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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蝴蝶翩翩舞，罗汉列阵动方岩

方岩庙会：一出“合家欢”大戏
16 日，持续六天的 2018 方岩

庙会暨永康首届传统手工艺品展
览会在一片欢闹沸腾中落下了帷
幕，给人们留下了无穷的回味。

说起方岩庙会，大家都有一肚
子话可说。是翩翩飞舞的十八蝴
蝶？是群英汇集的打罗汉？是一
家老小手挽手逛民俗手工艺展，品
尝各地美食？这个名字承载着珍
贵的民族文化和历史记忆，望不断
的乡愁，剪不断的眷恋。

一代新人换旧人

多种民俗表演闹方岩

要说方岩庙会最具有代表性的活动，当属“打

罗汉”了。这是一桩令人自豪的差使。开幕当天，

永康及周边市县的民众以村为单位组成“罗汉

班”，从各村出发，高举案头旗，呐喊声声，敲锣打

鼓排着整齐的队列上方岩汇合，场面宏大壮观。

今年庙会上共有六支罗汉队亮相，包括下徐

店村、山坞村、江瑶村、姚塘村，和专门赶来的缙

云、东阳罗汉队。数量虽较往年少，却都是优中选

优。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罗汉队又换了一副“新

面孔”，上年纪的老人少了，年轻力壮的后生更多

了。旌旗飘扬，穿黄戴红的罗汉阵起落如枭。

“以前我们村来的都是‘女罗汉’，要么就是70

来岁的老人，今年可大不一样了！”随着江瑶村罗

汉伴奏队成员王红美一指，记者发现，七八十人组

成的罗汉队，清一色都是壮年男子，年纪最大的不

过四五十岁，最小的参演者只有四岁，在表演中扮

演杨宗保，煞是惹人喜爱。

据该村村干部胡荣升介绍，江瑶村打罗汉的传

统由来已久，上可追溯到明朝抗倭时期。胡荣升

说，今年在村两委组织下，不管是在东北、金华、城

区的，还是当老板、教书、做手艺的，各行各业的村

民都回村筹备排练，预备着在庙会上大展拳脚呢！

“谁说女子不如男”，荷沅村数十位女将举着6

米长的罗汉旗昂首登场，传统打罗汉的“刀、叉、棍、

棒”都融合进20位女将手中的滚叉中，随着她们利

落的动作上下翻飞，尽显巾帼风采。滚叉舞虽然是

第一次在方岩庙会上亮相，但对许多永康人来说却

并不陌生。2016年参演《华溪春潮》，又多次受邀到

金华、东阳表演，这支被荷沅村妇联主席朱如锦自

称为“女汉子节目”的表演，如今又走上方岩，将新

时代妇女的精神风貌表现得淋漓尽致。

“看呐，那是我们的传统庙会节目‘九狮图’，

狮子头有许多绳子拉着，艺人操纵绳子让狮子开

始表演。”庙会上，市民吴先生正对友人张先生津

津乐道地讲解自己家乡的民俗表演。张先生夫妇

来自大东北，正逢方岩山上有一年一度的庙会表

演，便跟着伙伴一起来看看。“人真多，真热闹！”张

先生提及对庙会的第一印象，便是“闹”。大红大

黄的喜庆色彩，充满乡土气息的歌舞，接地气的非

遗工艺品，这一切都暗合庙会的概念——一场欢

腾的庆典。人们用最原始的肢体语言和热情的笑

容展示家乡的富饶和繁荣。

布龙遨游，拱瑞手狮闹，十八蝴蝶翩翩舞，罗汉

列阵武动方岩，永康的民俗文化在创新中传承，鼎

盛的庙会勾起永康人对家乡的爱戴。

不能忘却的历史纪念

传统手工艺展延续“百工之乡”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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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初到九月重阳前后，不仅永康本地人，邻近金华、

