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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商报小记者，看精彩大世界。11 月
7 日周六上午，义乌商报金牌小记者走进
位于义乌文化广场的义乌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展示馆参观学习，了解非遗项目，感
受非遗魅力，传承非遗文化。

据介绍，到目前为止，义乌有非遗项目
143个，其中国家级非遗项目2个，为义乌
红糖制作技艺和义乌道情，省级非遗项目
14 个。为了充分展示义乌非遗项目，让义
乌非遗文化发扬光大，代代相传，去年 12
月，义乌非遗馆正式开馆，对市民开放。

非遗馆以“义乌精神”为主线，充分挖掘
义乌城市发展脉络，将城市发展与文化发展
有机结合，以“生生不息”为主题，分设“序厅”

“一人∙义乌之源”“一街∙生息之所”“一心∙关
怀之力”“一坊∙传承之里”“尾厅”六大单元，
将义乌非遗的前世今生娓娓道来。

在义乌非遗馆解说员贾老师的带领
下，小记者们与家长一起走进非遗馆内，开
启了一段难忘的非遗之旅。走进序厅，首先
看到的就是一个巨大的“红糖鎏金”雕塑装
置，雕塑自下而上旋转而升，如同层层红糖

流淌，由跳动不息的文化脉搏之精华凝聚
而成，流向四方 ，展现了义乌生生不息的
文化力量。

往里走，在“一人∙义乌之源”单元内，
可以看到成排的木活字元素造型墙，立体
生动地展示了义乌国家级、省级、市级非遗
名录，包括义乌木雕、十八腔等，以及颜乌、
傅大士、宗泽与火腿等传统历史故事。而在

“一街∙生息之所”中，非遗馆则还原了义乌
的民间街巷，通过投影、硅胶人、触摸框互
动桌面等方式，让小记者们切切实实置身

于当年的民巷中，感受道情曲苑、锣鼓班、
迎龙灯、百子灯等传统习俗，重回过去。

与其他地区“博物馆式”的静态展现方式
不同，义乌非遗馆通过图片文字、实物展示、
历史影像、场景还原、视听播放、手工体验等
多元表现形式，让古老的非遗在现代“活起
来”“动起来”，具有生动贴切的真实感。

参观结束，小记者们与家长一起，分头来
到自己感兴趣的非遗项目展区，进行深入学
习和体验，零距离感受非遗魅力，度过了非常
有意义的一天。 陈红盛 文/图

感受非遗魅力 传承非遗文化

义乌商报金牌小记者走进非遗馆参观学习
今天又到了周末，我们小记者

要一起去义乌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展示馆参观学习。你知道非遗馆是
干什么的吗？其实我也不知道。想
知道答案吗？现在就请你跟着我们
小记者团的脚步，一起来了解非遗
馆的前世今生吧！

我们大家来到目的地，一进门
我们就看到尚文好学4个大字，我
的理解是：要崇尚文化，好好学习。
我还看到了一个金灿灿的建筑物
造型，它的外形像极了倒悬的滑滑
梯，讲解员阿姨对我们说：“这个可
不是滑滑梯哦，这个是我们义乌最
有名的特产红糖刚出锅的样子。”
我们兴奋极了，原来红糖诞生时
的样子是这样的，真是太神奇了！

随后，我们又走进义乌道情
馆，讲解员阿姨对我们说，这可是
一门以前盲人谋生养家的手艺哦！
因为那时候没有电视，也没有手

机，晚上老百姓都会很无聊，盲人
就拿着一根用竹子做的管子敲打
起来“唱新闻”。传说八仙之一的张
果老常常背着一个道情筒，倒骑毛
驴云游四方宣唱道情，劝化渡人。

我们还来到了婺剧盔帽展示
区，一想到婺剧我就想起了一首诗

“生且净末颜百态，字正腔圆唱古
今”。后面，我们又陆陆续续看到了
很多义乌的特产，如义乌南蜜枣、
义乌火腿……墙上还有一些非常
漂亮的义乌剪纸，真是让人看得眼
花缭乱。

听贾老师说，非遗馆展示的这些
都是义乌的非遗产品和项目，是义乌
传统文化的代表。我作为新义乌人，
这些都是第一次听说。看来这个世界
需要我们学习的东西真的太多太多
了，我愿意跟着小记者团的队伍，继
续探索这个精彩的大世界。

青口小学406班 朱依诺

义乌传统文化魅力无限

今天，我作为商报小记者要去
参观义乌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
馆。义乌非遗文化带给我无限的遐
想，到底有哪些项目被列入义乌非
遗文化呢？

当我们走进展馆，首先映入眼
帘的就是一个非常醒目的表示义
乌特产红糖出世时状态的艺术品，
它气势宏伟、非常奇特。一下子把
我们所有小记者的目光都深深吸
引了。红糖是由甘蔗制成的，需要
经过很复杂的过程。首先要把甘蔗
榨成汁，然后放入大锅中进行熬
制，一口锅接着一口锅，边熬边搅
拌，经过一道道复杂的工序，最后
甘蔗汁变浓稠了再出锅冷却，才能
变成红糖。这个过程要经过好多人
的辛勤劳动，所以义乌人特别珍惜
来之不易的传统美食，而义乌红糖
制作技艺也名不虚传列入了国家
级非遗项目。

