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档案
人物：麻茂廷

苗族 66岁
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
项目苗族银饰煅
制技艺代表性传
承人（扫报眉二维
码看老银匠和他
的银饰）

击玉敲金，环佩叮当。这是夏
日最清凉的风， 是苗寨最动人的
声音。

作为中华苗族文化的摇篮，
在湘西凤凰山江镇， 每逢盛大节
日， 到处可以听到清脆悦耳的叮
当声，不用猜，那一定是满身银饰
的阿妹来了。在山江苗寨，最有名
的苗家银匠当属麻茂廷， 这位个
子不高、皮肤黝黑的苗家大叔，已
经做了43年的银匠。 无数的苗家
阿妹就是穿戴着他打造的华美银
饰，沐浴爱的洗礼，盛装出嫁。

“我的手艺是家传的，这一辈
子就做了这一件事， 做银饰。”麻
茂廷，66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项目苗族银饰煅制技艺代
表性传承人。 年过六旬的他手臂

粗壮，满手老茧。他叼着烟，眯着眼，
一下一下用力敲打着银条； 阳光从
窗子照进来， 将炉火升起的烟照得
有了形状， 手里的银条也在“当当
当” 的敲打声中慢慢变了模样……
苗家汉子的强壮、 坚毅与细腻精巧
的苗银技艺， 在他身上有着奇妙和
和谐，那微微上扬的嘴角，大概就是
老手艺人的自信吧。

“一套苗家的传统嫁妆大概要5
公斤左右的银子， 打两个月就能打
得起；要是普通的镯子嘛，50克的银
条就够了。”麻茂廷的银饰作坊就在
自己家里的一个角落， 看着简陋破
旧，但各种工具一应俱全。苗族银饰
工艺流程很复杂， 一件银饰多的要
经过一二十道工序才能完成， 尤其
造型设计对银匠的手工技术是不小

的考验，但麻茂廷说，他的银饰没有
固定花纹， 从不用画样，“你喜欢什
么样，拿给我看看就行了，或者我自
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们苗银就
是这样，没有模子，更自由。”

在麻茂廷口中“自由”的苗族银
饰到底有多好看？ 他拿出自己打造
的盛装银冠， 将长长的挂饰一根一
根地慢慢梳理整齐：有龙有凤，有振
翅的蝴蝶，会摆尾的小鱼小虾，甚至
还有鼓着大眼睛的青蛙……一丝一
缕，一片一片，都是老匠人的精心杰
作。麻茂廷说，苗家银饰代表着财富
与美丽，仔细看上面的花纹，就能看
到苗家人最美好的祝福。

麻茂廷的家门口挂着“苗族银
饰传习基地”的牌子，他有5个孩子，
3个女儿都是穿着他做的银饰出嫁。
现在， 他做的手工银饰已经不在外
面卖了， 大多数时候只接受订做的
嫁妆，“但是现在也少了， 很多年轻
人不再把银饰当成嫁妆。” 说到这
里，麻茂廷似乎有点失落，他说，以
前镇上有40多个非常优秀的银匠，
现在只剩几个人了，“我们不能让这
个手艺失传， 我把手艺传给了小儿
子， 他已经出师了。” 麻茂廷说，现
在来山江镇旅游的人多了， 这是好
事，“欢迎大家来我家， 你们肯定也
会喜欢苗银的。” ■记者 郭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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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的夜晚，《苗寨故
事》如约而至。

神秘的上刀山、 下火海
绝技登场亮相。刀光闪闪，烈
焰腾腾。刀梯怎么能爬？烧红
的铁板怎么能踩？ 是不是掩
人耳目？

随着紧密的牛角声响
起，一个小伙挽裤脱鞋，身轻
如燕， 一级级向高达十几米
的刀梯顶端攀援而上。 到达
顶端后， 又在柱头上飞旋起
来， 赤脚底的肉皮没有留下
丝毫刀伤的痕迹。

地坪上铺排着十块被烧
得通红的铁板， 铁板下的纸
瞬间被烧成灰， 化作一缕青
烟。另一位小伙喝下“巫水”，
浑身运气， 毫不畏惧地迅速
踏上铁板， 停留了大约2秒。
只见脚下冒出几颗火星，但
他脚底的肉皮没有留下烧黑

