民间艺术，特别是陇东秧歌、

社火等表演中，提炼、规范、创造出陇剧

“三小”行当的表演程式，如“地游子

步”、“风摆柳步”等等。

经过二十多年的积累，陇剧的脚色

行当已初具规模，目前他的主要行当

有———生行：包括小生、须生、老生；旦

行：包括小旦、正旦、彩旦、老旦、武旦

等；净行：分大妆与二净两行；丑行：分

官衣丑、公子丑与小丑等，均以粉底定

妆，勾画丑脸妆扮。

近些年来，随着文艺形式的多元化

和人们审美趣味的多样化，陇剧和其他

剧种一样，受到了市场经济的严重冲击，

演出市场一再萎缩，有些陇剧专业团体

难以维持生存。如何在甘肃文化中重点

发展陇剧并提高表演水平？针对这个问

题，有专家认为，除了政府的大力支持

外，还应利用节庆、广播、电视等多演多

播陇剧，陇剧团更要坚持演陇剧，争取并

培养观众。剧团要走出困境，在体制上要

改革，现行的板腔体唱法上也要不断改

进，使陇剧艺术更加完善。总之，陇剧完

全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完善，成为中华民

族戏曲艺苑的耀眼明珠。

陇剧的艺术特色

动作院陇剧表演艺术讲求真实，重视

从生活出发，以细腻的手法刻画人物的

内心世界。陇剧表演动作吸收了部分皮

影的侧身造型，如侍卫警戒多用大侧身

剪影姿势，特别是啼哭动作更为别致，人

物左袖垂射，右手以袖掩面，大侧身晃动

腰肢，前俯后摇，抽搐而泣。舞台美术借

鉴皮影镂空、彩绘、装饰手法及旦角高髻

燕尾头饰等，形成独特风格。

舞美院舞台美术方面，较有特点的有

如下几点：一、旦角化装舍弃了传统的大

包头造型，以皮影人的高髻燕尾为基本

式样，又仿照敦煌壁画中唐代妇女的发

式，加以糅合，设计出单髻、双髻、弯髻、

环髻等多种独特的燕尾发髻式样，前贴

鬃角，后拖伞辫，大体接近古代妇女的化

妆扮相；二、服装摆脱了戏曲传统风格，

重新设计了花纹式样，打破了蟒、帔盘龙

舞凤格局。图案富变化，款式重大方，色

彩尚雅洁。裙子、箭衣、开路等均以素净

绣边为主，不取满身花团锦簇章法。靠、

铠等则以庙塑神像装束为蓝本，大体和

秦兵马俑衣甲相类似；三、布景和道具保

留了皮影砌末的风格，使用夸张的技法

为剧情服务。

音乐院 陇剧音乐属于板腔体式，分

“伤音”和“花音”两大类，伤音曲调深沉

委婉，适于抒发哀怨的情感，因此又称

“苦音”或“哭音”；花音曲调活泼跳跃，善

于表达喜悦的情感，故又称“欢音”。陇剧

唱腔没有严格的节拍，比较自由明快，说

唱性较强。弹板是陇剧音乐的主要板式

之一，板头、大过门规整、四方，唱腔由多

种节拍型混合组成，有特定规律。小过门

的第一拍，一般都重叠在唱句的末尾一

字上。弹板簧舒展、流畅、优美动听，最有

特色。

演唱方式院陇剧的演唱方式比较自

由，曲调流畅，节奏明快，近似说唱。曲

调尾首的拖腔叫做簧，唱时称嘛簧，嘛

簧悠长婉转，韵味浓厚，富有地方色

彩，它是构成陇剧音乐独特风格的重要

成分。陇剧使用的乐器也有较大的发

展，增加了琵琶、二胡、笙、板胡、扬琴、

提琴和一些铜管、木管乐器，丰富了陇

剧音乐的表现力。

在现代甘肃文化的强烈冲击之下，

陇剧也陷入了濒临衰亡的困境，演出团

体及演出场次锐减，传承链几乎中断，处

于被大剧种和时尚文化所取代的困境，

如不加关注与保护，势必越来越边缘化

乃至面临衰滞、消失。2006 年 5 月 20

日，陇剧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渊本报编辑整理冤

叶念念敦煌曳有三个单元院典范

与高地袁千年莫高袁可爱的敦煌人遥
在我看来袁 这就是这曲组歌的现实

篇尧历史篇和精神篇遥
野现实篇冶翔实介绍了敦煌莫高

窟遗存保护尧敦煌学研究尧敦煌文化

弘扬的现状遥2019 年 8 月袁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敦煌研究院袁 强调要努力

