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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异彩闪 山城
——2023年寿宁县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展演活动侧记

耀耀

①①城乡演员联袂献演城乡演员联袂献演《《齐王哭将齐王哭将》》

农民北路戏 演绎 传说茶

6月4日，在寿宁县北路戏剧院内，新剧目北路
戏《茶乡故事·龙女传奇》正一遍遍排练和精心打磨
中。为了迎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展演，无论是主
角还是配角，都在认真、反复地练习角色中的每一
个动作、重复每一句唱腔，以确保正式演出时将最
精彩的一面展示给观众。

此次的排练与以往不同，戏台上还有寿宁县北
路戏保护传承中心负责人吴卫平及专业的老戏骨
们与凤阳民间北路戏剧团同台联袂《齐王哭将》，切
磋技艺、传经送宝。

据悉，此次城乡互相传帮带，不仅意在指导
当地北路戏团备演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展演，更是
为了提升乡村北路戏演艺水平。北路戏专业戏
团的到来，还将从资金、设备上解决农民戏班实
际困难。

“凤阳是寿宁北路戏的发源地，此次我们借助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契机，由县北路戏保护传承中
心和凤阳民间北路戏剧团，通过互动融合的传帮带
形式，创排新编剧目《茶乡故事·龙女传奇》以及提
升传统剧目《齐王哭将》，并走进县城联袂献演。希
望更好的擦亮寿宁北路戏这张文化名片。”寿宁县
文体和旅游局局长邢榕平说。

在凤阳这片酷爱音乐的土地上，有着深厚的民
间演艺传统。在这里，不管男女老幼，都喜欢唱戏、
听戏，无论唱功的优劣，张口就能唱两句，基本上是

“锣鼓一响，脚板就痒”。
对于此次的指导活动，寿宁县北路戏保护传承

中心负责人吴卫平认为：“到乡间的传帮带，是良性
互动、新老传习，让这种优秀的民间力量在技艺上
更加精进，让戏曲参与到乡村振兴中为乡村的文艺
天地锦上添花。”

“这是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不出村就能得到
名师指点，大大提升了我们民间戏团的底气。”在凤
阳北路戏团花旦王榕凤看来，城乡两级的业务互动
和专业团队的传帮带，对农村艺人来说，不仅提高
了演出水平和表演能力，资金和设备上的支援，更
让她们对展演的信心倍增。

据传，凤阳北路戏早在清嘉庆年间，便有民间
艺人创办北路戏班，巡演各地，扬名戏苑。新中国
成立后，这里的民间剧团“阿凯班”及其演出博采众
长，为各地观众喜闻乐见。

凤阳的北路戏也经历过辉煌与暗淡，而戏曲是
刻在骨子里的印记，他们不甘没落。如今，一批热
心村民及老艺人们共同发力，整合组建演艺力量，
挖掘剧本遗存，添置行当设备，让封团十多年的凤
阳民间北路戏剧团重登舞台。一方面加大传统优
秀剧目的演出，用乡村观众喜欢并且习惯的艺术来
维护市场，另一方面从乡村生活中汲取滋养，从生
活中寻找素材，在保留传统的同时，大胆创新，让古
老的艺术焕发出更旺盛的艺术魅力。

□ 林翠慧

寿宁北路戏：

联袂传承
送戏下乡

6月6日下午，2023年寿宁县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展演活动在寿
宁县北路戏剧院举行。活动旨在提高人
民群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传承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造非遗保护
良好社会氛国。

展演在灵动飘逸的开场舞中正式拉
开帷幕。伴随着婉转的曲调、优美的唱
腔，《茶乡故事·龙女传奇》《齐王哭将》等
精彩节目轮番登场。寿宁县北路戏保护
传承中心与凤阳民间北路戏剧团的演员
同台联袂，携手唱响“国家非遗”，为观众
带来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视听盛宴，让戏迷
们大饱眼福，过足了戏瘾。

北路戏俗称福建乱弹、横哨戏，是清
代中叶传入福建的乱弹与当地民间戏曲
整合形成的一种地方戏曲声腔剧种，曾
流行于闽北、闽中及闽东等地，至今已有
三百多年的历史，是代表清代乱弹声腔
的珍稀剧种。《齐王哭将》是北路戏的传
统经典剧目，取材于春秋时期的故事，是
一出文武并重场面宏大的剧目。《茶乡故
事·龙女传奇》则是凤阳民间北路戏剧团
将茶文化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寿宁
北路戏传承推广相结合，推出的高山茶
香系列剧目的第三部，提炼和展现了寿
宁茶乡美好的地理人文风貌与茶乡人民
生产生活图景。

寿宁县历史源远流长，人文底蕴深
厚，文化遗产丰富，是红色之乡、人文之
乡、廊桥之乡、生态之乡、茶叶之乡。近
年来，寿宁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文物和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不断加大文物保护
和非遗文化保护传承力度，开展了文物
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挖掘、抢
救、整理了一大批有价值的文物和非遗
保护项目，取得了显著成果。

