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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悦耳的婺剧唱腔贯穿

村巷，恬静的村庄生活瞬间充满了热

闹的文化氛围；当浓郁的糖香飘越千里，独具

地方特色的红糖技艺带活了整个村的美食经济；当

剪窗花、做布鞋、编竹篮等民俗技艺传承深远，孩子们

的精神世界逐渐充满了趣味与挑战……看遍义乌文化瑰

宝，“非遗”资源延续了民族精粹，灿若日月星辰。

多姿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渗透在群众的日常生活

中，更在保护与传承中发扬光大。今年，建在缸窑村的义

亭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以下简称义亭非遗馆）被列

入浙江省乡村博物馆名录，这里不仅凝聚了义乌本

土非物质文化遗产精粹，其展厅更以创新的数

字化视听模式，带领观众体验充满传统文

化魅力的流光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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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亭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

“活态化”非遗传承让传统文化“火”起来

纹路整齐、技巧出彩的
麦秆扇成品，精美剔
透、浮光掠影的戏曲
头饰，花色多样、
厚 薄 不 一 的 布
鞋，还有将佛堂
老 街 、义 亭 缸
窑、黄山八面
厅和双林寺等
场景相结合制
作 的《义 乌 四
景 》剪 纸 作 品
……义亭非遗馆的

“此刻 心手相传”展
厅内，汇聚了义乌本土的
传统技艺非遗文化，这些手工
艺品在进行整合归纳后，均被分类展示了出来。其实，义
乌虽然是一座商贸城市，但传统工艺美术却有着深厚的
历史基础。

“像这些剪纸作品均来自剪纸艺人楼肖青之手，她是
金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项目）传承人。她的每一幅作
品都有着不同的寓意，不仅能将剪纸传统技艺展现出来，
还传达出了一种执着的、创新的精神。”贾亦倩表示。展厅
内，楼肖青创作的剪纸作品还有《京剧角色：生、旦》《京剧
角色：净、墨》《福寿连绵》等。择一事，终一生，是对大部分
非遗传承人的描述，也是这一代又一代传承人的坚持，才
让古老的技艺穿越百年而来，呈现在我们面前。

要知道，义乌民间不仅有着一支数量可观的手工艺
术品制作队伍，而且人才荟萃、技艺精湛，历史上出过不
少能工巧匠。比如根雕作品《喜上眉
梢》《美的旋律》制作人毛元
兴，婺剧戏曲头饰手工制
作人戚生龙，手工布鞋
制作人盛国荣，手工竹
编制作人楼长流等，
他们都是民间的手工
达人、能工巧匠，他
们的名字也都被刻在
了自己作品的下方。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
中华民族宝贵历史文化
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
个民族珍贵的精神家园、民族文
化的生命密码。为了更好地传承非物质文化
遗产，弘扬“工匠精神”，这些年，缸窑村开展“弘扬传统文
化 体验非遗乐趣”系列主题活动，而义亭非遗馆是该活动
的重要站点之一，自开馆以来，多次配合缸窑村完成研学
教育，多次举办非遗展演活动。

从触摸随行到情感共鸣，从定制珍藏到技艺传承，
春去秋来，初心依旧，义亭非遗馆为每一位参观者带来
的不仅仅是义亭百年文化的缩影，更是经济发展、精神
传承的缩影。 全媒体记者 王佳丽 文/摄

让传统技艺心手相传
天气逐渐转冷，义亭镇各家红糖厂内却是一派

热火朝天的景象：十几名榨糖师傅按照古法榨糖的
基本工序，榨汁、清净、熬制、成型、干燥等熟练操作
着。阵阵糖香扑鼻而来，为义乌的冬天渲染上了甜
蜜的氛围。而这样的场景，也同样在义亭非遗馆内
上演。“此时 乡土滋味”展厅内，义乌红糖制作技艺
不仅以古代简笔画的方式记录下来，更通过文字、
多媒体视频播放等方式留存下来。

“义乌种蔗榨糖的历史已有 400 多年，几乎人人
都有着关于榨红糖的甜蜜记忆。”贾亦倩表示，自清
朝乾隆年间，义乌本地人便将红糖加工成糖饼、姜糖
等，开始走南闯北的“鸡毛换糖”生活，红糖是义乌
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纽带。而作为红糖之乡，
义亭镇的红糖厂早已遍地开花，来这里买红糖的客
人逐年增多。红糖麻花、红糖糖梗、麻糖、姜糖……
红糖制作出的美食在与时俱进中花样百出，红糖制
作技艺传承的使命与责任也
更艰巨了。