把研究院建设成世界文化遗产保护

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的高地遥 五年

过去了袁 莫高人不负总书记的殷殷

嘱托袁野典范与高地冶 的目标初步实

现遥 说起敦煌学袁大家都熟知这么一

句话院野敦煌在中国袁 敦煌学在国

外遥 冶敦煌学的诞生袁肇自莫高窟藏

经洞的发现袁1925 年袁日本学者石滨

纯太郎首先提出袁1930 年陈寅恪有

意识地多次使用袁 标志着敦煌学正

式诞生遥 敦煌学最主要的研究对象

是敦煌石窟艺术和敦煌遗书袁 包罗

万象尧博大精深袁敦煌文化既不是西

来的袁也不是东去的袁而是中国古老

的传统文化在敦煌这个特殊的地理

环境中与外来文化相结合的产物遥
按理说袁 中国学者在敦煌学研究领

域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袁 但事实是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袁 我们的研究

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遥 叶念念敦煌曳
以大量的采访全景式描述了中国的

敦煌学研究经过百余年的不断探索

和挖掘袁呈现出野敦煌在中国袁敦煌

学在世界袁高地在敦煌研究院冶的现

实遥 敦煌学研究已经向多学科深度

交叉融合发展袁 不止于文献和艺术

研究袁 通过全方位多维度挖掘和阐

释敦煌文化中蕴含的哲学思想尧人

文精神尧价值理念尧道德规范袁进一

步拓展了人文社科研究的广度和深

度遥 敦煌学成为名副其实的显学袁是
中国文化自信的生动诠释遥

相比学术研究袁 保护肯定是更

为急迫的事遥 莫高窟营建逾千年袁自
然气候尧 社会环境等多重因素叠加

作用袁 至清末已处于极度颓废的状

态遥 民国以来袁虽然一些有识之士呼

吁奔走袁政府亦略有作为袁但也就是

停留在看护层面遥 叶念念敦煌曳用大

量篇幅记录了近些年来在经费投

入尧政府支持尧科技进步尧人才培养

等加持下莫高窟保护利用取得的巨

大成就遥 可以说袁作为世界级文化实

物遗存的莫高窟已经转危为安袁状

态稳定遥 数字技术广泛运用袁预防性

保护和修复技术达到国内一流尧世

界先进的水平袁还走出国门袁为野一

带一路冶 共建国家的文化遗产保护

提供技术支撑和中国方案袁 其形成

的兼顾开放和保护的 野敦煌经验冶袁
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遥

叶念念敦煌曳的第二个乐章袁是

作者 2016 年为莫高窟创建 1650 周

年奉献的 14 篇系列特别报道遥 作

者从公元 366 年乐僔在三危山敲

响的第一声锤音写起袁详细梳理了

莫高窟的营建尧兴盛尧沉寂尧劫难到

再度辉煌的曲折历程遥 这是一个可

以独立成篇的野莫高窟小史冶袁更是

一曲令人击节尧感喟尧叹惋尧振奋的

咏叹调遥 作者以翔实的文献资料和

鲜活的人物采访相互印证袁吸收了

被学界公认的研究成果袁在客观的

叙述中渗透着深入的思考遥 比如关

于藏经洞文献流失袁过去相当长一

段时间里道义的谴责多袁客观理性

的史实还原少遥 叶念念敦煌曳抽丝剥

茧袁详细梳理归纳了王圆箓贱卖敦

煌遗书的三大原因院 政府不理尧经

济需求尧信仰吻合遥 比较客观地还

原了百年前发生的那悲剧性一幕袁
