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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传媒通讯员黄晓慧

“牡丹竞放笑春风，喜满华堂
寿烛红。白首齐眉庆偕老，五女争
来拜寿翁。”1月 28日兔年大年初
七晚上，在庆寿和清唱环节结束
后，横峰街道石刺头村银杏庙前热
闹非凡，由宁波弘艺越剧团演出的
开场正本大戏《五女拜寿》上演。

这是笔者印象中兔年温岭农
村社戏的第一场戏。这台戏的开
锣，对于戏迷来说是一个好消
息。笔者从朋友圈看到，有的戏
迷为了有一个好位置，在当天下

午就到现场占座。当晚，笔者在
演出现场看到，为了让更多的戏
迷过一过戏瘾，剧团专门安排人
进行视频直播。

“恨恶婿认贼作父黑心肠，恨
严嵩横行不法害忠良。我怎能低头
下拜无廉耻，我怎能趋炎附势求原
谅……”由著名越剧编剧顾锡东编
剧的《五女拜寿》角色流派多，能充
分展示剧团实力，是温岭农村常演
的开台戏。演出当天，虽然天气寒
冷，观众还是被牢牢地吸引在戏台
前欣赏。

1月29日上午，该剧团团长刘

巧娜告诉笔者，在新冠疫情发生之
前，该剧团就常在温岭各地演出。
至于开现场直播，也有数年。演出
直播也不限于她这个剧团，许多民
间职业剧团也这么做，目的是让更
多的戏迷能欣赏到越剧。

笔者还了解到，1月 29日晚，
在温岭市大溪镇双吕村吕岙也有
戏，由临海市橘乡越剧团演开场戏

《五女拜寿》。2月2日，温岭市越剧
三团将在松门镇苍山村开始演出。
2月28日，余杭小百花越剧团将在
泽国镇东环村万堂庙演出。

看来，越剧演出的春天要来了。

越剧演出迎春天 兔年重开粉墨箱

台传媒记者王佳丽

2020 年 以 来 ，台 州 评 选 出
一 批 具 有 特 色 乡 村 风 俗 和 非
遗 文 化 的 村 镇 ，共 9 个 非 遗 主
题 小 镇 ，分 别 是 黄 岩 区 宁 溪
镇 、澄 江 街 道 ，路 桥 区 路 桥 街
道 ，临 海 市 白 水 洋 镇 ，温 岭 市
箬 横 镇 、坞 根 镇 ，玉 环 市 大 麦
屿 街 道 、清 港 镇 ，仙 居 县 白 塔
镇；8 个民俗文化村，分别是黄
岩 区 宁 溪 镇 乌 岩 头 村 、富 山 乡
半 山 村 ，温 岭 市 石 塘 镇 东 海
村 、温 峤 镇 琛 山 村 ，天 台 县 三
合镇灵风（灵溪）村、街头镇嘉
图 村 ，仙 居 县 田 市 镇 李 宅 村 ，
三门县横渡镇东屏村。

这些非遗主题小镇和民俗文
化村在秀山丽水中，在屋翎飞檐
上，在灯火阑珊处，收藏了不少关
于乡村的美好记忆。

有些非遗，是关于指尖的传承。
比如一顶帽子。温岭的草编工

艺历史悠久，当地人擅长用黄麻、
白麻、蒲草等为原料编织各种生活
用品，“温岭草编”于 2012年被列
为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以草帽出名的箬横镇更是

“十里长街无闲人，家家都是编帽
人”，被称为中国编织帽之乡。凭借
着一顶帽子，箬横镇打开了无边想
象，从实用走向时尚，让更多人了
解了草编文化的魅力。

比如一盏灯。四曲穿城、群山
环抱的黄岩区宁溪镇，以彩灯制作
出名，素有“中国节日灯之乡”的美

誉。宁溪的彩灯是有渊源的，最“浓
墨重彩”的夜在农历二月初二，处
处华灯，玉壶光转，璀璨如昼。

在仙居县白塔镇，这里有山
歌，有石窗，有板龙，有跳狮子，这
里也有一盏灯——长旗灯，由无
数盏仙居针刺无骨花灯组合结彩
而成。流光溢彩的花灯，既是佳节
喜日的最佳拍档，也是融合顶级
技艺、民间文化与现代审美的群
体之梦。

