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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昔，春节有“爆
竹 声 中 一 岁 除”的 热
闹、“千门万户曈曈日”
的喜悦；今朝，春节有
灯笼春联年夜饭、走亲
访 友 看 村 晚 的 喜 庆。
不知从何时开始，每年
春节，“村晚”的锣鼓
声、音乐声都会萦绕在
丽州大地，举办乡土味
村晚渐成我市乡村的
新年俗。

近日，记者采访了
几个办村晚较为成功
的村，了解他们举办村
晚的独家秘籍，以期给
人以启迪。

□记者 任晓

草根演员成表演骨干 草根作品为主打内容

我市举办乡土味村晚渐成新年俗

村民们辛辛苦苦打拼了一年，都期盼着能好好过一个春节。村晚的存在，则是为这份喜悦再添一分欢愉。

既然是乡村的盛会，自然是以村民们喜闻乐见的节目为主。

正如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工作人员所说，他们希望村晚能注重挖掘本村（包括在村里居住的外来务工

人员）文艺人才，通过乡村舞台，给予他们登台表演机会，丰富村民、外来务工者文化娱乐生活；以“草根明星”为

骨干，以“草根作品”为主打，积极打造各村自己的“草根村晚”。既为村民带去喜闻乐见的文艺演出，又在演出中

培育文艺骨干、打磨文艺精品，在互动中让乡土文化正能量不断蓬勃发展。

小品素材来源于村民现实生活

4 日，本报 7 版“Q 来 Q 去”版面
刊登了《苏溪正月初一 3 台“春晚”
邀全市文艺爱好者共同参与》一文，
记者联系了经济开发区苏溪村民姚
笑爱，向她了解苏溪村的春晚历程。

姚笑爱告诉记者，苏溪村的村
晚最初是她与其他几位村民一同发
起的，得到了村干部的支持。尤其
是去年，村民们自编自演的村晚举
行后，反响很好。“我们都觉得，村晚
既营造了新春的喜庆氛围，又激发
了村民参与的热情，还增强了村庄
凝聚力，提高全村的干事创业热情，
有力推进了村里事业的发展。”她
说。所以，农历庚子年的村晚依旧
会持续。

记者了解到，参加村晚的主力，
是市莲爱艺术团。艺术团的成员均
是苏溪村的村民，姚笑爱是团长。
目前，这个艺术团已经有 20 多名成
员，年龄从 40 多岁到 60 多岁，男女
成员都有，先后排练了上百个节目，
还前往香港参加比赛并捧回铜奖。

“2019 年是猪年，去年村晚，我
们演了一个小品《八戒娶亲》。这个
春节是鼠年的开始，所以，我们准备
排一个小品《老鼠嫁女》。”她说。目
前，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小品所需要

的服装。记者了解到，她们的小品
没有剧本。参演村民确定所要演的
情节之后，姚笑爱会给大家分配台
词。只要意思表达到了就行，多个
字少个字也没太大关系。为了更加
接近乡土气息，小品使用的都是永
康方言。“台词加上说方言时的腔
调，很容易将大家逗笑。”她说。

说到小品，姚笑爱说，村里年初
一三台晚会，每台都有一个小品，目
前，她已经想好两个，其中一个，她
想说说苏溪菜场。

姚笑爱告诉记者，村里菜场里

侧有供村民摆摊的位置，但是，不少
村民喜欢将摊子摆在东清线边上。

“摆在马路边上不安全，而且看上去
也很不雅观。”她说。这些激发了她
的创作灵感，演一出村干部苦口婆
心劝导的小品。她之前跟一村干部
说好了，让他本色出演。

除了这些，姚笑爱还说，2019
年对苏溪村民而言，是不寻常的一
年。她之前听了太多因为拆迁引起
家里矛盾的问题。故而，她们商量
了之后，准备上演一出拆迁题材的
小品。

乡土文化
始终是村晚的主旋律

自 2014 年春节第一届乡土文化联欢
会成功举办以来，西溪镇石江村每年的村
晚都不曾落下。眼下，该村农历庚子年的
村晚也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节目单还
没有最终确定，没法给你看。”该村党支部
书记吕永跃说。从他展示的历年照片中
看，该村村晚的场地经历了从没有舞台到
有舞台再到室内的变化，但“乡土”元素一
直不变。

记者了解到，石江村举办首届“村晚”
的动机，是 2013 年获得了美丽乡村秀美
村，并被评为“永康市十大最美村庄”。在
这样一个双丰收背景下，村民们兴高采
烈，提出举办联欢会。

“首届联欢会没有舞台，在村广场举
行，采用的是自荐的报名形式。”吕永跃
说。当时，大家伙想的都是能热闹热闹，
故而，恨不得将自己压箱底的“绝技”展示
出来。你一言我一语，就敲定了最终上台
的14个节目。其中，有军鼓表演、歌唱、集
体舞、魔术、越剧等。“我们也不要求表演
有多精致，只想给愿意表演的村民一个施
展空间。他们高兴了，办联欢会的目的就
达到了。”他说。

除此之外，每年联欢会的结束语都是
“明年再见”，村晚就一届接着一届连续举
办。之前均定在年初一，庚子年或许有改
变。村里有好几个文艺队，如舞蹈队、腰
鼓队，每到这种节日，文艺队就撑起了半
边天。

“我们村草根艺术家还是不少的。”他
说，比如表演魔术的、表演婺剧越剧的。
表演魔术的村民办婚庆公司，这种助兴节
目信手拈来；演唱戏剧曲目都是爱好者。
从往年的节目单中可以看出，萨克斯、架
子鼓、爵士舞等舶来品，与古筝、葫芦丝、
古典舞等传统文化一同展示，共放异彩。

该村的村晚，不仅仅是成人的盛会，
也是孩子们的乐园。以往的节目单上，

“小朋友”三字也十分夺目，有童声独唱、
诗朗诵，还有三五成群跳舞。

近两年，除了本村村民，该村晚中也
有其他村文艺团队的身影。正因为石江
村把村晚办得有声有色，才对外村文艺团
队有所吸引。

以开放的心态共享村晚资源

去年，前仓镇光瑶村首届村晚
圆满落幕，增强了村民举办村晚的
信心。记者了解到，农历庚子年的
村晚已经进入排练阶段。光瑶村参
与村晚筹办的村民褚玉叶告诉记
者，他们的村晚，资源共享是一大特
色，所谓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2020 年春节村晚的节目共有
18个，有10个来自我们村。”褚玉叶

告诉记者，其他 8 个，除了我市其他
村，还有来自缙云的。

采访中，褚玉叶列举了参加村
晚的村民，有十几岁的孩子，他们表
演拉丁舞、唱山歌等；三十多岁的村
民，他们表演年轻化的舞蹈；五六十
岁的村民，他们表演富有民族气息
的舞蹈。这次村晚还有目前很火热
的汉服秀。“至于小品，就是以搞笑

为主了。”她说。
在节目的准备阶段，她们也会

从网络上寻找灵感。“看到好的内
容，我们也会转变一下形式，为己所
用。”她说，这样可以丰富节目的内
容。光瑶村内有文艺队，也曾参加
不少比赛获得荣誉。“在之前举办的
活动中可以看出，村民们参与积极
性还是挺高的。”

让乡土文化蓬勃发展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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