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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卢丽珍

本报讯 2023 年 文 化 馆
“蒲公英”群文公益课堂第一期
培训班2月16日开启报名。

据悉，“蒲公英”群文公益
课堂从 2015 年开始，开设书
法、绘画、舞蹈、声乐、器乐等十
多个门类免费培训，每年服务
上万人。本期将开设绘画、茶
艺、舞蹈、器乐、摄影、花道等7
大类19个课程。

报名方式通过搜索“浙里

文化圈”小程序并登录按流
程 报 名 ：浙 里 文 化 圈 — 艺
培 — 公 益 培 训 — 线 下 报 名
—选择课程。每人限报一门
课程。

报名的市民 2 月 22 日可
通过市文化馆微信公众号查
看结果。预报名成功学员于
上课第一天持身份证原件及
复印件，进行现场确认报名。
上课时间为 2023 年 2 月 23 日
至4月19日，每周一次，节假日
顺延。

2023年“蒲公英”
群文公益课堂启动

▢ 全媒体记者 左翠玉

本报讯 从市文联获悉，
浙江省民间绘画云展“大美
在民间·《笔生山海间》”在各
相关公众号及海外社交平台
陆续发布，义乌画家所作的 7
幅农民画作品经过层层遴选
顺利入展，分别为陈震《美好
生活蒸蒸日上》《春蚕》《秋之
舞》、吴琅文《我家的桃园》，罗
华龙《上梁大吉》，杨日清《我
的祖辈》，傅丽玉《飞跃田间》。

本次展出的农民画乃浙
江农民画作者潜心创作的精
品，将这一画作特点展现得
淋漓尽致。该画展通过动态
新媒体特效 3D 展厅方式，使
观众能够身临其境感受浙江
民间绘画的创作场景，为全
网观众带来一场赏心悦目的
云端视觉盛宴。

此次画展，义乌市书画研
究院特聘画师、义乌市美协主
席、义乌农民画社社长陈震有
3 幅作品入选。其作品以饱满
的笔法、奇异的构图、夸张的

造型、艳丽的色彩，直观表达
了纯真、质朴、热烈、奔放的情
感，展示义乌农村蒸馒头、做
红粿、养蚕等生活场景。

据了解，1984 年，15 位义
乌农民画家自发成立了全省
第一个农民艺术团体——义
乌农民画社，将原本分散在
田间地头的画家进行资源整
合，这 15 位社员也成为义乌
农 民 画 初 生 发 展 的 主 体 力
量。多年来，义乌本地农民画
爱好者致力于用画笔向世人
介绍家乡风土人情，抒发富
裕起来的农民讴歌党、热爱
社会主义的纯朴情怀。经过
十几年精耕细作，义乌农民
画已极具特色，在画面结构
处理上，多为鸟瞰式全方位
构图，色彩搭配得当，清新质
朴、俏而不俗、浓中有雅。

如今，义乌农民画社正致
力于弘扬地方民间文化，培
养壮大队伍，努力创作出更
多地域特色强、乡土气息浓、
艺术水准高的现代民间绘画
作品。

义乌7幅农民画
入选省民间绘画云展

▢ 全媒体记者 卢丽珍

本报讯 2月14日，由市文
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景德镇陶
瓷艺术研究院主办的《美人如瓷
如画——当代艺术名家艺术作
品展》在市七墨美术馆开幕。

本次展览展出画家徐墨、
沈乐平、吕传康以及陶瓷艺术
家何笠农、陈军、麻汇源、王豫
明、李庆云、陈少岳、熊亚辉、赵
永丽、涂文静的代表作品，包括
瓷板画、油画等艺术形式，让义
乌老百姓家门口就能享受高质
量的视觉艺术盛宴。

景德镇自古以瓷为业，被
世人称为“瓷都”。千年窑火，犹
如凤凰涅槃，催生出景德镇灿
烂的陶瓷文化，实为中国陶瓷
史上的明珠。“入窑一色，出窑
千彩”，尤其是瓷板画，既是瓷、
又是画，乃陶瓷艺术摆脱纯工
艺装饰、融入文人绘画而形成
的一种别具风格的艺术形式，
为当代艺术陶瓷中最受追捧的
绘画样式之一。2008 年，瓷板
画入选省级、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

本次展览时间为2023年2
月14日至2月28日。

当代艺术名家作品展开幕

日前，义乌市越剧联谊会
会同福田街道戏曲协会，在福
田街道九如堂村举行文艺晚
会。10余名戏曲爱好者登上舞
台，表演越剧《八大流派联唱》

《何文秀·心连心》《梁祝·十八
相送》等6个节目。缠绵动听的
越剧唱腔、不俗的表演功力，赢
得满堂叫好。

近年来，义乌市越联会开

展“越韵芬芳暖夕阳”公益志愿
服务和“越剧公益课堂”项目，
定期派老师免费为九如堂村
戏曲爱好者授课。到目前为
止，线上线下已为该村戏曲爱
好者授课 288 学时，2160 余人
次参与培训。

通 讯 员 何国华
全媒体记者 左翠玉 摄

乡村舞台演绎越剧神韵

亮相央视春晚，骆佳钰收获了
感动、成长和进步。

“1 月 20 日刚好是我 19 岁生
日，大家一起在酒店给我过生日，唱
生日歌、吹蜡烛，酒店还给我送了长
寿面。”说起这些，骆佳钰感触良多，

“当时马上过年了，又离家千里，但
是心里很温暖。”

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无论是

走亲戚拜年，还是在微信朋友圈，骆
佳钰收到了许多亲朋好友的祝福。

其实，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和
肯努力的人。因为热爱，骆佳钰从小
开始学习舞蹈，并把舞蹈当成生活
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从义乌市稠城
第一小学毕业后，她只身到杭州艺
术学校求学，2022 年，如愿考上浙
江音乐学院。