有些非遗，是关于声音的艺术。
诞生于市井自娱自乐的“路桥

莲花”（路桥区路桥街道）和伴随结
婚仪式进行的“洞房经”（温岭市坞
根镇），都是有关言语的创造。

它们是属于民间的，又是属
于舞台的，并在传承中不断创新。
从始终保留原始莲花落“三要素”
到创作新时代的新词新调，从乡
村婚庆的吟唱对歌到被搬上舞台
的情景剧演出，艺术在创作过程
中不断迸发新意，在一举一动、一
言一词间，带给人们熟悉而又新
奇的体验。

有的非遗，是关于舌尖的感悟。
去黄岩澄江街道，这里有传承

千年的放橘灯、供橘福、祭橘神、插
山灯、请令旗等具有祈福意义的橘
俗活动。当然，在世界宽皮橘始祖
地和橘文化发源地，你怎能错过一
个橘子的香甜。

你还可以到临海市白水洋镇，
寻一碗浙江省“百县千碗”十佳豆
腐之冠的白水洋豆腐；去玉环市大
麦屿街道，品一口来自华东唯一的
海岛火山茶基地的清茶……在大

麦屿的不远处，还有另一种“清香”
令人沉醉——脆嫩多汁、酸甜适口
的玉环文旦已成为清港镇独具特
色的非遗资源。

村落是先人们打造的美丽家
园，也是后人们回望的精神乐土。
台州的村庄千姿百态，每一个村
落都像是一座活着的民俗博物
馆，每处窗楹栏柱，每处雕花镂
空，都在讲述如歌如诗的故事。走
在村庄的小道，你可以领略原汁
原味的民风民俗，观察因地制宜
的建筑构造，共情一脉相承的文
化内核。

黄岩区宁溪镇乌岩头村和富
山乡半山村就像是两位淳朴的、
内敛的，却热爱生活的乡间姑娘，
纯粹而美好。两个村落都依山就
势，被绿荫环抱，有溪涧相伴，民
居由石垒而成，灰瓦覆顶，清幽古
朴。作为古道的必经之处，黄仙古
道上的乌岩头村、永黄捷径上的
半山村曾历尽繁华与热闹。如今，
古道的使命不在，但宁静的村庄
不会寂静，它们用新的姿态拥抱
着来往的新旅人。

在天台县三合镇灵溪村品
读千年历史，跨过天台现存的第
一大古石拱桥，拜访一棵被列入
国家重点保护的菩提树，这里还
有始建于隋朝的龙山书院，始建
于清朝的文昌阁……既然来都
来 了 ，不 如 在 此 遇 一 次 状 元 游
街，练一手奚家长拳，看一场狮
子表演，再来一碗三尺垂面吧。
而在街头镇嘉图村，你可以感受
另一种文化底蕴的深厚——寒
山拾得的传说在此流传，首首道
情曲目被人演唱，你可在曹氏民
居触碰一座始建于清乾隆年间
的民宅建筑，在街头老街融入一
场热闹的乡村市集。

仙居县田市镇李宅村，有近
900年的建村历史。李宅村不仅古
韵悠长，还文脉兴盛，一直延续着

“耕读传家，文武并重”的传统，李
氏在宋明两朝有六人考中进士，号
称“一门六进士”。

在三门县横渡镇东屏村，也
保存有 20余座相对完整的明清时
期古建筑庭院。在石巷里穿梭，路
过亚魁第、下新屋道地等古民居，
叩响一扇扇旧门，仿佛敲开一段
段尘封的旧时光。由老屋道地改
造的红妆博物馆里，展示着浙东
地区特有的婚俗嫁妆，红妆器物
雕刻十分精美。

