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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街道积极推动婺剧传承保护和发展

婺韵流芳谱写传统文化新篇章
在江南街道这片土地

上，古老的婺剧似一股清泉，
在岁月长河中潺潺流淌，滋
养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

在这里，人们对婺剧怀
有深厚的情感。祖祖辈辈传
承下来的热爱，让婺剧在这
片土地上深深扎根。如今，
江南街道大力发展婺剧，吸
引并培养了众多市民加入婺
剧传承保护与发展队伍，使
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在新时
代焕发出新光彩。

“我们已经学完了《穆桂英挂帅》的

一个完整唱段，下个月就要结业了。”日

前，江南街道戏曲班学员朱卓祎说，为

提高演出水平，学员们有时会去综合文

化站上课，有时会去江南街道山门头村

演出。

据悉，江南街道戏曲班于 7 月 25 日

开课，每周四下午上课，学员是江南街

道各工作片干部和社区干部。戏曲班

教学内容包括戏曲身段、戏曲唱腔等。

戏曲培训班的开设，不仅提高了大

家对婺剧的认知度和欣赏水平，也为婺

剧的传承保护和发展培养了更多优秀

人才。

“以前对婺剧只有一个模糊印象，戏

曲培训班的开设，让我们能从更专业的

角度了解婺剧，以后宣传起来也更有底

气。”朱卓祎说。

一直以来，江南街道以传承保护和

发展戏曲文化为己任，广泛开展婺剧培

训，在中小学校、社区学校等地开设婺剧

班，让全民学婺剧的氛围愈发浓厚。

“龙川学校马上就要举办婺剧文化

节了，到时候会有 200 多名学生上台表

演。这几天，校方每天都在抓节目排

练。”市戏曲协会理事、中月山门头婺剧

团团长章燕南介绍，龙川学校以“婺剧

进校园”活动为契机，于 2017 年开设了

婺剧班，每周两节课，学员从一年级到

六年级全覆盖。教师进修附属中学、永

祥小学等学校也主动邀请婺剧老师进

校开展长期培训，让学生近距离感受婺

剧艺术的魅力，激发学生对家乡优秀传

统文化的热爱。

如今，婺剧这一古老的传统艺术已

在江南街道生根发芽。

未来，江南街道将进一步加强婺剧

文化的宣传推广，提高婺剧的知名度和

影响力；不断培养和引进优秀的婺剧人

才，为婺剧的发展提供人才保障；持续完

善婺剧文化设施，为群众提供更好的观

演和交流环境；深入推动婺剧创新发展，

让婺剧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

彩。

以培训为模式 全民婺剧氛围浓厚

婺剧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丰富的

表演形式，为人们提供了高品质的文化

享受。为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

需求，江南街道每年都会拨出一笔专项

资金，用于婺剧的传承保护和发展。

今年上半年，全国夏季“村晚”示范

展示活动在山门头村举行。其中，丰富

的婺剧曲目是一大亮点。婺剧通过直

播镜头走进全国观众的视线，华丽的服

饰、独特的唱腔和耀眼的舞台让“戏曲

之乡”的名字走向全国。

与此同时，江南街道深挖婺剧传统

特色优势，在山门头村举办了“我们的

村戏”清风雅韵——永康市首届婺剧戏

迷大赛、“婺韵流芳”永康市婺剧摄影大

赛等活动。众多戏迷朋友全副武装，在

乡村舞台上同台竞技。摄影师们的长

枪短炮捕捉了其中的精彩瞬间，通过线

下展览更广泛地进行传播。

日前，在江南街道百镇共建结对单

位武义县柳城畲族镇的“客‘畲’青青柳

色新”共富百花会舞台上，婺剧《一对紫

燕双双飞》赢得阵阵喝彩。这不仅是对

婺剧演员精彩表演的认可，更是婺剧跨

地域文化碰撞交流的生动体现。

此外，在江南街道传统节日杨梅节、

竹笋节等文旅活动的舞台上，大家也能

见到婺剧身影。江南街道还不定期组织

下乡演出，扩大农村学员群体，通过以演

带学、边演边学，让学员在短期学习中积

累舞台实践经验，提振演出信心，提升

学员传承发展婺剧的积极性。

以活动为载体 以演带学激发活力

以剧团为亮点 深挖资源振兴乡村
“我们剧团引入了 3 位国家一级演

员，逐渐打出名气。”11 月 26 日，章燕

南说，中月山门头婺剧团自成立以来，

凭借高质量的演出迅速打开市场，在

金华及周边地区赢得良好口碑，戏约

不断。

“我们的演出档期基本要提前两

个月预约，春节前的演出档期现在基本

已经排满。”章燕南介绍，春节后的两三

个月，剧团行程也已初步确定，将在温

州、兰溪等地演出。

在江南街道婺剧蓬勃发展的进程

中，剧团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百年前，山门头村村民自学婺剧开

始走穴表演，逐渐发展出许多剧团。婺

剧演出也成为村民的收入来源之一。

“在我小时候，永康的戏曲非常繁

荣。有一次，连续举行了七八天的‘百

团汇演’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方唱罢

我登场’，那叫一个热闹。”章燕南说，见

识过辉煌，也经历过没落，如今又见证

婺剧崛起，让她感慨万千。

近年来，借着各项政策的东风，婺

剧 成 为 江 南 街 道 的 一 张 特 色 文 旅 名

片。江南街道被评为省“戏曲之乡”。

山门头村重新搭建婺剧舞台，组织培训

班，成为远近闻名的婺剧村。

作为“戏曲之乡”，仅有爱好者还

不够。江南街道创新民营婺剧团扶持

发展机制，有效弥补了缺少剧团支撑

的短板。

如今，江南街道拥有中月山门头

婺剧团这样一支专业的婺剧演员队伍

和一批优秀的婺剧创作人员，成为推

动婺剧发展的重要力量。接下来，江

南街道将充分发挥婺剧文化优势，深

入挖掘资源，打造特色品牌，丰富旅游

业态，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朝着共富

目标不断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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