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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非遗节目闪耀香江
《九狮图》《十八蝴蝶》赴港展演

个性化的彩绘脸谱、服饰，手持双槌整

齐有力敲击，伴随着强烈的节奏和吼声、不

断变换阵型，这是广东潮汕地区的非遗表

演《英歌舞》。磅礴大气的表演给现场观众

带来了强烈的视听震撼。

“我们英歌队成立已有十年，在延续先

辈套路打法的基础上，我们进行逐步改良

创新，设计新的打法，使节奏气势更为强

烈，让舞蹈更契合‘中华战舞’的称号。”英

歌舞项目领队陈坍鹏介绍，改良的目的是

为了吸引更多年轻人，有了年轻人加入后，

传承就不再是难事。越来越多新思想的交

融也能让非遗得到多元化创新，形成良性

循环。

同样清一色年轻人的团队还有来自广

东珠海的三灶鹤舞。表演者身着鹤衣，模

仿鹤的各种姿态进行表演。“临门”、“啄

吃”、“洗嘴”⋯⋯鹤的生活习性被演绎得惟

妙惟肖。脱下鹤衣后，站在眼前的都是来

自珠海各学校的中小学生。“传统正式的鹤

衣有 4 公斤重，我们对道具进行轻量化改

良，使它更适合青少年学习使用。”领队邓

爱珍是该项目的首个“女鹤”，在她的努力

下，如今一批批“小鹤”成长起来。

九狮图副领队胡一康感触良多，“我们

《九狮图》整个道具重达 850 公斤，单个大狮

子重量就约有15公斤，一般青少年还可能被

拽着走，更别谈长时间高强度拉线。”在他看

来，此次展演收获颇丰，“我们也可以尝试将

狮笼打造为一个缩小版，让青少年先学手法

和技巧，后续再增加强度，达到传承水平。”

目前，我市有非遗项目展演类 42 项，其

中国家级的有五项（《九狮图》《十八蝴蝶》

《方岩庙会》《鼓词》《醒感戏》）。此前，《九

狮图》《十八蝴蝶》等非遗节目已分别在法

国、新西兰、新加坡等国家地区，及杭州亚

运、央视星光大道等大型活动、节目中进行

文化交流。

走出去，既可以对外展示永康传统文

化魅力，打响永康传统文化金名片，在不同

艺术文化的交融碰撞中，还能不断提升向

内创新力，助推非遗发扬保护工作。“我们

鼓励永康非遗项目多走出去，并且走得更

远，我们也将通过搭建交流平台将各地优

秀的非遗项目请进来，促进我市非遗在交

流中不断提升传承力和影响力，打造具有

永康辨识度的文化标识。”市文化和广电旅

游体育局党委书记、局长施一军说。

融媒记者 施俊涛

9月28日至29日，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九狮图》和《十八蝴蝶》受邀参加由香港啬色园与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非遗办事处、
黄大仙民政事务处联合举办的“贺国庆75周年 啬色园非遗荟萃彩灯节”活动，与来自全国各地的23支非遗代表团队同台交流展
演。两日来，我市非遗演出团队轮番带来9场精彩表演，为香港市民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送上一份中国民间传统艺术文化大餐。

9 月 28 日下午，随着四根长号齐

声响起，锣鼓钹声激烈袭来，我市非

遗节目《九狮图》正式开始表演。狮

笼后，11 名拉线演员跟随鼓点快慢，

有节奏地对 38 根纤绳或抽或送。在

他们的精准控制下，狮笼前一派欢

腾。三只狮子在狮王带领下，时而上

下翻腾，时而左右飞舞，狮架上的四

只小狮整齐来回，七狮同舞的场景让

观众目不暇接。正当大家还在寻找

剩下的两只狮子时，大狮子昂头一

跃，撞开绣球，球内两只小狮子徐徐

爬出，不仅给现场观众制造了惊喜，

也将现场氛围推至高潮。

“真的没想到，球里面藏着两只狮

子。小狮子看着很可爱。”香港市民刘

秀英一边比划着狮子模样，一边不时

竖起大拇指连连称赞。第二天，她又

提前来到表演场地，占了个好位置，并

且连看三场，还直说不过瘾。

香港土生土长的陈玉银也是第

一次看《九狮图》，更是觉得相见恨

晚，“非常高兴看到这么精彩的节目，

而且它的历史这么悠久，真让人惊

讶。”