有的村子古老而现代。温岭市
温峤镇琛山村历史悠久，至今保留
有 10余座清末古建筑。近年来，琛
山村以历史保护、文化传承为出发
点，对古建进行修缮和保护，其中
一处清末乡绅四合院被改造成了
文化礼堂，如今成为展示琛山村民
俗文化和村民乐享文化生活的重
要场所。

有的村子遗世而独立。一群捕
鱼为生的闽南人在明正统年间来
到温岭市石塘镇东海村定居，他们
依山造屋，建起了鳞次栉比的石
屋，也奠定了这个渔村的文化底
色。从此，大奏鼓在这里代代相传，
七夕小人节、元宵扛台阁成为当地
特色文化习俗，肉粽、鱼丸、鳗羹
等，变成当地的饮食文化。

在台州，非遗薪火相传，民俗
生生不息。

去台州村镇，寻找非遗感受民俗

台传媒记者诸葛晨晨

台州举办两大省级示
范性群文活动

据了解，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
主办的 6 项省级示范性群文活动，
是浙江省艺术领域的权威赛事和品
牌赛事。

在全省示范性群众文化活动的
盛会上，与同类目参赛作品同台竞技
以后，台州选送的舞蹈作品《千涛竞》

《石窗物语》《小海豹》《柿柿如意》，在
浙江省第三十二届群众广场舞大赛
获得“2金、2银”的佳绩；在浙江省第
三十三届群众戏剧小品大赛上，温岭
市文化馆凭小品《记忆中的你》夺得1
金；仙居县文化馆的《古街》、路桥区
文化馆的《霓虹乡村》，均在浙江省第
二十一届群众音乐大赛中获得铜奖；
静态类比赛中，台州有 4幅书法类作
品、3幅美术类作品，分别入展浙江群
星书法作品展和浙江省群文美术文
旅融合写生优秀作品展，获“2金、2
银、3铜”。

值得一提的是，2022年，浙江省
第三十二届群众舞蹈大赛、浙江省群
文美术文旅融合写生优秀作品展在台
州举行。作为东道主，台州努力办好有
特色、高水准的文艺盛会，也精挑细选
各县（市、区）的种子选手参赛。

2022年 10月，浙江省第三十二
届群众舞蹈大赛在三门擂响战鼓。对
于这场办在家门口的重大赛事，台州

队拿出了十二分精神应战，最终 4个
舞蹈作品获奖。如金奖作品《千涛竞》

《石窗物语》，一个对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坎门鳌龙鱼灯舞”进行了艺术
性改编，一个在舞蹈中融入了三门石
窗传统民间艺术；银奖作品《柿柿如
意》，则将黄岩江口柿子文化节丰收
景象搬上舞台。舞者们用优美的舞步
和独特的创意，形成了令人耳目一新
的舞曲。

同年 12 月，浙江省群文美术文
旅融合写生优秀作品展在路桥区
开展。该展览荟萃了全省群文美术
工作者百余件优秀作品，充分展现
了画笔下浙江各地的自然美景和
人文魅力。现场，吴志猛的《大陈
岛》、王哲的《露华浓》和姜金宇的

《老街》，通过丹青妙笔宣传台州的
文旅融合发展。

这些获奖群文原创作品能脱颖
而出，都带着闪光的“台州印记”，对
外讲好台州故事，传播台州声音，展
示台州风貌。

各有所长，百花齐放

戏剧小品、舞蹈、音乐、书法、美
术……近年来，台州各县（市、区）在
多个艺术领域发挥特色优势，绘就台
州群文军团百花齐放的文艺新现象。

回望 2022 年，“戏曲之乡”温岭
在戏剧、戏曲领域收获颇丰。7月，温
岭市文化馆戏剧干部金萱等组成团
队，带着小品《记忆中的你》在台州市

第二届戏剧（小戏、小品）、曲艺大赛
上斩获金奖，并代表台州在浙江省第
三十三届群众戏剧小品大赛上二度
夺金。同年，创作团队凭越剧小戏《敲
章》在浙江省第十一届群众戏曲小戏
大赛中摘得银奖。这些接地气的创
作，台词通俗易懂，题材和剧情扎根
百姓生活百态，凸显地域特色，受到
省赛评委老师的好评。

