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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人家

下课铃声响起，伴随
着激昂的锣鼓和欢快的
旋律，身着景颇族服饰的
小学生从教室鱼贯而出。
他们手中或握木质长刀，
或持篾制弓弩；或舞动绢
扇，或挥舞花朵，向操场
汇聚……

为了让孩子们更了
解民族传统文化，热爱自
己的家乡，云南省德宏傣

族景颇族自治州芒市西
山 乡 营 盘 民 族 小 学 从
2014 年开始将景颇族目
瑙纵歌引入课间活动。全
校现有学生 369 名，其中
景颇族学生占 85%，大多
数学生都会跳目瑙纵歌。

图为营盘民族小学
一年级学生学习跳《景
颇刀舞》。

新华社记者 秦晴 摄

景颇民族歌舞进校园

外国人在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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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化滋润
胞波情谊

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的
云南省镇康县，与缅甸山水
相连，胞波情谊源远流长。

中缅边境上，各个世居
民族语言相通、习俗相近、文
化相同，多姿多彩的民风民俗
形成了相互包容的边地文化。

其中有一种民间民俗，
当地群众把它叫作“阿数
瑟”，相传已有上千年历史，
它以打歌和集体舞为主，弹
唱自由、即兴对答，深受老
百姓喜爱。“打歌打到月亮
落，跺起黄灰做得药。”经过
数代镇康人的演绎，“阿数
瑟”不仅唱响了镇康的村村
寨寨，也成为了当地独有的
边地文化品牌。

“阿数瑟”也为镇康、
缅甸果敢地区各民族的友
好往来架起了“连心桥”。

“两国边民世代友好、亲密
往来，中缅情谊源远流长，

‘阿数瑟’是双边民间友好
交往联谊活动最常见、最
受欢迎的方式。”镇康县
文联主席施文明说，两国
边民还组建了打歌队，逢
年过节、婚礼喜事都会进
行互访交流，送上祝福。打
歌过程中老百姓手挽手，
肩并肩，通过肢体和语言
上的交流，最终达到了思
想上的认同，成为维系双

边感情的重要纽带。
据了解，近年来镇康

通过组织“阿数瑟”打歌晚
会、“阿数瑟”广场舞表演、

“共饮一江水中缅联欢”等
系列文化活动，让更多中
缅群众参与到“阿数瑟”打
歌的热闹氛围中，共叙胞
波情谊。

“文化通则民心通，民
心通则贸易通。”镇康县
商务局局长黄志华说，目
前已有5户中方企业到缅
北投资兴业，24户缅籍商
户入驻镇康投资经商。
2018年至2019年榨季，镇
康从果敢自治区进口甘蔗
35.29万吨，支付果敢自治
区甘蔗种植农户甘蔗款
1.46亿元。2018年从果敢
自治区进口茶叶4648吨，
货值27888万元。

2018年，南伞口岸人
流量、车流量、货运量、货
值、外贸进出口总额 5项
指标同比去年分别增长
27.9% 、15.5% 、46.3% 、
76.4%、120.9%。2019年 1
至 4月，出入境人员已达
72.3万人，车辆22.3万辆，
货运量 43.1 万吨，货值
5872.19万美元，外贸进出
口总额34472万元。

记者 李春林

押花品茶话友谊
“没想到押花和茶艺这

么有意思，真让人印象深
刻！”6月6日，美国科罗拉
多州丹佛市冠军学校的20
名师生来到云南农业大学
云南省滇台特色农业产业
化工程研究中心，感受押花
艺术、欣赏茶艺表演，休验
中国文化。

“我们在美国参加过
插花活动，那些鲜花就来
自中国。”看到各色各样的
花朵，师生们感觉非常亲

切。在随后的实践操作中，
冠军学校的同学们在农大
老师的帮助下制作了属于
自己的押花作品。他们纷
纷表示，这是独一无二的
礼物，将带回美国向朋友
们展示。

来到云南，普洱茶不可
不尝。看到4位身着汉服的
茶艺师优雅地站在茶桌前，
美国师生纷纷投来好奇的
目光：“我们也能当茶艺师
吗？”品鉴完普洱茶，冠军

学校的同学来到台前，询问
关于茶叶和茶艺的各种问
题，还有模有样地当了一回
茶艺师。

冠军学校校长迪恩兴
致勃勃地参与了活动。他
说，这样的活动是美中学
生了解彼此国家的最好窗
口，今后，冠军学校将把更
多学生带到云南参与交流
活动，也欢迎云南学生到
美国做客。

记者 李恒强 文/图

制作押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