也折射出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史

实遥 读此章袁我最大的感受是莫高

窟的命运就是中华文化辉煌尧式

微尧复兴的缩影袁这也是作者带给

我们的最重要思考遥
叶念念敦煌曳的第三部分袁是献给

野最可爱的莫高人冶的赞美诗遥这些最

可爱的莫高人袁是几代人袁是一群人袁
又是最具个性而又鲜活的一个人遥他
们升华了一种精神院坚守大漠尧甘于

奉献尧勇于担当尧开拓进取袁成为时代

精神的重要标签遥 这些莫高人袁有我

们熟知的莫高先驱常书鸿袁开拓者段

文杰袁野时代楷模冶樊锦诗曰也有我熟

悉的赵声良尧苏伯民袁还有我曾作为

编辑为其出版叶敦煌飞天曳的范兴儒

等遥 作者怀着深深的敬意袁将他们的

坚毅尧执着尧使命意识谱写出来袁成为

敦煌魅力的有机组成部分遥 其中袁作
者浓墨重彩地讲述了大国工匠李云

鹤的故事袁令人敬佩不已遥李云鹤袁一
个高中未毕业的山东小伙袁1956 年

来到敦煌袁从此扎根于斯袁在六七十

年的时间里袁只干着一件事院修复伤

病缠身的壁画和塑像遥从最初的一窍

不通袁到不断尝试尧摸索尧创新袁再到

技艺炉火纯青袁 最终成为石窟类壁

画修复界的野一代宗师冶遥 因为心在

莫高袁 他没有因追名逐利华丽转身

成为艺术家袁而是守着千年洞窟袁用
一生成为一名野传世匠人冶遥 李云鹤

的故事让我想起叶读者曳刊登过的作

家周涛的一篇文章院叶一生只能做一

件事曳袁而对于芸芸众生来说袁哪怕

是一段时间内心无旁骛地做好一件

事袁也就够了浴
叶念念敦煌曳是新闻工作者献给

莫高窟的一瓣心香袁 是一曲高扬着

主旋律的野敦煌组歌冶遥 一念袁是敦

煌曰再念袁还是敦煌遥 愿所有读这本

书的人都能像作者一样袁 成为传播

和弘扬敦煌文化的野敦煌人冶遥
渊读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原副

总经理尧董事 富康年冤

春季禁掏鸟窝、夏季禁伐木，秋季

宜修房屋、冬季禁掘土地。

2000 多年前，智慧的古人早就把四

季环保小妙招总结好了！

今天，带你认识汉代的“环境保护

法”———《四时月令诏条》。

写在驿站墙上的野环境保护法冶

“置”是汉代的官方驿站和邮局，设

立于汉武帝时期的“悬泉置”，位于今甘

肃河西走廊，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

站点，负责接收从长安通往西域的所有

“邮件”，接待中西往来的商贾使臣。

在“悬泉置”的一面破损的泥墙上，

一块题记分外醒目，经考古专家拼合修

复，一份 2000 多年前的“环境保护法”

铺展在我们眼前。

《四时月令诏条》由三个部分组成，

题记开头说明了朝廷下达诏令的缘由，

“太皇太后诏曰：往者阴阳不调，风雨不

时……”表明颁布此诏目的在于让人们

的生产生活遵循自然时序，随后将一年

四季十二月的宜忌逐条列出。上半部分

写着“法条”，下半部分对“法条”作出进

一步解释，壁书左下角外侧用醒目的大

字写着：“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

五十条”。这样，途经驿站的每一个人都

能清楚地看到这部“环保法”，壁书广而

告之和警示的作用由此凸显。

汉代的野环保法冶写了啥钥

《四时月令诏条》在继承传统“月令”

