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戏迷遍全村 处处有“好戏”
姐妹花记者探秘永康婺剧之乡

融媒记者 王佳涵

从我市城
区驱车沿永缙
线 向 南 ，就 能

抵达江南街道山门头村。
站在村口，可以看到一块显
眼的“婺剧之乡”招牌，沿着
村道再往里走，就到了山门
头村最具特色的“婺剧长
廊”。这里四处装饰着大大
小小的脸谱，一旁的小屋里
陈列着各式各样的戏服、道
具，周边还精心布置了婺剧
知识普及展板、婺剧装扮拍
照打卡板。

在山门头村，婺剧是村
民心中的一块瑰宝，也擦亮
了乡村文化的绚烂底色。
山门头村的婺剧有多少年
历史，又是如何传承下来
的？近日，记者走进山门头
村，深入了解山门头村婺剧
的发展过程和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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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服务到人
更服务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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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门头村位于永康笋乡永祥，下辖

上山门自然村和下山门自然村，该村的

婺剧史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30 年代。起

初，下山门自然村的村民为解决温饱问

题，几人自学婺剧并组建“小唱班”“锣

鼓班”，随身携带表演道具外出表演。

后来，表演群体逐渐壮大，发展为十多

人的“步笼班”。村民们四处艺演，时而

唱鼓词，时而唱小戏，颇有名气。

1952 年，上山门和下山门合办，村

民郎汉昌、郎火有成立了当地最早的剧

团——劳余剧团，并聘请永康有名气的

婺剧导演，陆续编演了《火烧连环》《前

后金冠》《伍子蛋反昭关》《僧尼会》《百

寿图》《九件衣》等剧目。

婉转悠扬的曲调，激情洋溢的唱

腔，吸引了四面八方的观众。当时，劳

余剧团声名远扬，每逢春节、元宵、中秋

等传统节日以及祠堂祭祀等大型活动，

各地都会邀请该剧团前去助兴。不仅

如此，剧团还前往武义、缙云等地演出，

场场爆满，有时观众达上万人。

老一辈婺剧人的传承一直到 20 世

纪80年代。那时，婺剧在山门头村掀起

热潮，千余人口的山门头村，有百余人

上台参演过婺剧。上至耄耋老人，下至

垂髫孩童，都能咿咿呀呀地唱上几句。

此后，村民们又组建了山门头剧团、下

山门剧团等，培育了一大批优秀的青年

婺剧演员。为保持婺剧生机活力，山门

头村还邀请了国家级导演王正洪、林文

贵，当地老艺人李朝梭等老师，创新和

改革婺剧。由王正洪指导的剧目《火烧

子都》还拿下了永康县婺剧大奖赛金

奖，深受观众的喜爱与好评。到了90年

代，山门头村共有6个剧团，是曾轰动金

华市的婺剧之乡。

于山门头村而言，文化的精髓也闪

烁在婺剧中。因为有“戏”，山门头村才

更有韵味，更加厚重。

婺剧史近百年 谁都能唱几句

从艺40年 扛起传承大旗

“注意表情和手势⋯⋯对，再来一

遍。”记者在山门头村文化礼堂见到章

燕南的时候，她正忙着指导学生。眼前

的刀马旦，虽然年过半百，但依然气质

优雅，音色透亮，一招一式尽显深厚功

底。

章燕南是我市著名的婺剧文化传

承人，也是南姐艺术团的负责人。今年

54 岁的她跟婺剧打了大半辈子交道，对

其有着难舍的情结。从艺40年来，章燕

南以独特的唱腔和独到的艺术感染力，

征服了广大婺剧爱好者。她所塑造的

人物性格鲜明、形象迥异、活灵活现、栩

栩如生。

章燕南从小是个戏迷，她出身于婺

剧世家，记忆中的童年生活，总是伴随着