“高光”的背后，凝结着无数心
血。“我和她爸爸平时很忙，也没多
少时间陪伴她。还好她特别独立、懂
事、自律、也不怕苦。在杭州读书时，
找老师编剧目、租房、参加艺考，都
是她自己搞定的。”说起女儿，骆佳
钰妈妈十分欣慰，“她坚持跳舞十多
年，几乎一个月就要跳坏一双舞鞋。
也许是从小耳濡目染，她身上有义

乌人那股子不服输的韧劲。”
“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

老师知道；三天不练，观众知道。”春
晚结束回义乌稍事休整，骆佳钰便
接着每天打卡练功。“我的梦想是当
一名专业的舞蹈老师，带领更多的
义乌孩子站上心目中的舞台。”骆佳
钰说，登台春晚，让她更加坚定了最
初的梦想。

坚定为梦想前行的脚步

▢ 全媒体记者 左翠玉 文/图

溪水淙淙，摇曳生姿的少女过溪涉水；舞姿翩翩，流淌在

一座琴键般的碇步桥上……春晚上美轮美奂的《碇步桥》引起

国内外媒体广泛关注，广大网友更是刷屏评论。

对义乌人而言，如此“江南”的《碇步桥》也可引以为荣。众多

舞蹈演员中，有一位义乌姑娘，她就是来自福田街道杏园村的骆

佳钰，目前就读于浙江音乐学院舞蹈学院，是一名大一学生。

骆佳钰，今年刚满19岁，一个妥妥的江南女孩，身材匀

称、长相甜美、声音轻柔，聊起这段“高光时刻”，总是笑得眉眼

弯弯如同月牙儿。

“这次参加春晚的经历对我来说
弥足珍贵，虽然辛苦但非常值得，我
们十分享受这个过程。”骆佳钰坦言，
排练期间，她更深切地感受到编导老
师以及很多幕后工作者的默默付出。

为了能在央视春晚上有更好的
呈现效果，在春晚导演组共同努力
下，《碇步桥》经历过多次修改，在领
舞、音乐、服装、妆造、视频等方面进
行了全方位升级。

央视的舞台和平时剧场演出有
很大区别，超高清镜头下，对于舞蹈
的细节要求非常高。“为确保画面好
看，编导袁竹老师要求动作、节奏、
位置，以至于身体的每一个角度都
要一模一样。我们通过一次次磨合、
不断练习来完成。”骆佳钰说，“小到
桂花头饰的位置完全统一，大到表
演时的情绪状态全程在线，在细节
方面，我们下足了功夫。”

近乎严苛的要求，成就了近乎
完美的表现。

姑娘戏水，素足凌波，辗转腾
挪，美得让人陶醉……观看《碇步
桥》时，观众们融情入景，恍若身临
其境。“我们的主题动作有一个身体
晃动加膝盖微颤，灵感来自于人在
碇步桥上行走时会重心不稳，恰恰
这个不稳的瞬间是特别美的。还有
一个标志性的动作是我们坐在桥

上，身体有一个上下的律动，脚下左右
交替点地。这个代表着人和水、人和自
然的关系。”聊到开怀处，骆佳钰时不
时会来点现场演示。

对于她和小伙伴来说，舞蹈《碇步
桥》不仅是一个演出，更是一件很有信
念感的事情。“很多远在他乡的人们看
到这个舞蹈，可能就会想起家乡的桥，
从节目中感受家的温暖，真的特别有
成就感。”

干了一件很有信念感的事

骆佳钰舞照

《碇步桥》演出剧照

《《碇步桥碇步桥》》走走来的义乌姑娘来的义乌姑娘

“真的很荣幸！以前都是在电
视机前看春晚，没想到这次能有机
会参加央视春晚的演出。”回忆这
次意义非凡的经历，骆佳钰至今有
些激动。

舞蹈《碇步桥》出自浙江音乐学
院舞蹈学院2017年原创舞蹈《碇步
桥水清悠悠》。去年12月初，浙江音
乐学院接到央视春晚邀请，随即按
照外在形象、舞蹈功底、作品领悟能
力等多角度，面向全院学生高标准
挑选合适的参演人选。

“能抓住这次机会，我是十分幸
运的。”骆佳钰说，之前在杭州艺术
学校就读时便接触了很多剧目，
2020年机缘巧合还学习过《碇步桥
水清悠悠》。“这让我在选拔时更有
底气了。”

去年 12 月 16 日，骆佳钰跟随
《碇步桥》团队到北京参加封闭性
训练，由于疫情，她先隔离了一周，

在酒店每天和老师线上视频，练习基
本功保持体力。所幸的是骆佳钰身
体状况良好，一直坚持训练、排练节
目舞蹈。骆佳钰“两点一线”往返于
央视演播大厅和酒店，练习到后半
夜成了家常便饭。“为了不让我担
心，她经常是凌晨两三点发微信报
平安。”说起这个，骆佳钰妈妈鼻头仍
有点酸酸的。

“因为疫情防 控 需 要 ，我 们 都
要佩戴口罩。2 个小时戴口罩排练
真的是挑战身体极限，每次排练完
都累得气喘吁吁，腿上还会增添不
少淤青。但大家谁都没有抱怨，坚持
完成了。”对这段排练时光，骆佳钰至
今记忆犹新，腿上也还保留着好几道
印记。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轮又一
轮审核，骆佳钰和小伙伴终于盼到最
后的登台时刻，在除夕夜为大家带来
一道视觉盛宴。

我是一个幸运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