思想的基础上，以法律“诏书”的形式确

立了以“四时”为基础的生产生活准则，

许多“环保条例”至今仍适用。

野禁伐冶
谓大小之木皆不得伐也，尽八月。

草木零落，乃得伐其当伐者。春季、夏季

都是树木生长的季节，只有到了八月“草

木零落”后才能适当伐木。

野禁渔冶
四寸乃得以取鱼，尽十一月常禁。反

对竭泽而渔，过小的鱼苗禁止捕捞。所能

捕捞鱼的标准长度，须在汉制四寸（即

9.24 厘米）以上。

野禁杀幼小动物冶
谓禽兽六畜怀妊有胎者也，尽十二

月常禁……谓夭蜚鸟不得使长大也，尽

十二月常禁。诏令规定正月至十二月都

不能杀害怀胎动物。对幼小动物，也要加

以爱护，除了强调对自然资源要“取之有

道”。

野修堤冶
“谓修筑堤防，利其水道也，从正月

尽夏。”意思是，春夏之际要及时修筑水

利设施，以保水道畅通、农业生产。

野兴土冶
秋季“谓得大兴土功”，修筑屋室以

改善房屋条件、储藏粮食……

《四时月令诏条》是目前所见最完整

的汉代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文书，内容涵

盖了保护林木、动物、水、土等各方面内

容，浓缩了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的四时节

律。其中“以时禁发”“用养结合”的生态

保护思想，在 2000 多年后的今天依然

不过时。

古人为了环保都做了哪些努力钥

除了写在墙上的“环保法”，古人为

了保护环境，可谓尽心竭力。

设立专门机构尧官职
早在 4000 多年前，我国古代就出

现了世界上最早的自然保护机构“虞”。

《尚书·尧典》记述了舜任命伯益担

任“虞”的官职，朱虎、熊罴为佐之。“衡”

在“虞”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来，根据

工作内容的不同，可以细分成“泽虞”“山

虞”“林衡”“川衡”等，在我国古代的许多

朝代都有设置。

野创新冶环保设计
不只有外界的约束，古人还把环保

理念融进生活的方方面面。长信宫灯、羽

纹铜凤灯、雁鱼铜灯等一盏盏汉墓出土

的“高科技”环保灯，体现出我国汉代时

期的环保理念和超前的环保设计。

第 19 届亚洲运动会在杭州开幕时，

工作人员运用三维动画 AR 技术打造出

别样灿烂的数字烟花。“五彩”焰火传达

出“绿色”理念，再一次让我们看到这份

对环境的爱护从古至今，从未改变。

渊本报综合冤

一位记者笔下的“敦煌组歌”

大寒：岁末建福，万吉万宜

大寒，宣告一年中最寒冷的时节

到来。

但这时又是热闹的。因为正值岁

末，一年中最隆重的一次团聚即将到

来，赶集备年货、扫尘洁物、写春联、准

备鸡鸭鱼肉各种年肴……

在古代，大寒更是和瑞福关系紧

密———人们忙于和过去一年告别，为即

将到来的新年增添诸多期待。寺院结坛

转经祈福是此时不能少的热门节目。敦

煌文献有记载，曾经的年终结坛算是佛

界盛事，要持续五天四夜之久。

寺院中竖幢幡、悬佛像，僧人们诵

经转唱，还有丝竹管弦乐器伴奏左右。

地方节度使及官员也加入其中，持炉焚

香，虔诚礼拜。

观音等众佛教神仙也没闲着。成为

来年期待的嘱托对象。

敦煌文献 S.4654 卷《岁末结坛斋

文》中记载：“今者旧年将末，新岁欲临，

置净坛于中央，敷幡花于宝地者，则有

我府主太保，受大悲之付嘱，以法治民；

承观音之遗文，钦贤仰圣。所愿者，愿龙

天八部，定社稷以恒昌；所祗者，祗释梵

四王，保敦煌而永泰。千灾万鄣，随旧岁

送出于镇围；万吉万宜，逐新年来临于

玉塞。”

岁末祈福，就是要送走旧岁的千灾

万障，迎来新年的万吉万宜。

岁暮聚饮乃我国传统古俗，含有辞

旧迎新之意。古人会在岁末举行一次集

体聚会，叫做“建福”。

敦煌文献中对此有明确的记载，S.

2894v2《社司转帖》中，“右缘常年建福

一日，人各炉饼壹双，净粟壹斗。幸请诸

公等，帖至限今月廿二日卯时于安家酒

店取齐。”

既然“常年建福”，可见是常规性的

岁时活动，不同时间的不同文献中有不

同的建福日期，但都集中在腊月下旬，

社人会集的地点均在酒店。

各种各样的岁末仪式，异于平常的

隆重饮食，不过是在强烈提醒我们：这

是一年的终章。

渊敦煌研究院供稿冤

“ 简 ” 述 中 国

敦 煌 岁 时 节 令

———陇剧

陇剧开山之作叶枫洛池曳剧照

须摩提女姻缘之佛陀及扈从赴斋会

九色鹿王本生渊局部冤

记者施秀萍新出
版的《念念敦煌》一书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24 年 9月版）递到
我手上时，我决意要
好好读读，因为这本
书 对 我 来 说 有 三

“熟”：作者熟、敦煌
熟、书里写的人物

“熟”，我要看看我熟
悉的作者怎么
写我熟悉的敦
煌和敦煌人。

风华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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