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翩翩起舞的《十八蝴蝶》、拱瑞手狮的

《九狮图》、婺剧《巡营》⋯⋯近日，方岩旅

游集散中心门前的广场上热闹非凡，来自

各镇街区的罗汉队为观众带来了精彩纷

呈的民俗表演。

当天，庙会现场还迎来了一群特殊的

观众，他们是来自省内外非遗和民俗的专

家学者，此行的目的是观看非遗精品节目

和传统手工技艺作品，并开展民俗文化传

承发展学术会议，探讨更好地保护和传承

方岩庙会文化。

方岩庙会，俗称“迎案”或“打罗汉”，

由祭祀胡公发展而来，故又称“胡公庙

会”，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距今已有

千年历史，是我市城乡乃至邻近各县市群

众的传统盛大节日。此外，庙会还设置了

传统手工技艺活态展示区，集中展现我市

及金华县市非遗项目与生活相关的工艺

器具。通过“再现、再造、再生”，体现五金

传承发展和融入现代生活的新风貌。竹

编、串蓑衣、锡雕、钉秤、打铁等传统手工

艺品展览，也让专家学者大开眼界。

“方岩庙会所展示的民俗表演，凸显

了独特的地域性。”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

长、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陈勤建表示，

相较于浙北与苏州等地吴侬软语的民俗

表演，这里的表演让他感受到了与之不同

的刚健性。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

长、浙江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徐吉军称赞

不虚此行，让他欣赏到了原汁原味的民俗

和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近十年来，我市非遗保护工作扎实推

进，已有国家级非遗6项、省级16项、金华

市级 41 项、永康市级 81 项。本次方岩庙

会展出的项目为我市第一、二、三、四、五

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名录，及市各

类传承基地、传承教学基地、宣传展示基

地等的展示项目。

活动当天下午，专家团开展民俗文化

传承发展与浙江非遗“重要窗口”建设暨

胡公文化学术会议。之后两天，专家团继

续走访了园周村观摩醒感戏《白蛇传·游

湖》《宠子殇》，在市锡雕馆、炊大皇公司考

察省级非遗宣传展示基地、非遗生产性保

护基地。

2015 年，池庭有卸下了市武术

协会主席的担子，这其中很大一部

分原因是他在两年前，接任了市新

四军历史研究会会长。

2013 年年底，池庭有被选举为

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长。“我虽

然 不 是 新 四 军 ，但 我 是 一 名 解 放

军 。”池 庭 有 有 着 13 年 的 从 军 历

史，军队对他来说并不陌生，“做好

新四军历史研究，也是我应承担的

责任。”

接受重担后，池庭有在坚持新

四军历史研究会原有的好传统和好

做法外，又结合现状和兄弟县市的

好经验，开拓创新，集思广益，不断

完善创出特色。在新四军历史研究

会五年的时间里，将原来内刊《路南

晓角》改名为《永康春秋》。建立《永

康春秋》编委会、编辑部，把研究党

史军史、记忆峥嵘岁月、彰显丽州英

杰、引导红色旅游、讴歌时代先锋等

作为编辑《永康春秋》的主要内容。

截至目前，《永康春秋》内刊已出版

29 期，得到各地研究会和广大读者

的好评。并编辑出版了《应飞纪念

文集》《永康抗战老兵》《我是一个

兵》等以军事体裁为主的书籍。

池庭有的家人都在杭州工作

生活，而他为了武协和新四军历史

研究的工作，一直独自留守永康。

“忠勇仁义庭内外，福禄寿喜有使

君。”正如池庭有在 70 岁生日时收

到 的 祝 福 对 联 一 样 ，即 使 是 退 休

后，他也始终坚持着对工作的热情

和对社会的责任。池庭有说，关于

历史研究的工作，如果我们老一辈

人不来记录，就将永远遗失在历史

的长河中。这是我们的使命，也是

我们的责任。

汇聚武林高手成立武协，创办《永康春秋》传承红色基因

池庭有：初心不改 文体之花满庭芳
18 日清晨，记者在东方武

术特训部遇到了75岁的原市武
术协会主席池庭有，他精神矍
铄，身体硬朗，正在宣布 2020
年市健身气功联赛开赛。大家
都尊称他为“池总顾问”。

池庭有是市政协原副主席，曾
担任过芝英区委书记、农经委主
任、市委统战部部长。退休15年
间，他发挥余热，成立市武术协会，
担任市政协退休干部学习组长，接
手市新四军研究会工作⋯⋯池庭
有晚年的生活轨迹，正如他在回忆
录中写的：“退休后的工作生活很
充实，很快乐。”不久前，他的家庭
被评为省“银尚之家”。