各类歌舞、戏剧演出。看得多了，还能模

仿台上演员的唱腔，揣摩他们对人物形

象的精彩塑造。在学校时，她是“明星学

生”，大家亲切地称她为“百灵鸟”。

14 岁那年，章燕南考入了方岩婺剧

团。从此，她的名字和婺剧紧紧联系在

一起。这几十年来，一提起婺剧，人们

总会想起《穆桂英挂帅》《三请樊梨花》

《白蛇传》，脑海便不自觉地浮现章燕南

的身姿。

“我家从太公一代就喜欢婺剧，并

办了民营剧团。丈夫一家也都是婺剧

爱好者。”章燕南说，民营剧团生存不

易，她先后办过山门头婺剧团、永康市

双龙婺剧团（曾改名浙江李子园婺剧

团）、江南婺剧团，几经更迭。“我现在所

在的剧团并不是以前传承下来的那个，

主要成员是山门头村村民和永康婺剧

戏迷。大家并不以此为专职，更多的是

想宣传和推广婺剧，让更多的人领略到

它的独特魅力。”聊起从艺经历，章燕南

时不时便禁不住说唱起来。

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娱乐方式和

艺术表现形式逐渐增多，婺剧早已没有

了当年的热度，在传承方面也面临着巨

大的挑战。“村里许多热爱婺剧的老人

虽然时常聚在一起唱一出，但有了多种

文化选择的年轻人却并不热衷唱戏。”

章燕南感慨道。

近年来，国家对老剧种保护力度越

来越大，再次让章燕南重拾了信心。她

表示，婺剧文化源远流长，传承发展要

靠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断努力。要培育

出更多年轻的婺剧演员，推陈出新，多

出精品。“这是我们的传统文化，绝对不

能丢！”章燕南说。

婺剧是一种活态文化，是一门“口

传心授”的传承艺术。保护传承戏曲文

化遗产，是当代人的文化使命和担当。

如何更好地保护传承婺剧？山门头村

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在山门头村，唱婺剧、迎灯、文艺表

演等文化活动是村民所喜欢的。每当

夜幕降临，在新建的婺剧长廊、露天戏

台上，到处都能见到村民或唱或跳的身

影。听戏、唱戏已成为当地人生活中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

为更好打造婺剧品牌，江南婺剧团

以“大美乡村 魅力非遗”为主题，多次

开展婺剧进校园、进社区、进农村、进景

区、进企业活动。在传统剧目创新方

面，婺剧团改革与创新唱腔、表演形式

及剧本等，以“婺剧+快板+喜剧”的形

式，创作了《非遗扬美德 婺剧倡文明》

《巾帼共富 扛旗争先》等作品。

在江南街道，婺剧文化的触角延伸

到方方面面。岗谷岭景区将婺剧表演

作为重要内容，让各类婺剧元素融入景

区；市文联在山门头村文化礼堂开设

“乡村小康学堂”婺剧培训班，由章燕南

任教，培养婺剧爱好者，进一步传承婺

剧文化；江南街道辖区内的龙川学校、

大司巷小学教育集团永祥校区等学校

开展婺剧特色教学内容，让婺剧文化在

中小学生中开花结果。

依托校园阵地，我市涌现出一批技

艺精湛的“小戏骨”。他们多次前往全

国各地演出，拿下了无数奖项。其中，

大司巷小学教育集团永祥校区凭借婺

剧折子戏《杨门女将》，受邀参加省“春

泥计划”十周年成果展演。龙川学校连

续五年举办校园婺剧节，并获评金华市

“婺剧进校园”先进单位。

2023 年 12 月，省文化和旅游厅公

布第四批“浙江省戏曲之乡”名单，江南

街道成功入选。借着这股东风，山门头

村积极开展婺剧培训，吸引更多的年轻

人加入到婺剧的学习和传承中来。同

时，充分发挥婺剧文化特色，打造地方

特色文化 IP，加快文旅融合，助力乡村

文化振兴。

如今，山门头村婺剧已然成为村民

津津乐道的一个招牌。而在章燕南眼

里，有生之年能把婺剧交到年轻一代手

里，也算了却一桩心愿。

婺剧再掀热潮 唱响文化自信

“婺剧长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