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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本永康鼓词经典唱本《六美图》正式出版

让传统曲艺在新时代绽放异彩

文化遗产
赋彩生活

(下）
□程育全

尝到知识技术甜头的神雕公司，一发

不可收拾。曾几何时，我还多了个头衔

——金华市级非遗传承人。传承就要在学

习提高中实现价值。我们神雕集团与全国

顶级的北京大学考古学院、中国青铜器博

物馆、中铸协艺铸委三家单位一道专门成

立了高仿青铜器研发中心，并集中在陕西

开展仿制青铜器的课题研究。我与来自全

国的青铜器泰斗、专家谭德睿、徐天进等先

生一道，全面深入研究青铜制造工艺。这

项课题使我对大铜艺雕制的理解有了质的

飞跃。集团为福建福鼎市设计创作高达 8

米的青铜鼎，采用鼎体整体铸造工艺、为郑

州炎黄广场制作高 4.8 米的九鼎，为江西东

林大佛制作高 81 米的铜工程,成为当地的

城市景观。集团还曾受国家宗教局委托，

制作铸造玄奘法师的铜像。这尊法师青铜

铸像重2.5吨，被作为国礼相赠。

我的儿子程颐带领镶嵌工艺小组在铜

与其它材料的混合镶嵌中也取得不少突

破，包括以铜本身的自然氧化与矿物质、植

物、化工材料有机镶嵌，如铜镶银、铜镶玉

石、铜镶锡、铜镶琉璃、铜镶木等等。如永

武一带多有萤石，程颐就带领攻关小组在

萤石雕上镶上彩铜，在原有的白菜雕艺术

上，实现了既有萤石的晶莹剔透，又有铜的

高贵厚重，更显吉祥。在今年省政府颁发

给我市的平安鼎，也是神雕集团的作品，采

用的就是铜鎏金工艺，这使鼎更金碧辉

煌。这项铜镶嵌工艺已运用到文房四宝、

日用器皿等产品上，收到很好的艺术效果。

神雕在铜工艺上引领了市场潮流。永

康的能工巧匠们更是各显神通。永压铜业

采用真空炉技术冶炼，解决了铜氧化的问

题，大大提升了铜的品质，提高了产能。

有了铜艺材料技术的革新，加上市委、

市政府对五金产业的大力引导、支持，铜艺

市场日渐兴旺。目前，我市有上百家生产

铜的企业，铜产业涉及生活方方面面，不仅

有生产铜门、铜窗、铜条、铜管的，也有生产

铜扶梯、铜屏风、铜砖瓦等铜装饰的。当

然，最主要的还是更显文化艺术品位的铜

艺术产品。

永康铜艺的传统工艺已插上文化与技

术的翅膀。2006 年，我们筹资建起了中国

第一家民营铜文化博物馆。馆中荟萃了古

青铜器、明清铜器、永康铜艺和神雕铜艺艺

术品上千件，件件巧夺天工，馆里一副对联

这样形容：“青铜黄铜紫铜铜的世界，圆雕浮

雕镂雕雕的海洋。”我们预备在传承中国传

统铜文化的基础上，再向前迈进。

市文广旅体局局长徐广涛说，目前，永

康正在推进五金之都金属艺术大发展，计

划形成五金之都金属艺术一条街，促使铜

雕从业者相互学习，共享铜艺新技术，以推

动这一产业取得更大的成就。

吸收年轻血液 创新艺术形式

鼓词传播热情日渐高昂

近日，由市文广旅体
局主持、非遗保护中心牵
头，民俗文化学者陈广寒
整理的永康鼓词经典曲目
丛书《六美图》正式出版。
鼓词经典唱本《六美图》共
收录 27 册唱本，根据鼓词
老艺人的演唱录音整理而
成，对于当下国家级非遗
项目的保护意义重大。

录制音频 编撰文本

集结众人之力 抢救濒危艺术

2016年，市非遗保护中心选拔出

一批鼓词好手，成立鼓词宣讲队，推出

一批接地气的原创作品。吕美丽担任

领队，带领鼓词宣讲队成员，五年来深

入各镇街区、农村文化礼堂进行巡回

演出，传播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家乡曲

艺，也将党的声音传递到千家万户。

据吕美丽统计，截至目前，鼓词

宣讲队下乡演出累计200余场。

郑繁荣是宣讲队中的活跃者，他

会唱会写，许多新编鼓词的唱词都出

自他的手笔。郑繁荣还曾把永康英

烈李文华写入鼓词之中：“水有源、树

有根，党的恩情比海深。革命前辈吃

的苦，换来今天嗨幸福⋯⋯”