汇聚各路英雄好汉，成立市武术协会

在市武术协会成立前，池庭有

便已经是“武林中人”了。他与武术

的缘分，要从“习武养生、练武健身”

说起。

1993 年，池庭有时任农经委主

任，由于工作忙、应酬多，身体亮了

红灯，查出患有高血压。“听朋友和

老伴说，打太极拳可以缓解相关症

状。但最初我还不太愿意尝试。”

池庭有说，他第一次学太极，是被

家人“逼”的。那时，来自上海的太

极大师谢炳灿来我市传授传统杨

氏 85 式太极拳，家人先斩后奏，为

他报了名。至此，池庭有一发不可

收拾，先后学习了 85 式太极拳、东

岳太极拳（二路）、东岳太极刀和东

岳太极枪。

2006 年 3 月，工作了近 30 年的

池庭有从市政协退休。退休后该干

点什么呢？他谢绝了众多企业的邀

请，一心投入到市武术协会的筹建

工作中。

当时，金华其他县市都已经成

立了武术协会，唯独我市无人牵头，

这导致我市武术活动难以开展、武

术人员参加省市比赛困难等。在这

种情况下，几位武术界的好友希望

他能出面牵头组织成立市武术协

会。

一开始，池庭有犹豫不决，认为

自己武术功底并不扎实，最后还是

在众人的支持下着手组建市武术协

会。

要 组 建 协 会 ，首 先 要 有 发 起

人。池庭有和几个常在一起练武

的人商量确定了 13 位发起人，囊

括 了 当 时 我 市 散 打、太 极 拳 各 流

派、木兰拳(械)、民间传统武术打罗

汉等武术流派的代表。经过半年

多的筹备，2006 年 6 月，市武术协

会成立大会召开，池庭有被推选为

主席。

如今，市武术协会已有 2500 多

名会员、300 多个武术健身站点、30

多家武馆武校。而协会成立之初只

有86名会员，这十多年的发展，可以

用“飞跃”来形容。在这其中，池庭

有作为第一届和第二届的协会主

席，功不可没。

成立武术协会之初，池庭有就

办了件大事——举办永康首届城

乡武术大赛。“这次比赛也算是摸

底，结果让我很惊喜。当时，报名

的运动员就有 448 名，少林棍、武

当剑、铁头功、铁砂掌等功夫一一

亮相，强大的群众基础，让我对我

市武术的未来充满憧憬。”池庭有

说，这次比赛还得到了省武术协会

副主席陈顺安的赞扬：“城乡武术

大赛在全省是首创，办得这么好真

不简单。”

在成功举办城乡武术大赛后，

池庭有就开始着手成立武术培训

班，为武术爱好者搭建交流成长的

平台。10 年来，共举办培训班 21

期，参加培训人数 3535 人。同时，

建立武术健身站 128 个（太极拳站、

木兰拳站），健身气功站 15 个，遍布

在我市城乡，且每个站点都由武术

协会骨干担任站长，免费教市民习

武养生、练武健身。

让人称道的是，市武协在不断

壮大的同时，不忘保护、传承我市民

间瑰宝——打罗汉。

打 罗 汉 是 我 市 民 间 传 统 武

术 ，已 有 300 多 年 历 史 。 由 于 历

史 原 因 ，在 池 庭 有 担 任 武 协 主 席

时已经到了濒临失传的地步。“我

组 织 力 量 进 行 挖 掘 整 理 ，请 老 拳

师 一 个 动 作 一 个 动 作 示 范 ，专 人

负责记录下拳术的动作和名称。”

池庭有说，他们共整理出 36 套徒

手 拳 和 28 套 器 械 套 路 名 称 。 同

时，还请少林寺武僧对 43 个村 85

名罗汉拳骨干进行 7 天培训。通

过 培 训 和 比 赛 ，为 我 市 武 术 瑰 宝

“罗汉拳”的传承培养起一批有生

力量。

在池庭有担任市武术协会主席

的 10 年来，共组织 1533 名运动员，

40 余次参加省内外武术比赛。其

中 ，2007 年 、2009 年 至 2012 年 、

2015 年，连续 6 届带领 606 名运动

员参加第五届至第十届浙江国际传

统武术比赛，获金牌 571 枚、银牌

524枚、铜牌206枚。

开展各项武术活动，推进我市全民健身

研究党史军史，传承红色基因

民俗专家学者到
方岩庙会采风

推动民俗类
非遗庙会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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