看完激情阳刚的《九狮图》，《十

八蝴蝶》在轻柔轻快的音乐中登场。

由演员扮演的十八只蝴蝶伴随着花

神在舞台上翩翩起舞，时而扑腾翻

飞，时而振翅嬉戏。演员们以整齐优

美的舞姿将蝴蝶姿态演绎得惟妙惟

肖，展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给香

港市民、游客带来了江南文化的柔美

体验。

“观众们太热情了，看得出他们

是真的喜欢。”演出间隙，团队成员告

诉记者，正是香港观众的真挚反馈，

给演员们带来无限的动力，使得他们

每场演出都有使不完的“牛劲”。

“我有注意到你们每场演出都吸

引很多市民驻足，演出之前他们也都

十分期待，很多市民还希望同你们打

卡留念。”香港啬色园行政总裁冼碧

珊表示，永康的非遗演出效果完全超

出管理层的预期。

一场传统文化的视听盛宴

精彩绝伦的演出效果引得现场

观众直呼过瘾，当中还有不少在香港

学习生活的永康人。他们从表演中

感受到的是一份来自家乡的慰问厚

礼。

在香港理工大学就读的永康学子

胡彤彤逛游园时，发现来自家乡的非遗

节目，让在异乡求学的她倍感亲切。“很

自豪，也很感动，我眼泪都差点掉下来

了。”第二天，她又拉着另外几名同学去

观看演出，推介家乡优秀的节目。

“我很小的时候在永康看过，距

今已有几十年。现在能在香港看到

这个节目，真的太棒了。”在香港打拼

生活大半辈子的香港永康商会会长

钱火雄十分激动，他还不忘在老乡群

里分享“娘家”送演的好消息。他的

举动点燃了不少在港永康人的思乡

之情。

远嫁香港的芝英人应怡萍看到

消息后，第一时间带着孩子赶到现

场。“我无论如何都要过来捧场，很为

家乡感到骄傲。”她说。

“我们黄大仙祠内有一个牌坊，上

面写着‘金华分迹’。”冼碧珊介绍，金

华是黄大仙的故里。在她看来，邀请

永康非遗来香港表演，更像是关系融

洽的家人聚会。“希望可以继续邀请永

康市以及浙江省的非遗到香港来，同

香港市民一同分享。”

一封情怀满满的立体家书

自展演行程确定以来，《九狮图》

和《十八蝴蝶》两支表演团队持续进

行高强度排练。他们不仅要求演出

时表情状态、队形位置等细节把控到

位，还特地对演出道具进行全面翻

新，力求节目呈现最完美的效果。

《九狮图》的道具个头重，部件多，

组装时间长达三小时。为不影响清关

和组装，道具提前半个月就发往香

港。9 月 27 日，团队成员上午 7 时便

出发赶赴香港。候机期间，演员们吃

着小麦饼，复盘着近期排练中出现的

小状况，作最后的完善。为确保万无

一失，他们原计划抵港后利用晚上时

间完成道具组装。不料遇上飞机晚

点，落地香港已是交通高峰期，等他们

放好行李后，已接近22时。面对新情

况，队员们第二天提早赶到演出点，最

终在演出前三小时完成道具的组装和

调试，“抢”回充足的候场时间。

《十八蝴蝶》作为永康市民熟悉

的民间艺术舞蹈，演出通常在固定的

舞台场地进行。团队在完成首场演

出后发现，舞台前方就是黄大仙祠的

园区，部分非遗团队演出结束后还会

在园区进行巡游。

“园内彩灯荟萃，游人如织，如果

在园区进行巡游演出，可以达到更好

的展示效果。”领队李景马上召集所

有演员临时排演了一段巡游舞。凭

借演员们丰富的演出经验和多次因

地制宜的改编经验，团队马上商议出

将《十八蝴蝶》舞蹈中的穿插式动作，

及经典的“大飞”“沉飞”进行糅合整

编，现场仅用了十分钟就改编出一套

优美的花蝶巡游舞。在后续场次表

演中，《十八蝴蝶》从台上飞下观众

区，再飞入霓虹彩灯间，临场“加戏”

给观众带来另一番梦幻观感。

一次化被动为主动的应变考验

《九狮图》表演现场 《十八蝴蝶》表演现场

一个非遗交流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