在义亭非遗馆
内，红曲酒酿造技
艺也成了“舌尖
上 的 义 乌 ”不
可或缺的传统
美 味 。其 实 ，
红 曲 酿 酒 最
早 可 追 溯 到
2500 年前的春
秋战国时代，在
全国酿酒史上占
有一席之地，红曲
酒具有舒筋活血养颜
的保健功能。而义乌红曲
酿的酒有独特的生产工序，为了生动地展现红曲酿
酒的工序流程，义亭非遗馆邀请专人以泥塑人物场
景重现的方式，展示了红曲酿酒全过程。细细观察，
每一个泥塑人物都栩栩如生，每一步酿酒工序都精
致讲究，让人为之惊叹。

此外，义乌也是金华火腿的发祥地之一，明清时
期，义乌人做得最大的生意便是火腿贸易，向来有

“金华火腿出义乌，义乌火腿出田心”的说法。关于蜜
枣，《中国名产》中有记载：“江南

枣中，佳品是义乌南枣。”清
乾隆时 ，南枣曾列为贡

品，同为义乌大枣制作
的金丝琥珀蜜枣，素有
“蜜饯珍品”之誉。“我
们想在展示义乌枣加
工技艺的同时，将义
亭枣的特色产品也展
示出来，以此带动乡村

振兴，助推村集体共富。”
贾亦倩说。

让乡土滋味甜上心头
“见多少，王孙公子把骏马乘，旗锣伞扇迎佳人……”

穿过用红砖堆叠的小院儿，经过一家古朴宁静的乡村书
屋，婺剧《姐妹易嫁》的悠扬乐曲
声便从义亭非遗馆传出，
飞入耳中。从门外望
去，馆内似一个小
小的剧场，无论
宾客多少，唱曲
声 从 不 间 断 。

“这曲声是从
多媒体操作屏
里放出来的，
观 众 多 的 时
候，我们会多放
几首曲目，来展
示婺剧的魅力。”义
亭非遗馆工作人员
刘梅花表示。

踏进展馆，便徜徉在充满
文艺气息的空间，让人如梦似幻。记者看到，义亭非遗
馆内设“此情 乡音未改”“此时 乡土滋味”“此刻 心手
相传”三个展厅，每个展厅都各具特色，通过实物、影
音、文字结合的方式，向观众展现本土曲艺类、技艺类、
民俗类文化遗产的魅力。而最热闹的莫过于“此情 乡
音未改”展厅，婺剧、道情、花鼓、锣鼓班……源出义亭
的曲艺文化纷纷在这里生根开花，成为老百姓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精神养分。

“婺剧俗称‘金华戏’，迄今已有400多年历史，无论
是在行头与化妆体制上，都有自身特点，深受村民们喜
欢。”缸窑村村委委员贾亦倩表示，该厅不仅展示了婺剧
的起源、角色行当、伴奏乐器，还特意展示了一面婺剧传
统脸谱墙，16张角色不同、妆造不同的脸谱展示，加深了
老百姓对婺剧的了解和喜欢。此外，展厅内还设了一扇可
放映的多媒体门帘，门帘上，播放着婺剧剧目《僧尼会》，
门帘后，展示着一袭溢彩流光的婺剧盔服，仿佛置身于剧
情跌宕的婺剧世界，让人流连忘返。

这几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金华道情代表
性传承人叶英盛带头回到乡村传唱道情，使得道情文
化重归义乌农村的视野，成为百姓喜闻乐见的“唱新
闻”形式；吹拉弹唱的锣鼓班渗透在乡村的角角落落，
为农村各类赛会、庆贺丰年、红白喜事、生日祝寿、商
铺开张等场合助阵弹奏，成为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民间乐团……义乌本土的曲艺以悠
久的历史、多样的形式以及浓

郁的地方特色，在乡间田头、
在街头巷尾、在当地人民的
心里生根发芽。无论是圆润
浑厚的道情，或是抑扬顿挫
的花鼓，或是婉转悠扬的婺
剧，古往今来，“春夏秋冬，唱

声不断”的热闹场景不断在义
亭上演。

让“乡音”震彻乡野

非遗传承人楼小香展示麦秆扇制作技艺。

民间锣鼓班团队演奏曲目（资料图）。

展厅内的婺剧人物形象。

楼肖青剪纸作品楼肖青剪纸作品《《义乌四景义乌四景》》

婺剧戏曲手工头饰婺剧戏曲手工头饰

红曲酒酿造技艺红曲酒酿造技艺———装坛—装坛

数字化试听模式数字化试听模式
丰富展厅内容丰富展厅内容

义乌味道义乌味道

展厅风格别致吸睛展厅风格别致吸睛义亭镇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义亭镇非物质文化遗产馆

多样的婺剧脸谱多样的婺剧脸谱

参观者在展厅前驻足参观者在展厅前驻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