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村晚”乐“村晚”，“泥腿子”们当主角……
1 月 22 日晚，“戏曲小镇贺丰年”新农人“村晚”
在寿宁县凤阳镇凤阳村拉开大幕。当地新农人
走上舞台，成为“民星”，以充满“年味”“乡土味”

“时代味”的精彩表演，为四方来客献上一份独
特的文化盛宴。

当晚，凤阳成了欢乐的海洋。“村晚”吸引了
十里八乡的村民汇聚而来共赴盛会，热情的人
群将舞台围得里三层外三层。

随着喜庆音乐响起，歌舞《桑梓情》拉开
了“村晚”大幕。在近 2 个小时的演出中，快
板舞蹈串烧《凤阳是个好地方》、戏曲《挂画》、
小品《陪爸爸去旅游》、朗诵《以冯梦龙精神，
铸年轻干部之魂》、北路戏《云袖添香》、男女
合唱《福满寿宁》等 10 多个节目轮番上演。
村里能歌善舞的男女老幼齐上阵，带着对家
乡的热爱，对传统的尊重，将本土文化、地方
特色巧妙地融入节目中，拉足“新”年味，也唤
起现场观众的乡土情怀。

场上场下气氛热烈，欢声笑语此起彼落。
观众在高声喝彩的同时，还时不时拿出手机记
录下精彩瞬间。“今天我们一大家子都来了。在
台上参与快板表演的就是我孩子。我和丈夫在
台下当‘氛围组’。”基德村村民孙镜梅高兴地

说，在家门口看这样精彩的演出，精神头更足
了，乡里乡亲的心也更近了。

唱身边事、演身边人，道家乡美、赞新生活。
丰富多彩的“村晚”不仅是一场文艺演出，更是一
次文化传承的接力，充分展现了凤阳群众对美好
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也映照着乡村生活的新
变化。近年来，凤阳镇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迈出
了坚实的步伐。广大新农人积极投身农业现代
化建设，用勤劳的双手和智慧的头脑，推动农业
产业蓬勃发展，持续提升乡村颜值，擦亮乡土底
色，农村面貌焕然一新。产业格局优化，民俗文
化纷呈，乡村环境优美，百姓生活富足……凤阳
已大步走上一条符合寿宁实情、具有闽东特色的
乡村振兴之路。

“凤阳镇将以此次‘村晚’为契机，进一步挖
掘和弘扬戏曲文化，打造独具特色的戏曲小镇品
牌，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并引导广
大新农人继续发扬敢闯敢试、勇于创新的精神，
在农业产业发展、农村文化建设等方面取得更大
的成就。”凤阳镇党委书记李木清说。

当晚活动中，还进行了凤阳镇北路戏演
艺中心揭牌和凤阳优秀“新农人”、最美庭院
等奖项的颁奖仪式。

□ 本报记者 茹捷/文 刘岩生/图

寿宁北路戏

小年夜，新舞台，开台献演。1 月 22 日，由
北路戏民间剧团自排自导的新剧《幸福的葡萄》
和县镇北路戏演员联袂演出的传统剧目《穆桂
英·探谷》，在凤阳镇农民文化宫北路戏演艺中
心先后上演。

凤阳镇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寿宁北路
戏发源地。每年，演戏、看戏是当地群众欢度节
庆雷打不动的传统。但这次，传统习俗有了新
变化，演出的剧场从以往的公庙、广场，搬进了
当天刚刚落成的凤阳镇农民文化宫北路戏演艺
中心。标准的演练大舞台、齐备的本土戏班和
演员、正宗的地方剧种演出……走在宁德前列
的全新乡村演艺阵地，让十里八乡的群众有了
全新的看戏体验。

2020年，在一批在外乡贤和经济能人的支
持下，凤阳民间力量自筹资金，启动了凤阳镇农
民文化宫北路戏演艺中心项目。在寿宁县上下
齐心发力下，目前，投资总规模逾 1000 余万元
的凤阳镇农民文化宫北路戏演艺中心顺利落
成，为北路戏在新时代唱响提供了机遇。

“北路戏在寿宁传承近400年，源于良好的
群众基础，由乡贤和村民群众为主体投资建设
的凤阳镇农民文化宫北路戏演艺中心，不仅进
一步丰富乡村文化生活，增强了群众的幸福感
和获得感，也打造了非遗传承新阵地，推动寿宁
县专业剧团和民间乡土艺人互补互动，从而创
作出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北路戏好作品。”寿宁
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项钟红说。

在阵阵锣鼓声中，来自寿宁县北路戏保护
传承中心的专业演员和凤阳镇农民兄弟、葡萄
大姐、采茶女等“乡土”艺人为当地群众带来了
一场“文化大餐”。

由葡萄果农自排自演的剧目《幸福的葡
萄》，情节内容来自当地乡村生活和民间传说，
展现了人民美好生活的新愿景；北路戏传统剧
目《穆桂英·探谷》则是将专业戏曲演员的专业
技巧与民间演员传统唱功进行巧妙融合，相得
益彰间再现非遗文化独特魅力。

一唱一和余音绕梁，一招一式尽显功底。
戏台上，演员精湛的演技、扎实的唱功将一出出
剧目演绎得引人入胜。戏台下，戏迷们过足了

“戏瘾”，他们或坐或站，或聚精会神，或大声喝
彩，无不表露出对乡土曲艺的痴迷。“剧目很贴
近我们的生活，这种在家门口就能看戏的感觉，
太开心了。”村民缪道章感慨地说。

新建成的演艺中心不仅是北路戏演艺
的新舞台，更为非遗传承保护注入了新动
能。“有了这一新阵地，我们这些民间艺人们

有了更好的发挥空间，也进一步增强了群众
对北路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真正实现了

‘农民戏回到农民身边’。”凤阳民间北路戏
老艺人刘经浩笑着说。

当天下午，在凤阳镇农民文化宫北路戏演
艺中心还举行了寿宁县优秀文化暨北路戏传承
发展座谈会，来自文化界、戏曲界的人士齐聚一
堂，共话北路戏发展机遇、商讨面临的困难和解
决办法。思维火花的碰撞，带来新思路、新理
念，为北路戏的传承发展添智赋能。寿宁县人
大常委会主任简树铃在发言中表示，让老百姓
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北路戏独特的魅力，是传
承、保护和发展的基础。希望广大戏曲界的人
士以寿宁县北路戏保护传承中心和凤阳镇民间
阵地为依托，更好擦亮寿宁北路戏这张文化名
片，让越来越多群众融入、参与其中，推动北路
戏这一非遗珍宝“传下去”“走出去”。

□ 本报记者 茹捷/文 刘岩生/图

民间大舞台开台 首秀珍稀剧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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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下观众乐淘淘台下观众乐淘淘

葡萄葡萄““大姐大姐””演绎葡萄传说演绎葡萄传说

农民文化广场上的舞者农民文化广场上的舞者 （（拍客团供图拍客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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