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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卢丽珍

本报讯 日前，浙江省文化和旅游
宣传推广信息中心、浙江省旅游协会、
浙江省餐饮行业协会发布了“味美浙

江·百县千碗”1000道风味美食名录，
义乌9道美食入选。

据悉，“味美浙江·百县千碗”风
味美食名录共包含热菜 650 道、冷
菜 150 道、小吃 200 道，义乌土肉圆、

宗泽火腿蜜枣、馒头焐肉、山粉大肠、
上溪牛杂汤、佛堂醋炒鸡、宾王咏鹅
煲、丹溪酒糟核桃羹 8 道热冷菜和小
吃东河肉饼入选。

据悉，“百县千碗”是浙江省大花

园建设“五养”工程的重要内容，被写
入省政府工作报告，是省政府的一个
重要品牌和一项利民惠民的民生工
程 ，是 新 时 代 浙 江 特 色 美 食 的 一 张

“金名片”。

我市9道美食入选浙江风味美食名录

▢ 全媒体记者 左翠玉

本报讯 近日，中国舞协
2023 年少儿舞蹈发展论坛在
河南郑州举行。来自全国各地
的舞蹈大咖齐聚一堂，我市舞
蹈家协会成员周旭光代表全国
少儿舞蹈创作和教育者发言。

此次论坛围绕“少儿舞蹈
教育与创作问题的反思与前
瞻”这一主题展开，聚焦创作和
教育如何提升，直面存在的问
题和弊端，助力中国少儿舞蹈
高质量发展。周旭光在发言中

提出，舞蹈归根结底是对人的
教育，要让舞蹈教育产生最好
的作用。她认为，舞蹈有着其他
学科不能替代的作用，是身、
心、灵的课程，是创造性的运
动。教育要从认识自己的身体、
爱护自己的身体、养成健康的意
识开始，这是一切教育的基石。
她提出，人的一生有身体运动智
慧中心、情感智慧中心、头脑智
慧中心三大智慧中心，而舞蹈恰
恰涉及了这三个智慧中心，希望
舞蹈课程及教学法能越来越完
善，帮助到更多的孩子。

义乌舞协成员登上
中国少儿舞蹈发展论坛

▢ 通 讯 员 何国华
全媒体记者 左翠玉 文/摄

本报讯 连日来，“点亮微
心愿 圆梦在永祥”古典舞公益
培训活动在稠江街道永祥社区
党群服务中心开展。

参加培训的 20 余名社区
居民拉着舞蹈老师黄晓静的
手，畅谈自己的习舞感想。黄晓
静已有35年舞龄，为中国舞协

认证教师、浙江省中级排舞教
练员、裁判员，具有丰富的教学
经验和舞台演出经验。她将为
社区居民提供 8 节课 16 学时
240人次的教学服务。

据悉，本次古典舞公益培
训是由义乌市儿童福利院党支
部认领稠江街道永祥社区“微
心愿”达成的一项文化共建活
动，活动从12月5日开始至12
月底结束。

永祥社区开展
古典舞公益培训活动

▢ 全媒体记者 龚盈盈

本报讯 日前，由我市各企
事业单位的 30 余名歌唱爱好
者组成的市总工会男声职工合
唱团，在市工人文化宫成立。

活动当天，相关负责人对
有关培训工作作讲解，合唱团
团员代表进行交流发言，并进
行歌曲《莫尼山》大合唱。“成立
合唱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
全市职工的艺术修养，丰富广

大职工的文化生活，为声乐爱
好者提供施展平台。”市总工会
副主席方洪说。

据介绍，职工合唱团是我
市职工文化建设活动的一个组
成部分，是提升义乌职工综合素
质教育、培养团队精神、增进相
互合作的一项重要举措。义乌市
男声职工合唱团由市工人文化
宫负责组建，成员通过全市基层
工会层层选拔产生，代表着我市
男声合唱的最高水平。

市总工会
男声职工合唱团成立

▢ 全媒体记者 林晓燕 文/图

本报讯 为丰富社区居民
精神文化生活，展现银龄别样
风采，近日，稠城街道孝子祠社
区举办了一期“秀出别样风采”
走秀培训。

本次培训主要针对中老年
群体，旨在营造老有所为、老有
所乐的社区新风尚。培训课上，
专业指导老师认真讲解走秀的

主要特点和基本动作，围绕走
姿站姿、形体仪态等内容向在
场学员耐心示范动作要点。学
员们伴着音乐反复训练，享受
走秀带来的自信和乐趣。

“虽然是短短的一节课时
间，但收获很大。”一位姓楼的
阿姨表示，“美丽不分年龄段，
我们这个年纪也可以表达个性
的一面，比如通过走秀可以展
现自己的自信和魅力。”