据统计，目前寿宁全县拥有国家级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6 处，省级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11 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25
处，“三普”文物点 268 处，馆藏珍贵文
物 339 件。初步建立了县级非遗代表
作名录和代表性传承人体系，共有代表
作项目57个和代表性传承人 97 人。其
中，寿宁北路戏、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
黄山公信俗、乌金陶制作技艺、四平傀儡
戏等作为璀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寿
宁传承历史文明、丰富人文内涵、提升城
市品味、凝聚全民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希望通过举办非遗宣传展示展演
活动，广大文艺工作者能从传统的非遗
文化中提炼主题、获取灵感、汲取养分，
推出一批底蕴深厚、特色鲜明的非遗节
目。让非遗项目走出‘深闺’，以更贴近
时代和现实生活的方式呈现在大众面
前，激发和带动更多年轻人加入到非遗
项目的传承中来，使宝贵的非遗项目后
继有人。”寿宁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项
忠红表示。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寿宁非遗文化遗
产图片展区，吸引不少群众围观。据悉，

本次活动由中共寿宁县委宣传部指导，
寿宁县文体和旅游局主办，寿宁县北路
戏保护传承中心、寿宁县文化馆、寿宁县
茶产业发展中心、凤阳北路戏剧团共同
举办。

□ 本报记者 朱灵塬

舞台上，水袖婀娜,舒卷自如，演员
们举手投足间，明净洒脱，又细腻蕴籍，
仿佛穿越时空，梦回那茶香四溢的岁
月，沉浸百转千回的故事中……6 月 6 日
下午，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展演再掀高
潮，凤阳民间北路戏剧团新剧《茶乡故
事·龙女传奇》在寿宁县北路戏剧院上
演，精彩的表演赢得现场观众一阵又一
阵的喝彩与掌声。

以茶叶为媒、以文化为韵，尽展非遗
的魅力。《茶乡故事·龙女传奇》是凤阳民
间北路戏剧团将茶文化打造与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寿宁北路戏传承推广相结
合，推出的高山茶香系列剧目的第三
部。故事讲述的是凤阳境内，有一龙井
峡谷，据传久远时，峡谷附近村落，有一
善良茶姑，遇龙魂托身，且承茶灵相伴相

助，渡劫得道而成龙女。后终身守护茶
乡茶园，风调雨顺恩泽万民的故事。

“凤阳镇是闽东著名茶乡。历史
上，这里曾是寿宁乌茶主产区，所产高
山乌茶因云生雾养、品韵甘醇而扬名四
方。这里的古茶道遗址、茶文化典故和
民间传说至今为当地群众津津乐道。”
凤阳民间北路戏剧团团长王龙凤介绍，
该剧目由凤阳新老北路艺人历经两个
月时间自编自排自演。期间，得到寿宁
县茶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寿宁县文旅局
及寿宁县北路戏保护传承中心的重视
扶持和指导。

一颦一笑、一唱一和，演员们将这出
民间故事演绎得引人入胜。很难想象，这
部剧种的演员大都是凤阳的农民兄弟、葡
萄大姐、采茶女。

50 岁的张淑
銮在戏里扮演茶
女 ，水 袖 翩 翩 。
戏外，在上台的前一
天，她还在茶山上双手
翻飞，采茶正忙。

农民戏曲农民唱，茶乡故事茶女
演。戏里戏外都充满着浓郁的地方气
息，令人倍感亲切，这无疑是凤阳民间北
路戏剧团这一“泥腿子”戏团在寿宁日益
名气高涨的缘由。

“寿宁北路戏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寿宁茶产业是寿宁民生重要支柱产业，
拥有茶园面积17.67万亩。今天，我们以
龙女为主题，挖掘茶文化，讲好茶故事，
是弘扬传统文化，宣传茶文化的重要举

措，对推动茶产业发展具有积极的意
义。”寿宁县人大主任、茶产业领导小组
组长简树铃表示，这样“文化+产业”的深
度融合，能够让更多人认识寿宁，了解高
山茶，爱上北路戏。

据了解，凤阳镇是北路戏的发源
地，早在清嘉庆年间，便创办了北路戏
班，此后 200 多年来凤阳北路戏从没停
止舞台演出。为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北
路戏这一民间传统曲艺，近年来，凤阳
镇在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
持下，凝聚民间力量，先后累计筹资
1700 多万元，建设北路戏保护与传承基
地演艺中心、凤阳农民文化宫、凤阳北
路文化休闲广场和寿宁北路戏发源地
乡土文化展陈馆。镇、村两级和民间北
路戏团队还着力遗存挖掘、剧本提升和
后备人才培养，为北路戏传承与发展注
入新鲜血液。北路戏已成为凤阳当地
一道独特文化风景线。

传承与融合并重，让北路戏这一文
化遗存“活”起来。“借本次展示展演活
动为契机，县北路戏保护传承中心和凤
阳民间北路戏剧团通过互动融合的传
帮带形式，创排新编剧目茶乡故事《茶
乡故事·龙女传奇》以及提升传统剧目

《齐王哭将》，并走进县城联袂献演，将
助力凤阳民间北路戏团走好良性传承
发展之路，从而进一步擦亮寿宁北路戏
这张文化名片。”寿宁县文体和旅游局
局长邢榕平说。

□ 本报记者 茹捷 朱灵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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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由 朱灵塬 郑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