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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传统文化走入寻常百姓家
方岩庙会暨民俗文化旅游节侧记

九月重阳，一场秋雨过后，万丈光芒破云而出，拥有千年历史的方岩庙会
又一次掀起了“红盖头”。市民和游客在欢声笑语中，一起品味和认识了风韵
醇厚的传统文化。

在庙会现场碰到老邻居，86 岁的高香如显得
特别兴奋。“别人都是来看庙会的，我既看庙会也
看人！”高香如对69岁的程新金说，想不到庙会来
了这么多人。

高香如和程新金都是方岩镇岩上村人。为了
方岩景区综合整治工作，这些在一起生活了数十
年的“老伙伴”眼下都分散在各地。

高香如是第一批搬迁的，安置区的新房已经
造好，等着装潢。而去年搬离景区的程新金，也已
安置到位，不期就可动工。“抓紧造，抓紧造，造好
了我们有伴了我们有伴。”。”高香如说高香如说，，虽然儿子一再让自己常虽然儿子一再让自己常
住城区住城区，，但是她还是想搬回方岩但是她还是想搬回方岩。“。“哪里都比不上哪里都比不上
方岩好方岩好。”。”这不这不，，为了赶个庙会为了赶个庙会，，高香如头天晚上就高香如头天晚上就
回到了方岩回到了方岩，，借住在墁塘村亲戚家借住在墁塘村亲戚家。。

程新金也要住回方岩程新金也要住回方岩。“。“当初搬走当初搬走，，是给方岩是给方岩

腾点发展空间，通过整治，方岩越来越漂亮，我们
肯定要搬回来的。”两位老人在庙会上达成约定。

一个像样的节日需要历史积淀，一个像样的
节日更需要欣欣向荣的环境来衬托。方岩景区综
合整治中，基础配套建设得以完善，服务水平不断
提升，秩序得到规范化整顿，整治得到了百姓的拥
护和支持，方岩景区的生态美越来越“显眼”。

生态和文化是相辅相成的生态和文化是相辅相成的，，这些传统文化就这些传统文化就
像一座宝塔像一座宝塔，，塔尖再高也离不开塔座塔尖再高也离不开塔座，，只有塔座只有塔座
大大、、基础牢基础牢，，才能稳固才能稳固，，才真正有生命力才真正有生命力。。以景区以景区
整治为根基整治为根基，，让方岩让方岩““张扬张扬””的美为传统文化的传的美为传统文化的传
承与挖掘提供最佳的平台和环境承与挖掘提供最佳的平台和环境，，方岩庙会的生方岩庙会的生
命力才会更加旺盛命力才会更加旺盛。。

明年明年，，方岩新落成的旅游商贸区内方岩新落成的旅游商贸区内，，精彩庙会精彩庙会
还将继续还将继续。。

打罗汉比赛现场，21 岁的张敦豪舞起大刀来
像模像样，你有所不知的是，他练大刀，才练了三
天而已。张敦豪是石柱镇郎村人，听说村里的罗
汉队要参加比赛，他就主动报了名。“当然不是为
了比赛，我是真心想学这技艺。”张敦豪说，老的人
要退下来了，年轻人就要接上去。

和张敦豪一样，方岩镇后浅村村民钱岩祥虽
年过五旬，但还是打罗汉的“新手”。“白天要干活，
我就晚上抽空学。”他也说，这祖辈传下来的传统，
怎么也不能断了根。

要说起后浅村打罗汉的历史，钱岩荣等人说
得头头是道。“上百年前就有了，但真正又兴起来
也是近十几年的事，重视的人越来越多，这是好
事。”54 岁的钱岩荣说，最多时，他们一个村就有
300多人打罗汉，还曾在省城亮相。

钱岩荣会打罗汉的技艺，是从他大伯那学来
的；还有钱赢，16 岁就开始学，学到现在已经学了

30 年，但他们都说，真正学进去后，会发现罗汉
拳、罗汉棍跟别的地方都不一样，有自己的特点，
也因此感觉到，必须“活到老，学到老”，才能真正
把这门技艺传承好。

“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优秀传统文化，
留住中华民族的根与魂，通过积极打造展示推广
平台，让更多人走近这些传统文化，不断提升保护
和创新的意识，也成为这些古老技艺传承的有效
途径。”作为活动的主办方，景区管委会相关负责
人表示，方岩庙会已成为民间文艺与体育活动的
盛大节日和展示平台。

“为什么非遗项目能流传至今，是因为与百姓
生活息息相关，是大家喜闻乐见的事物。”在现场，
不少表演者认为，想要年轻人真正接班，还需要一
定的时间，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目光投
向了这些传统技艺，让人感受到非遗传承的新生
力量。

方岩庙会俗称胡公庙会，由祭祀胡公发展而
来。进入农历八月至九月重阳节前后，浙西南一
带就会进入了方岩庙会时间，吸引力能持续一个
月之久。特别是我市境内邻近方岩的芝英、古山、
石柱、经济开发区一带，不少村庄以“迎案”（即迎
胡公像）为中心，开展民间民族表演艺术大巡演，
让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

方岩庙会是江南一带影响最广、持续时间最
长的庙会，已成为展示我市本土特色民俗文化的
平台，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名录，也催生了影响海内外的十八蝴蝶、九狮图等
优秀民间文艺节目，相当一部分已经成群众文化
活动中经久不衰精品。

历久弥坚的传统庙会，今年有了新的形式。
方岩庙会“升格”为民俗文化旅游节，看精彩民俗，
吃传统美味，过热闹重阳，来自全市城乡及其他县

市的游客齐聚方岩，在人山人海中感受传统文化
的独特魅力。

“打罗汉”是方岩庙会的经典项目，来自各镇
街区的11支代表队在“打罗汉”比赛中“斗艺”，各
显神通；“蝶绕方岩”“三十六行”“莲花声声”“龙腾
盛世”等精品非遗项目展演，各有精彩；旗袍走秀、
腰鼓队表演等展示免费文化培训成果，一系列活
动组成一道道美味可口的“文化大餐”，以群众为
主角，大家用最传统的方式欢庆重阳佳节。

在现场，处处可见传统美食的“身影”，烤包
子、糖洋糕、麻糍、角干麦饼⋯⋯这些地道美食也
让游客们过足了嘴瘾。“好看、好吃、好玩！”来自杭
州的游客王天德，对旅游节活动伸出了大拇指。

方岩庙会以其鲜活的形态，吸引着人们尤其
是不少生活在都市中受到时尚文化冲击的年轻人
来体验老一辈们的乡愁。

一股非遗传承的新生力量

以景区整治筑牢文化根基

重阳节里方岩“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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