的痕迹。
这惊险刺激的绝技表演，

神秘无比。用肉眼看，功夫确实
硬扎。记者确认了刀的锋利后，
还是好奇， 向上刀山的小伙唐
明辉询问其中的奥秘。

面对发问， 他没有回避搪
塞，坦然地说：“这不是魔术，而
是经过刻苦的训练而成。”学技
5年来， 为了增加脚的张力，时
常光脚走路。 运气主要是产生
“战斗”的意念，让肌肉紧张起
来，一口气快速完成动作。

湘西民俗学者龙文玉说，
曾经封闭的环境下， 刀火不入
的绝技施展的是一种坚不可摧
的力量，是对民族生命的捍卫。
现在，这些绝技以科学为指导，
的确是真实存在的。

剧场内，游客看得欢呼，掌
声此起彼伏。 苗家人早已懂得
把这神奇绝技变为财富了。

履刀蹈火演绎神奇，你唱我和为爱放歌
以科学指导的绝技，在山江镇真实存在；“文化”加持的对歌传情，展现苗疆浓浓风情

也许是大山的刻意孕育，或是山水的灵性造就。
群山深处的凤凰县山江镇滋长出众多身怀“履刀”
“蹈火”的绝技“大师”，那充满野性的劲悍之舞，演绎
着上刀山、下火海的神奇。

也难以想象，长期被历史烟尘遮蔽的地方，还有
如此重情重义的净土，以歌定情，追逐、张扬着自由
恋爱的真意。

在山江镇上演的《苗寨故事》，在六月六跳花节，
在逢初三初八的山江苗集， 我们深深地领略这块苗
疆的浓浓风情。

神奇绝技 刀火不入的绝技真实存在

“你唱山歌我答应，唱一
句来回一声。 我是山江杜鹃
树，任你说是那样人。”

阳光火焰般照射的夏日
上午， 山江镇正逢赶场日的
到来， 人们从四面八方来赶
苗集。

忙碌完后， 姑娘们呼朋
唤友，挽手搭肩，一起向后街
走去， 那是姑娘和小伙们唱
歌谈爱的地方。 姑娘们反复
唱、反复选，看看哪个小伙最
聪明。 小伙赢了歌， 就赢了
爱。 苗家民歌顽强地展示着
自由婚配、重情重义的光彩。

现在的“跳花坪”跳花，
有展示展演之意。 游客与姑
娘小伙合唱齐跳，同欢共乐。
记者对歌过不了关， 被众多
拦歌的阿哥阿妹团团围住，
简直无路可逃。

跳花跳月， 是典型的蚩
尤遗风， 是苗族青年男女的

社交活动， 是一次苗文化的大
展示， 是一场苗族技艺的大竞
赛。

每逢四月八、 六月六等苗
族节日， 山江镇会举办跳花跳
月节。盛装的苗族男女，从四面
八方的大道小路赶赴跳花场。
放歌邀伴，对歌传情。在3米围
径的大花树周围， 摆放数十面
大花鼓，排列十几对跳花人。歌
山歌海的壮观场面， 表达苗族
人民祈求风调雨顺、 子孙兴旺
的美好愿望。

山江赶苗场的小伙杨志告
诉记者， 他的祖父当年在同祖
母约会时， 要提前背诵情歌诗
句， 吟唱时还要同女方较量智
慧。要想获得一个姑娘的爱情，
从初次邂逅到成家， 起码要熟
记十万条以上苗歌诗句。

一个苗家小伙对爱情的付
出， 浪漫之外， 那是相当要有
“文化”的。 ■记者 孟姣燕

为爱放歌 赢了歌就赢了爱

“一辈子就做了这一件事”的老银匠：

最粗壮的手臂打出最精美的苗家银饰

▲凤凰县
山江镇，“四月
八” 跳花节是

苗族群众的狂欢
节日。▲

7月24日，凤
凰县山江镇老家寨，“赶边边场”的苗族
青年以歌传情，充满浪漫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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