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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进一步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群众生活

“两创”打造“非遗+旅游”融合之路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座

城市留存的特殊记忆，永康十
八蝴蝶、永康鼓词、永康醒感
戏、永康锡雕、永康九狮图等
一项项烙有“永康”元素的非
遗保护项目，不仅赋予我市更
多的文化内涵，更进一步打响
了城市品牌，提升了城市凝聚
力，助力城市新发展。

近年来，我市推进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保护并取得了显
著成效。近日，记者采访了业
内相关人士及部分我市非遗
传承人，探寻我市“非遗”背后
的精彩故事。

永康鼓词系我市较早列入国家级非

遗的项目，倾注了非遗保护部门的诸多

心血。永康鼓词源于宋代南下的曲子

词，流行于我市及周边县市，旧时其艺人

多为盲人，其表演形式以唱为主，兼有说

白。一直来多为盲人讨生计而创作上门

演唱，传承有一定的困难。

随着历史变迁，从事艺人数量急剧

减少，整体发展呈萎缩状态。20世纪50

年代，我市这类艺人尚有百余人，80 年

代仅剩 60 余人，进入 21 世纪以来已不

足20人，濒临失传，急需保护和扶持。

2004年，我市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工作，通过对全市范围内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开展深入普查，积极收集“非

遗”1万多条600多个项目。

在这期间，我市非遗保护部门开始

抢救性保护工作，地毯式走访全市各村

进行排查摸底，对健在的鼓词老艺人开

展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摄制了《三合

明珠剑》《六美图》等传统鼓词唱本，并邀

请他们每年夏天在西津桥为广大听众演

唱。经过多方不懈努力，永康鼓词项目

这项地方“瑰宝”顺利传承，于 2011 年 6

月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项目名录。

同时，我市非遗保护部门还举办了

永康鼓词培训班，首年通过付薪酬邀请

有意向的年轻人参加学习培训，请老艺

人集体传授要点，至今已举办10期培训

班，并组织了多场专题比赛，选出优秀选

手组建以非遗保护中心主任吕美丽为队

长的永康鼓词宣讲队，创作了以“学习宣

传十九大 实现永康新腾飞”“扫黑除恶”

等主题作品，有效宣传党的政策和好人

好事。

为使永康鼓词在舞台表演形式上有

突破，2017 年，在保留本质特征基础上

进行大胆创新，改“坐唱”为“站唱”，尝试

设计了唱腔音乐，以乐队伴奏的形式演

唱，赋予新意。

如今，宣讲队已有 30 多位主力队

员，创作节目上百个，两年来共演出100

多场，其中《永康啰》还参加了“缤纷长三

角”曲艺邀请赛，荣获金奖，并前往全国

各地展演，走上了国家舞台。永康中学

列为永康鼓词传承教学基地，使之更好

传承和保护。

永康濒临失传的鼓词
成功入选非遗保护名录

永康鼓词的挖掘、保护、传承工

作是我市“非遗”工作的缩影。目前，

经过多方努力，流行于民间、历史悠

久的传统锡作艺术——永康锡雕也于

2008 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其中，扎根锡雕

行业 30 多年的盛一原入选永康锡雕

省级传承人，并创建了永康锡雕馆。

目前，于2011年开放的锡雕馆共

接待国内外参观者10多万人次，职技

校列为永康锡雕传承教学基地。两

年来，永康锡雕共组织教学培训 100

多场。连年来，永康锡雕还积极“走

出去”参与省、市内外文化交流展示，

不断扩大知名度，保护传承发展好这

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同样列入国家级项目的永康醒

感戏申报也倾注了非遗保护部门的

不懈努力和付出。这种又名省感戏

的传统戏曲，是独具地方特色的古老

剧种。非遗保护部门积极组织有关

人员对其渊源、生存现状和保护对策

进行了多次调研，还确定唐先镇文化

站为传承基地，并对剧目之一的《毛

头花姐》唱腔道白进行了原生态的录

音录像，对表演形式、服装和道具等

进行原始记录，我市为恢复其与《打

城隍》剧目的传承性演出做了大量抢

救性工作。目前，我市已挖掘创作了

6 个醒感戏剧本，组织走进各村文化

礼堂展演巡回 200 多场，足迹遍布每

个乡镇。

此外，九狮图、十八蝴蝶、方岩庙

会、金华火腿、金华婺剧均已列入国

家级名录，其数量位列金华市第一。

“各项目能顺利列入国家级称号，其

背后的付出均凝聚了全社会及各部

门的心血。”吕美丽说，老祖宗留下的

好东西不能就这样没了，对于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我们一直在

努力。

非遗保护中心鼓词宣讲队走进企业

目前，我市有非遗保护项目省级

16 个、金华市级 41 个、市级 91 个，有

国家级传承人 3 人、省级传承人 19

人、金华市级传承人 44 人、市级传承

人 120 人，其工作走在全省市县前

列。2012年，我市被确定为浙江省非

遗保护综合试点市（县）。

文脉是一座城市的根，一座城市

的魂。近年来，我市稳步推进非物质

文化保护工作，并按照“保护为主、抢

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

思路，做到目标明确，注重把握，创新

发展，大胆实践，在健全保护体系、开

展展示交流活动、争创精品项目、推

进非遗“双创”发展、非遗产业化发展

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效。

具体到工作的推进上，我市积极

创新，因地制宜探索，走出了一条条

永康之路：全面建立完善了四级非遗

名录，完成全市非遗普查；争创非遗

精品项目，全面提高了我市非遗知名

度；加大非遗传承基地建设，拓展非

遗保护生存空间；积极开展“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扩大非遗保

护影响力；加强展示交流，促进保护

成果共享；挖掘濒危非遗项目，夯实非

遗保护传承基础；推进“非遗”走校园，

播下非遗文化火种；广泛开展非遗保

护宣传，提高公众关注度；加快优秀非

遗文化项目的转化创新，建设五金文

化街区，研究出台《永康市传统五金工

艺大师认证与奖励暂时行办法》等，力

促此项工作走在全省前列。

当然，成效的取得还离不开资金

的投入。一直来，非遗保护部门不断

加大非遗保护的投入，不断加强对非

遗项目及传承人的扶持力度。目前，

我市已全面建立完善了国家、省、市、

县四级非遗名录保护体系和传承人

档案，汇编成非遗普查成果 25 本，建

立了十八蝴蝶、锡雕、永康鼓词传承

教学基地及十八蝴蝶、永康打罗汉、

醒感戏传承基地等。去年，我市启动

了 16 个国家级、省级非遗项目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其中 4 个五金

类非遗项目宣传片已完成数字转化。

下一步，我市将积极围绕市委市

府中心工作，通过“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展”提升非遗项目，打造

“非遗+旅游”融合之路，并将积极营

造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进一步促进

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群众生活，推进

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为打造“山

水+五金”特色工业旅游升级版添彩，

为创建国家、省全域旅游示范县助

力。

注重挖掘保护传承，力促走在全省前列

永康醒感戏送戏下乡

全市“国遗”项目8个，列金华各县市之首

“十八蝴蝶”飞进向日葵节□记者 秦艳华 林群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