衢州及浙南各地民众也争相上山敬拜胡公，方岩庙会

涉及地域之广，堪称江南之最。一个地方的庙会源于

民间信仰，也体现着世代相传的价值观念，即对北宋

名臣胡则清正廉洁之风的爱戴与敬仰，对来年美好生

活的祝愿。

今年的方岩庙会，恰逢胡公诞辰 1055 周年。除

了往年固定的非遗传承人展示区、工艺品展示区外，

还特别开辟了一块传统手工艺品展示区，展示根雕、

木雕、印染、陶艺、糖画、赏石、织带、服饰、竹编以及传

统五金工艺等60个项目。

走进传统手工艺展示区，人们仿佛来到一座时光

博物馆，许多以为已经淘汰的事物，经由老匠人的手

拾掇整洁，标上价码，悉心摆放在摊位上。这些带着

经年陈香的老物件，也许是一个竹扎的渔网，也许是

一朵曾在儿时飘荡窗口的方岩纸花，如一位故友在看

客耳鬓诉说着往事。

在这座博物馆里，最引发记者兴趣的是来自

大寒山上的一抹清香，它被老鹰峰茶场命名为“胡

则茶”。

胡则曾在《别方岩》中写道：“拾菌寒云下，烹茶

翠竹前。”关于胡则和龙井茶的关系，古往今来文人花

费过不少笔墨。永康文人胡国钧曾在《胡则与龙井

茶》中提出：胡则很有可能是在狮峰山种龙井茶的鼻

祖。而最早的胡则之墓落址杭州老龙井园，似乎也暗

示了胡则与龙井茶有着不解的渊源。

“传说，胡则是一个非常爱茶的人，他将杭州龙井

树带回家乡，移植在大寒山上。所以，我们采龙井前

都要先拜胡公。”负责人朱振波对记者说，为了参加方

岩庙会，他不仅特制精美的“胡则年份红茶”，还特地

赶到松阳选购鲜茶叶，准备一展身手。他们将这种茶

叶命名为“胡则茶”，既是表现对胡则的崇敬之情，也

是希望以茶为媒，弘扬胡公文化，让更多人知晓永康

胡公的美名。

传统手工艺象征着一种年久日深的时代记忆，是

地方历史画卷中不能忘却的纪念。它并不是阳春白

雪的存在，它来自劳动人民的衣食住行，与人们的生

活息息相关。市文广新局文化艺术科科长陈有福说：

“我们的家乡是值得每个人自豪的百工之乡。过去如

此，现在也是如此。我们文广新局在庙会上搭建平

台，希望家乡的传统手工艺能够传承辖区，将它们的

传奇告诉每一代永康人。”

属于每一代人的乡愁记忆

各地文化交融的民俗盛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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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着一口带四川口音的普通话与本地游客交流。在她

的摊位前，围满了被异域绣品吸引而来的人。

以花卉、动物为主题，天然地道的羌族刺绣、剪

纸，将人们带到了集古朴浓郁的民风民俗，神奇独特

的羌族建筑，和奔放的羌族歌舞多种风情的四川理

县，展示着古朴迷离的羌族历史，为看客展示了夜幕

降临，篝火熊熊，羌家人围着咂酒、载歌载舞，“一夜羌

歌舞婆娑，不知红日已瞳瞳”的画卷。

据了解，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理县是我市

的对口帮扶村。自2015年对口支援工作启动以来，两

地党委政府多次交流互访、实地考察。“不仅要在经济

上提供援助，还要帮助理县宣传地方文化，为两地人民

搭起友谊的桥梁”，于是，市文广新局在今年的方岩庙

会上为 3 名来自理县的非遗传承人提供了展示平台，

并在前期通过新媒体扩大宣传，吸引市民前来选购。

尽管和四川相隔千山万水，但在方岩山上，人们

就能触摸到四川少数民族的温度。方岩庙会不仅是

永康文化交流的场所，更是各种外来文化交融的地

方。近至金华八县，远至四川、云南、江西、江苏等地

的代表性非遗项目，均汇聚方岩庙会。永康通过庙会

这一形式，提升自身文化软实力建设，对外输出的同

时，也在兼容并蓄外来文化，广纳海川，体现了一种文

化包容和博爱。

每段时代记忆里，方岩庙会都有着不同的模样：

对老一辈人来说，方岩庙会是童年时代仅次于过年的

盛事，围在庙会上的手艺人摊位前，等一串甜滋滋的

糖人，和邻家孩子攀比谁的纸花更新奇，又或是呼朋

引伴，挤进人群模仿打罗汉；对年轻一辈来说，方岩庙

会是一个开眼界、长见识的地方，在如林展位上，他们

能更加深入了解永康的传统文化，见识外来文化。方

岩庙会就像一出“合家欢”的大戏，老的少的，在这里

都能找到他们的乐趣。

“走喽，上方岩！”又听到熟悉的吆喝声，方岩山上

锣鼓大起，一夜鱼龙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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