在这支队伍中，像郑繁荣这样醉

心于鼓词演绎和传承的人还有不

少，家乡的历史名人、神话传说、风土

人情都是他们新编鼓词的好素材。

除此之外，他们还把“两学一做”“五

水共治”“扫黑除恶”、抗疫宣传等理

念融入鼓词创作中，帮助基层群众更

好地理解党的方针政策，赋予新时代

永康鼓词新的内涵。

“鼓词是一段一度消亡的农村记

忆，陪伴我们这辈人度过了童年时

光。”《六美图》整理者陈广寒感慨，永

康鼓词作为一项传统艺术，想要不断

传承下去，需要与时俱进，注入新的

血液。而现在，年轻人自编自演，结

合党和政府的政策来传播鼓词，这些

改变让他相信：鼓词的明天将熠熠发

光，充满希望。

众所周知，鼓词是在永康流传

已久的曲艺。上世纪的一段时间，

盲眼艺人一手拿盆鼓，一手执腊尺，

走街串巷讨生活。浑厚而低沉的鼓

词唱腔伴随他们的足迹传遍街头巷

尾，传遍城市农村，成了永康人共同

的记忆。

然而，这种十分独特的曲艺形

式，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开始面临

巨大的生存挑战，现今更是到了濒危

的程度。据市非遗保护中心主任吕

美丽介绍，现在永康还能演唱的鼓词

老艺人仅剩下卢顶风、陈位溪等人。

道具方面，专业的鼓板已经很难找

到，制作鼓板的师傅少之又少。鼓词

时时刻刻都面临着失传的危险。

鼓词传承方式多为口口相传，

全凭师带徒，言传身教，因此从未有

纸质唱本流传于世。《六美图》的正

式出版，可以说填补了这一空白。

“我们从 2014 年起开始组织鼓

词老艺人，以视频及音频的方式记

录下他们的演唱，并由民俗文化学

者陈广寒对唱词进行编辑、整理。”

吕美丽对记者说。因鼓词是用永

康方言演唱的，唱本在不少地方保

留了原汁原味的永康俗语，并加上

了详细解释。录制下来的视频材

料也能作为教学素材，供后人学习

鼓词之用。

据悉，市非遗保护中心已录制视

频共计 500 小时，整理唱本 30 余本，

今后还将陆续整理出版。

2014 年同年，第一期鼓词培训

班也随之举办。

开班伊始，一个严峻的问题接踵

而来：没人来报名怎么办？

吕美丽讲起这段过往，有些无

奈。在许多人看来，鼓词是盲人的谋

生手段，是“讨饭人才唱的戏”，因此

感兴趣的人寥寥无几，乐于学习的年

轻人更是少之又少。为鼓励大家报

名，培训班设立了奖励机制，又动员

唐先、象珠等地一批醒感戏、打罗汉

传承人成为首批鼓词培训班学员。

培训班聘请资深鼓词老艺人卢

顶风先生执教，传授学员唱词、鼓板

敲打基本功，第一期获得了不错的反

馈。自此以后，鼓词培训班年年举

办，一带十、老带新，熟悉的鼓词旋律

再次在丽州大地唱响。

随着我市对鼓词宣传力度的加

大，已有越来越多年轻人参加鼓词传

承队伍。这些年轻血液的加入为鼓词

的表现形式带来了创新，也为鼓词未

来发展带来了更多可能性。2017年，

学员们一改过去坐着演唱的形式，改

为站立着进行鼓词演唱，加上身体动

作，使得鼓词的表现形式更灵活、传达

出的内容更丰富。同时加上乐队伴

奏，大大丰富了鼓词的演奏内容。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8 年，新

编鼓词曲目《永康啰》在全省曲艺会

演荣获银奖，又受邀参加了由国家

文化旅游部和天津市人民政府举办

的“全国非遗曲艺周”驻场演出，及

百场曲艺进社区展演。来自永康的

乡音频频亮相各大舞台，为更多人

所知。

乡音新编 老调新唱

鼓词宣讲队走入人们视野

探寻古镇记忆 播撒乡情种子
□通讯员 孔琳琳

近日，芝英镇中心幼儿园大班的

师生在芝英八村尚道故居举办了一

场与芝英镇传统历史相关的手工作

品展，希望借此宣传芝英当地文化，

让大家更加了解芝英古镇。

本次活动主题为“时间轴上的我

们”，寓意着从古到今，被芝英文化熏

陶的一代又一代芝英人。该展展出

的作品有剪纸、仿锡雕、泥雕古祠门

环等，是大班的师生们利用废旧材

料、锡纸、纸板等制作而成。孩子们

用自己的作品展示了芝英传统手工

艺及古祠文化，表达了对家乡传统手

工艺的敬意。

幼儿园负责人表示，芝英镇古祠

文化底蕴深厚，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

活动，让爱家乡、爱祖国的种子从小

在孩子的心里生根发芽。

“所有作品将在展会结束后进

行拍卖，所得的款项也将捐助当地

用于古祠的修缮及修建工作。”负

责人说。

□记者 高婷婷
实习生 徐菁 胡斌 老艺人卢顶风在演绎永康鼓词老艺人卢顶风在演绎永康鼓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