孝子祠社区
举办中老年走秀培训

2021 年 3 月，虞斌第一次翻
唱朱平的义乌方言作品《望子成
龙》，投稿到义乌电视台《同年哥
讲新闻》栏目，被选用播出，引起
了朱平的关注。朱平在自己的社
交平台将这个视频置顶。

今年2月23日，虞斌收到了
朱平编著的《义乌方言说唱》一
书，第一时间在社交平台进行了
推荐，并表达了对朱平的感谢。

翻开《义乌方言说唱》，里面
收录了44首由朱平创作、演出的
作品，表演形式多样，不但有义乌
方言说唱，还有小锣书、快板、电
视短剧、群口说唱、笑话故事和表
演唱、道情、小歌舞等。

朱平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和发
展义乌方言说唱。1970 年，他受

自己喜爱的上海方言说唱启发，想
用义乌方言来表演，却没有人教，更
没有剧本。于是，就自己拉二胡、写
剧本，碰到许多义乌方言说得出写
不出时，就用同音字代替。1989 年
10 月，朱平自编自演了《望子成
龙》，讽刺一味宠儿子却害了儿子的
现象。作品在参加金华地区首届曲
艺汇演中获创作一等奖、演出一等
奖，后来又在省第三届曲艺汇演上
获得优秀表演奖，一炮打响。

至朱平创作《半斤八两》时，义
乌方言说唱的演唱形式演变为手
拿竹板，边打边唱，伴奏器乐有琵
琶、二胡、大提琴等。伴奏音乐简单
悦耳，曲调是民间小调衍化而成。
唱词要求十分严格，一般 5 个字或
者7 个字，要押韵，讲求朗朗上口。

作词中，常大量采用民间常用的俗
语、谚语、歇后语，还有比喻，夸张
而不油滑。内容需切合时政，取材
于现实生活，能给人以亲切感，宣
传效果好。据记载，多年来，朱平参
加过各类演出一千多场。

“朱平老师是义乌方言说唱的
一面旗帜，无愧于‘义乌优秀民间艺
术家’称号，是我学习的榜样。”虞斌
由衷地说，义乌方言说唱接近于绍
兴莲花落，在表演形式、伴奏乐曲和
作词等方面，都由朱平引领发展至
今。12月1日，他在社交平台发布
了朱平原创的作品《抽烟的朋友听
仔细》，得到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金华道情代表性传承
人叶英盛的赞许：“唱出了韵味，唱
得好，有味道。”

推广义乌方言说唱获关注

▢ 全媒体记者 卢丽珍

本报讯 日前，由市文化和
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的“宋韵
琴辉”2023年义乌古琴精品展
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开幕。

古琴，也称七弦琴，是世界
上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至
今已有三千多年历史。古琴音
域宽广，音色深沉，余音悠远。
2003年11月7日，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宣布，
中国古琴被选为世界非物质文
化遗产。2006年被列入中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本次展览共展出古琴 20
余张以及制作古琴使用的工具
材料，以琴人、琴风、琴曲为主
线，展现古琴艺术的“前世今
生”。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12月
31日。

20余张古琴亮相市非遗馆

老曲翻唱，义乌曲艺火出圈
“也许，不知道哪一天起，你的乡

音就成了全网追捧的‘潮流’。”日前，
市文联微信视频号发布了一则长达5
分49秒的视频，取名《这调调太太太上
头了！》，视频内容为翻唱义乌方言说
唱作品《美化城市新天气》，受到了广
泛关注。截至昨日，视频累计播放量达
到20多万次，转发近6000次。

“真厉害，唱得很有味道。”“1963年
义中毕业后，一直在外地求学、从军、从
政，60年了，乡情不忘，乡音依然，感到
特别亲切……”连日来，广大网友在视
频下的互动留言十分活跃，再次掀起了
一股传播义乌方言说唱的热潮。

“义乌南门宿舍里，三楼住着杨飞
飞。杨飞飞，真伶俐……”随着一段颇具
义乌地方特色的小调响起，抑扬顿挫而
又节奏感十足的义乌话唱响《美化城市
新天气》，仿佛品尝一道美味的小菜，让
人欲罢不能。穿着时髦的“杨飞飞”不听
劝阻乱倒垃圾废水，最终害人又害己。
末尾，还不忘对“杨飞飞”们进行一番劝
诫，既点明了主题，又从社会教育方面
进行了升华。闻之者无不点头，道一句

“讲得好！”
“这首义乌方言说唱作品由义乌曲

艺界著名艺人朱平老师创作，他曾经在
很多场合表演过，我这是老曲翻唱。”演
唱者、市音乐家协会打击乐专委会会长
虞斌说。

“记得第一次在义乌剧院听到这个
节目，旁边一位大哥笑得上气不接下
气。现在 30 年过去了，段子依然不过
时。”对此，网友“康桥清风”记忆犹新。

既是老曲翻唱，也是传承发展。
为了唱好这首作品，虞斌做足了准

备，他认真学习揣摩了朱平的表演，“我
是廿三里街道华溪村人，但演唱时学的
是稠城腔调。在演唱过程中，根据故事
的情节发展，在眼神、表情和动作等方
面都加入了情感表达，这样更能引起观
众的共情。”

