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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好厉害。”“我也要玩，我也要玩。”

方岩庙会打罗汉的舞台后台传出稚嫩的童

声。7岁的俞浩炎头戴礼冠，身披彩服，对

正在表演的十八蝴蝶表现出浓厚兴趣。只

见62岁的奶奶黄玉林将孙子抱起来，整了

整衣冠，与孙子一起观看表演。“今年的道具

比往年要精致多了。”

山坞村的黄玉林打罗汉打出了感情，30

岁左右开始接触这个行当，儿子7岁时做过

“罗汉孙”——庙会上的吉祥角色，预示着小

孩子健康成长、顺心如意。时光飞逝，今年她

的孙子坐了他爸爸当年的位置，祖孙三代的

参与让这个家庭成为“打罗汉”之家。

“现在的小朋友平时玩的游戏比较单

一，老师、家长们都说，孩子一回家就盯着平

板、手机。我带孙子过来参加庙会，是希望他

平时的生活能够生动一些，不要只看着电子

产品，能够多往外跑。”黄玉林语重心长。对

于黄玉林而言，这次活动不仅是民间风俗的

传承，也是对孙子的言传身教，“把自己喜欢

的东西教给他们，希望他们也能喜欢。”

十八蝴蝶的节目名称是《蝶变方岩》，由

独松村负责表演，该村妇联主席李飞是节目

的编排者。这个曾经走出国门的民俗节目，

现在又用彩蝶的飞舞交织出方岩日新月异

的变化。

“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特质和民族文

化的风貌，也反映了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

化、观念形态。”在编排节目中李飞十分用

心，而队员们也在庙会舞台上展现出最璀璨

的一面。“我以前没有跳过舞，这次在跳舞中

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宝贵，也学会了用舞蹈

表达自己的情与思。”刚跳完的队员非常感

谢“李老师”。

继承传统手艺
一个言传身教的生动课堂

新瓶装醇酒 存一口传统文化的味道
2017年方岩庙会暨民俗文化旅游节侧记

□记者俞夏冰杨成栋通讯员应振美

今年的方岩庙会，如约照亮了一个“新场子”。新落成的方岩风景区旅游商贸服务区，用敞亮的现代化承载千年民俗，
以年轻的双手教制传统技艺。这场庙会既展示了历史积淀的大气与包容，又宣扬了现代发展的舒展与创新。

方岩风景区旅游集散中心广场目

前共有1000多个车位，1.2平方公里

的旅游商贸配套服务区，作为景区拓

展，该区不少安置房已陆续结顶。吕

女士就是第一批入住的居民，如今她

在自家窗户拉出了横幅宣传自己开的

鱼馆。

“我是岩上村第一批响应拆迁的。”

吕女士说，她是党员，她认为区域发展

离不开统一规划，一开始发布拆迁通告

她与家人就积极配合。入住新房之后，

一直经营的鱼馆也搬迁至此，“庙会期

间客流量大，打电话咨询的人比较多。”

谈及发展前景，她将希望寄托在了新区

的建设发展上。

庙会，全民参与，是人们交流信息

的一个好机会。

人山人海，接踵摩肩，这就无形中

增加了人们交流的机会，而且庙会的

举办除了吸引本地人之外，还有大量

的外地人来参与，这又扩大了人们交

往的范围。在旅游商贸配套服务区办

庙会无疑擦亮了“方岩新区”的招牌，

也打响了传统庙会与现代生活接轨的

名号。

位于广场旁边的两条商业步行

街及换乘中心将在明年完工。“我们就

盼着设施完善，到时的客流量必定会

使这里的居民受益。”吕女士对未来极

度憧憬，方岩既有她心中的文化底蕴，

也蕴含着她对未来事业的寄托。

来自尼日利亚的麦克，在永康做生意已

经四年了，但面前这“五颜六色”的庙会他还

是第一次接触。“我只知道这与本土的祭祀

活动有关。”谈及中国文化，他表现出无限好

奇，“只有逛着庙会，挤着人群，看着表演，吃

着美食，才能感受地道的中国味道。”

热闹的锣鼓、喜庆的色彩，麦克觉得此

刻的方岩集合了永康所有的民俗特色。九

狮图的精妙操作、十八蝴蝶的别致走位、打

罗汉的热情狂欢……他在这些活灵活现的

非遗项目中如痴如醉。“我觉得中国文化的表

现形式很有魅力，欢腾的感觉很抓人。”他一

边吃着庙会上的美食，一边欣赏，非常满足。

“中国人很热情，在中国我交了不少朋友。”他

说起朋友的同时，竖起了大拇指。

此次一同前来的张秋枚就是他的朋友

之一，他们的另一个身份是庙会安保志愿

者。“去年我介绍麦克进入‘日行一善’志愿

者协会，前后参加了不少志愿活动。”张秋枚

介绍，我市对外贸易氛围好，麦克与国内企

业常年合作，平时也就像土生土长的永康市

民一样想要尽一份义务。

张秋枚认为之所以能与外国人达成合

作，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外国人对中国民俗

感到亲切，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兴趣，建立了

信任”。此次的庙会就非常直观地展示了

我市最优秀的传统文化。既是当地民俗文

化的一种传承，也是提升方岩庙会影响力

的成功实践，既有品味，又接地气。“十九大

提出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软实力，我作为中

国人也觉得挺骄傲。”张秋枚从小就爱看庙

会，积累了很深的一份乡土情结，此次能将

这份感情与外国朋友分享，心里也十分开

心。

民俗特色吸引“老外”
一次提升软实力的文化输出

唤醒老人的记忆
一幅专为他们展示的怀旧画卷

创建发展空间
一场惠民利好的景区整合规划

打罗汉的场地边整整齐齐站着一排老

人，旗袍秀的“秀场”边也有一排老人，老人

们排队逛庙会，成了摄影爱好者眼中的一

景，仔细一看，这些老人竟是同一批。

88岁的陈香球与77岁的陈晓爱就是其

中两位，“我们年年都来逛，在家没事做，远的

地方又去不了，还是家门口的庙会最热闹。”

她们家在方岩镇两头门村，同来的老人都是

朋友。陈香球看着表演，咬着发糕，还在小摊

上买了纸花，翻着玩，仿佛回到了年轻的时

候。她说，以前造型独特的纸花就是小伙伴

之间相互炫耀的资本，如今她还保存着十几

年前的一支，“现在纸花好像很少见，但我的

孙子还是很喜欢。”得知今年描绘现场设置方

岩纸花制作教学，陈奶奶表示一定要去亲手

做一朵。

庙会对于老人来说还是与家人团聚的

一个节日。“孙子孙女在外面，一听打罗汉，

都赶回来看，一家人热热闹闹坐一起，聊聊

天，看看节目，如何吃个团圆饭，很温馨。”

“我觉得最近几年的庙会有些节目都很

新奇，今年这个场地也是第一次看到。”在陈

晓爱看来，平整的水泥地、整齐的排屋就是一

种现代的进步。她说，他们最喜欢的表演是

《九狮图》，每一次看都像第一次看到那样惊

喜。对他们来说，眼前的所有见闻都将成为

今后一年的谈资。

永康人对于方岩庙会的记忆，往往浓缩

在一支纸花、一个头饰、一场表演的细节

中。潮流迭代，所幸这些细节并未丢失，随

着物质生活发展，老一代不仅享受到物质满

足，更能将传统的记忆编成故事继续沿袭。

精品民俗表演

方岩丽影

方岩纸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