再往里面参观，我看到了一个
穿着打扮很精致的人物画像造型。
一开始，作为我们新义乌人来说根
本听不懂，以为是京剧，可是通过
讲解员介绍，我才知道原来叫婺
剧，俗称“金华戏”，是浙江省地方
戏曲剧种之一。它以金华地区为中
心流行，因为金华古称婺州，所以
就叫婺剧。看着这个奇特行头的装
扮，我真想穿上这些衣服也来感受
一番婺剧的魅力。

接下来，我被一道美食深深地
吸引了——金华火腿。大家都吃过
金华火腿吧，但是你们知道它的由
来吗？且听我细细道来：火腿相传于
北宋，北宋抗金名将宗泽战胜返乡，
乡亲们争送猪腿让其带回开封慰劳
将士，因路途遥远，乡亲们就撒盐腌
制猪腿肉以便携带。因腌制成的猪
腿肉色红似火，便称之为火腿。每逢
过年的时候，我妈妈也会用金华火
腿肉给我们煮上一盘香喷喷的菜，
真的是回味无穷。说到火腿我已经
口水直流。

通过这次参观，让我们了解到了
义乌丰富多彩的非遗文化，感受到了
非遗文化带给我们的独特魅力！让我
们新时代的新义乌人同老义乌人一
起，把义乌非遗传统文化代代传播下
去吧！

幸福湖小学401班 游哲程

丰富多彩的
非遗文化 上周六上午，我们小记者要去

参观义乌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
馆，之前就听说那里有许多有趣的
非遗项目展示，真是越想越期待。

讲解员贾老师告诉我们，义乌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共有143项。
走进非遗馆，首先看到的是一个金
黄色的像龙卷风的奇特造型，这是
什么呢？贾老师让我们去思考，小
记者们你一言我一语，怎么也猜不
出来。贾老师解释说，这就是义乌
红糖在刚出锅时流泻的抽象形状
和诱人的颜色，而义乌红糖制作技
艺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可以说是义
乌非遗的典型代表。

再往里走，展示的则是义乌名
人的典故，有颜乌的传说、宗泽与

火腿的故事、傅大士的传说，还有
朱丹溪和骆宾王、义乌兵抗倭传奇
……让人感受到义乌文化的厚重。

义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
有名，除了被评为国家级的义乌道
情和义乌红糖制作技艺，还有很多
被评为省级、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如东河肉饼、百子灯等。非遗馆
参观学习活动，让我更深入地了解
了义乌丰富多彩的非遗文化，同时
还知道了一些义乌的风土人情。在

“义乌十八腔”展区，我们还现场学
了几句义乌的土话、方言：“塞过
米”“侬好”“十八力”，真是越说越
有兴趣，不知不觉中度过了一上午
的美好时光。

实验小学510班 李乐

参观非遗馆

今天，我们小记者来到义乌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参观学习。
解说员贾老师带着我们走进非遗
馆，里面有各种各样我从来没见过
的东西。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义乌道
情。据了解，义乌道情为一人或多
人自打自唱。道情的音乐，其唱腔
和伴奏的特点是六多：以句末音、
花音装饰音多，长音、微滑音多，连
白带唱多，与伴奏声韵互为交替。
还有非常精彩的轿夫吹打班，轿夫
吹打班是一支非常长的队伍，中间
的人抬花轿，听说古代的时候花轿

里面还坐着新娘子，新娘子身上穿
着漂亮的衣服，可美了呢！期间，我
又看了其他非常棒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展示，比如东河肉饼、走
高跷、义乌红糖、抬阁跷、婺剧传统
脸谱、南蜜枣、义乌拉面等等，据说
义乌一共有143个非遗项目，多种
多样，丰富极了！

参观快结束的时候，陈老师要
考我们几个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和
义乌土话方言有关，比如“塞过米”

“中塞”等，我根本听不懂。我决定要
学义乌话，才能证明我是义乌人。

稠城三校201班 胡静雅

奇特的非遗文化

上周六，我们小记者来到义乌非
遗馆参观。没错，非遗馆就位于被称
为义乌红房子的文化广场负一楼。

走进大门，首先看见的是一个
以红糖水被舀起来的一瞬间为灵
感设计而成的红糖鎏金雕塑，非常
有动感。往里走，可以看见一排排
方块做成的墙，上面记录了“朱丹
溪中药文化、义乌道情、义乌红糖”
等。两边的墙上有：颜乌的故事、傅
大士的传说、宗泽故事以及火腿的
来历等。再往里走，就进入一个叫
尚武勇为馆，里面详细记录了当初
戚家军和义乌兵抗倭的故事。比起
故事更吸引我的是里面展示的武
器：罗汉叉、戚家刀、戚家剑、方天
画戟、青龙偃月刀等，看得我是热
血沸腾！仿佛拿着这些武器跟着戚

家军一起上战场杀敌！
继续往里走，能看见一个大舞

台，舞台上播放着各种义乌民间的
非遗项目。舞台的两边是一个个独
立的非遗项目展示区，走进其中一
个火腿坊，看着挂在墙上的仿真火
腿，口水都要流一地了……我们轮
番参观完后就是自由活动时间，我
们都朝着自己喜欢的展区跑去，想
赶快“亲身体验”一回。

非遗馆除了周一闭馆，其他时
间都是免费开放的，想来的小伙伴
都可以来逛逛，了解我们义乌的非
遗文化。因为这里每天都会有不同
的非遗项目传承人在现场展示，特
别是周末的日子，所以，有空一定
要到非遗馆逛逛。

开发区学校603班 贾毅涵

探寻非遗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