受虞斌邀请，市音乐家协会吉他专业委员会
会长喻云飞在一旁弹吉他伴奏。“相比传统的乐
器，吉他的音色与虞斌清亮而又带点磁性的声音
融合度更高，也更受中青年人群的欢迎。”喻云飞
说。

说起与义乌方言说唱的渊源，虞斌坦言，作为
一名土生土长的85后义乌人，自己是在婺剧和道
情等传统文化的熏陶中长大的，从小便喜欢打婺
剧鼓板，高中时便买来朱平的VCD进行学唱，“很
多曲调听到过一两遍，就能把谱子扒下来。”2006
年，他从衢州学院音乐教育专业毕业，进入一所小
学任教三年后，离职回家做生意。此后，音乐和曲
艺便成了他的兴趣爱好，成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一有空暇时间就沉浸其中。

2019年，虞斌以“小钢炮”“小钢炮直播”为名
在抖音等社交平台分享自己的生活日常和兴趣爱
好，其中大部分为义乌方言作品，吸引粉丝量超过
10万人次，观看量超过806.1万次，是义乌小有名
气的“网红”。

“我的粉丝基本上来自义乌及周边县市，年纪
从20多岁到七八十岁都有。”虞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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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2 日上午，朱平受邀
参加义乌方言说唱创作表演交
流会，与市曲艺家协会、音乐家
协会的文艺骨干、一批热爱义乌
方言的民间爱好者围坐一起交
流创作。

“在观看了大家的现场表演
后，朱平老师进行了教学点评。”
喻云飞介绍，“他说，义乌方言说
唱是一种有固定曲式的表演形
式，表演时要紧密结合‘唱’和

‘演’，缺一不可。他还建议表演
不必仅仅局限于乐队伴奏的形
式，同样的词，可以结合不同的
曲艺形式进行再加工，表演爱好
者们可以根据自身实力情况酌
情选择。”

“这个会议对我们启发很
大。”虞斌说。自今年开始，他利用
自己的专业知识，自编自唱了不
少义乌方言作品，赢得越来越多
粉丝的称赞。

“开车的朋友听仔细，遵守交规
靠自己……”11 月 18 日，虞斌发布
了自己的原创义乌方言说唱作品

《开车的朋友听仔细》，得到了“香香
名店”等众多网友的表扬：同年弟，
唱得十八力。

12 月 14 日，微信视频号“文艺
义乌”发布了虞斌改编的义乌方言
歌曲《胡里白空喜欢侬》，又收获了
一波好评。“这是根据歌曲《莫名我
就喜欢你》改编而成的义乌方言
版。”采访中，他直言：义乌曲艺无论
是改编还是创作，难的不是演唱，而
是对义乌方言文化、历史的掌握。

“就像歌曲《莫名我就喜欢你》中的
‘莫名’两个字，是无法说明的意思，
用义乌话怎么说，我就颇费了一番
脑筋。想来想去，第一个‘莫名’，我
翻译成义乌方言‘派空’，第二个‘莫
名’，就翻译成了‘胡里白空’。”

“以后我只要有空，就会把《义
乌方言说唱》书里的内容好好学习，

等我都学会了，一定唱给你们听。”
虞斌坦言，只要义乌群众喜欢，自己
就会一直用义乌方言唱下去，为传
承和发展义乌传统曲艺贡献力量。

“为了深化义乌作为‘中国曲艺
之乡’的提升工作，市委、市政府高
度重视，也给予了政策支持。在这样
良好的大环境下，我市各传统曲种
蓬勃发展，与北方曲艺实现了艺术
融合，曲艺人与音乐、舞蹈等艺术界
人士实现了跨界合作，这些都为我
市各曲艺作品破圈‘翻红’奠定了坚
实基础，类似艺人‘小钢炮’的新方
言说唱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市文
联党组成员、义乌市中国曲艺之乡
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张旦
萍说，“市文联、市曲协将谋划曲艺
新品牌，创作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
新作品，推动更多曲艺人到更高的
艺术平台崭露头角，进一步将‘中国
曲艺之乡’这块金字招牌擦亮！”

全媒体记者 左翠玉 文/图

义乌传统曲艺不断融合发展

在社交平台推荐《义乌方言说唱》。虞斌（左）与曲艺人金寿正一起唱道情。

义乌方言说唱创作表演交流会收获颇丰。

《美化城市新天气》表演视频画面。

公益培训课现场公益培训课现场

培训现场培训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