路桥则致力于推进群文书画事
业的繁荣发展，通过汇聚书法人才，
锻造精品佳作。据介绍，路桥目前拥
有各级各类书法社团10个，书画社1
家，名家工作室 2家，中国书法家协
会会员11名，省级会员36名，市级会
员70余名。

在浙江群星书法作品展、浙江
省群文美术文旅融合写生优秀作品
展等展览上，涌现了谢岸斌、潘燕
等一批有实力的中青年书画家。路
桥区还持续开展书法惠民公益活
动，如台州市第三届临帖书法作品
展、台州市第六届“群星璀璨”优秀
美术书法作品展等，丰厚千年商都
的书法底蕴。

以赛代练，展群文风姿

近年，为了持续探索精品化群文
创作之路，进一步发掘、培养优秀人
才，台州市文化馆进行有益尝试，设
立多项市级赛事，为省赛选拔优秀的
台州选手，达到“以赛代练、以赛促
训”的目的。

如台州市戏剧（小戏、小品）、曲
艺大赛，对接浙江省群众戏剧小品大
赛、浙江省群众戏曲小戏大赛和浙江
省群众曲艺大赛，台州市群众舞蹈大
赛则对接浙江省群众舞蹈大赛。

去年 8月，第二届台州市群众舞
蹈大赛在玉环大剧院落幕。12个节目
展开激烈角逐，最终向浙江省第三十
二届群众舞蹈大赛推送了 7个优秀
作品。

为备战此次省赛，台州先后组织
全市舞蹈骨干开展题材讨论、作品加
工会等专项活动，以此提高我市舞蹈
创作热情和创作水平。

这个群文舞台也让群众成为主
角，涌现了黄岩区江口街道文体站、
玉环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生等基
层群众艺术团队。

“群文赛事也为广大文艺爱好者
搭建展示、交流和成长平台，同时激
发大众对艺术的追求。”市文化馆舞
蹈干部黄雪说。

仙居已成功举办两届台州市原
创流行音乐大赛，为对接浙江省群众
音乐大赛，市赛主办方一直鼓励原创
作品参赛。

仙居县文化馆音乐干部王健为
家乡创作了多首歌曲，如《仙居杨梅
就是甜》《吉祥油菜花》《飞翔的小镇》
等。2022年，他作曲的《古街》从台州
市第三届原创流行音乐大赛，一路晋
级至浙江省第二十一届群众音乐大
赛，并取得铜奖。“市赛平台，仙居有7
首原创作品参赛，并获得表演、创作
类多个奖项，成绩喜人。”王健认为，
持续举办高水平的赛事，能带动仙居
音乐的创作氛围。

今年新春期间，多场“IN仙居街
艺秀”亮相仙居街头，其中就有王健
的原创音乐作品专场，“希望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能够积极参与到流行音
乐的创作中来。”（图片由台州市文化
馆、仙居县文化馆提供）

台州群文作品闪耀省赛舞台

日前，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了浙江省第三十三届群众戏剧小品大赛、浙江省第三
十二届群众舞蹈大赛、浙江省第二十一届群众音乐大赛、浙江群星书法作品展、浙江省群文
美术文旅融合写生优秀作品展、浙江省第六届全民手机摄影展等6项省级示范性群文活动
获奖名单，台州市文化馆选送的文艺作品在戏剧小品、舞蹈、音乐、书法、美术五个领域收获
颇丰，取得了5项金奖、4项银奖、5项铜奖的好成绩

仙居针刺无骨花灯 本文未署名配图均由台州市文广旅体局提供

黄岩区宁溪镇乌岩头村 王佳丽摄

今年新春期间，多场“IN仙居街艺秀”亮相仙居街头。

《千涛竞》

三门县横渡镇东屏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