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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民俗展示给全世界
帐书真是他们所写？记者的疑虑在接下来

的采访中被一一消除。
4月17日，首次“帐”文化展现场，看展的人

都不约而同被一个声音略有些嘶哑的“讲解员”
的讲解给吸引，他，就是张继周，新乡九莲山景
区副总经理。这个长期致力于帐书搜集、整理
和保护的重量级人物，对帐书的了解、研究并非
一日两日，难怪他的讲解让人听得频频点头，连
那个自说是“写帐人”的农家妇女听了，也露出

认可的微笑。
采访中张继周告诉记者，“许多压根不识字

没读过书的老百姓，在九莲山小西天就能奋笔

疾书，他们说自己在‘写帐’。”张继周说，他们曾

请过省内不少民俗专家、学者到景区考察，但没

人能解释这些现象。“去年，帐书这一小西天民

俗信仰，被新乡市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

录。”九莲山景区采取了保护、传承这一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措施，使“写帐在中原，交帐在西莲”
的民俗事象得以保护、传承。这次展览由河南

省美术馆主持策划，对于帐文化来说，无疑是有
史以来，第一次最大规模、最华丽的盛装展示，
不仅有利于把中华民俗展示给全世界，也进一
步为“帐”申遗奠定基础。

“帐文化”研讨随即展开
开幕式后，“帐文化”研讨会也随即展开，

我国和我省 20多位著名民俗学、民间文化专
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与会专家表示，九莲
山“帐书”很奇妙，应该是中原文化原始图腾

的一种表现形式，很可能是中原汉民族的一种
“根”文化。其中涉及书法、绘画、演唱、文字、
舞蹈等多个领域。希望九莲山景区保护好这
些古老文化，抓紧将“帐书”申报中国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

新乡九莲山景区市场部总经理丁丽明
告诉记者，九莲山在河南新乡辉县市西北的

崇山峻岭中。清乾隆《辉县志》载：“九莲山

在石门内西北，上有九峰形如莲花，故名九

莲山”。现已成为九莲山景区。根据九莲山

的文化遗存和旅游的新概念，把景区建成非

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区是九莲山景区开发建

设的最终目的。

丁丽明说，“写帐”风俗在当地古已有之，是

人们表述心愿的一种特殊形式。“帐书”有明帐、

暗帐之分。暗帐不会让外人看到。这次展出的

帐书全属于明帐，大部分是通过景区艰苦细致

的工作，暂时留下来供展览研究用的。不少帐

书在展览之后，要焚烧交帐。

市民想看还有三天时间
丁丽明说，由于展览条件的限制，这次在河

南省美术馆的展出，分为三部分：一是发现天

书；二是精神的活化石，展示帐的图示内容和模

拟的写帐环境；三是帐书“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征程”。神奇精彩的“写帐”、“交帐”，只有到

九莲山小西天西莲寺才能看到。九莲山小西天
西莲寺每年三月三、六月六、九月九都会有“写
帐”、“交帐”等内容展示。每年九月九还固定有

“帐书展”可观。
如果您想瞻仰这一古老而又原始的信仰习

俗，想观赏这美轮美奂的民间美术，想感受这神
秘的心灵图腾，到省美术馆来吧，免费视觉大餐
还剩最后三天时间。

首次“帐”文化展郑州开展
本周五结束，市民可免费看

或文字，或符号，或
图形，或线条，或数字；或
写于宣纸，或绘于长绢；
长的达百余米，小的如杂
志……

上周六，走进郑东新
区河南省美术馆，市民都
以为这儿是在举办某画
家的画展，作品纹路之细
腻、内容之丰富、构思之
独特，无不给人以震撼。
“这个是我写的。”身旁一
个声音传来，侧身看，朴
实的穿着、黑黑的皮肤，
一看便知是农家妇女，她
正在对身边的同伴说
话。她们一起从原阳农
村来，是来看自己写的帐
书的。

晚报记者 刘书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