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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傅柏琳 文/摄

本报讯 近日，我市“有情有
义·戏润万家”民间戏曲团队选拔
赛在义乌剧院举行。24支民间戏
曲团队擂台竞技，展开激烈角逐，
引得观众阵阵叫好。

此次选拔赛由市文广旅体
局、市婺剧促进会主办，围绕婺
剧、越剧剧种，挖掘优秀民间戏曲
团队，提升戏曲艺术水平，丰富基
层群众文化生活。

戏台上，各支戏曲团队轮番
登台献艺，点燃戏曲激情。戏台
下，众多戏迷沉醉其中，尽情感受
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赤岸镇前
川村 87 岁的王樟虎和三位同样
热爱戏曲的老戏迷，当天一早搭
乘公交车，花费一个多小时赶来
观赛。“虽然路途辛苦，但能看到

这么多精彩演出，我们觉得太值
了！”王樟虎说。为回馈热爱戏曲
的观众，市婺剧保护传承中心自
成立以来，年均保持“送戏下乡”
超 200 场，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
看戏曲演出。

经过激烈角逐，义乌市后宅
街道戏曲联合会脱颖而出，荣膺
金奖；义乌市群民艺术团、阿君婺
剧团获银奖；义乌菲音艺术团、昌
华婺剧团、江滨民间戏曲联谊会
获铜奖。

记者从市文广旅体局获悉，我
市目前注册审批的民间戏曲团队
超50支，举办了首次民间戏曲团
队“打擂台”活动，获奖团队和优胜
团队将被纳入义乌市年度“送戏下
乡”活动候选白名单。届时各镇街
可按需选择演出团队，将优秀戏曲
演出送到基层群众身边。

我市24支民间戏曲团队
同台竞技

▢ 全媒体记者 林晓燕 文/图

本报讯 近日，一场以“法润童
心 清廉同行”为主题的活动，在我
市察院厅廉洁文化教育基地举行。
活动以“清廉文化参观+模拟法庭
实践”的形式寓教于乐，让少年儿
童沉浸式了解和感受新时代的监
察文化、廉洁文化，传承乌伤文脉。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义乌历
史上的廉吏有几十位，明朝龚一
清便是其中之一……”在讲解员
的引领下，大家以听介绍、看展陈
等方式，了解这位历史先贤的廉
洁事迹。工作人员还在展厅内设

置了“廉政知识问答”“找一找清
廉符号”等互动环节，大家踊跃参
与，在答题中进一步加深对清廉
文化的理解。

随后，活动进入备受学生们
期待的模拟法庭实践环节。在专
业律师的指导下，换装后的几位
学生代表化身“小法官”“小律
师”，完整模拟庭审流程，“零距
离”感受法律的威严与公正，进一
步树立法治信仰。

在最后的“普法知识小课堂”
上，专业老师以互动问答的形式
普及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法律知
识，现场气氛热烈。

法润童心 清廉同行

▢ 全媒体记者 王佳丽

本报讯 日前，中国书法家协
会公布了 2024 年度入会会员名
单，我市楼之东名列其中，成为中
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这也是十余
年来，我市再次有书协会员加入
中书协。

作为“90后”的楼之东，自幼
学习书画艺术。从唐代欧阳询《九
成宫醴泉铭》到魏碑的临摹，继承
传统、与古为徒，这也为他的书法
之路奠定了坚实基础。与此同时，
他开拓创新，将碑学之厚重端庄

与帖学之秀丽灵动相融合，习古
而不泥于古，追求高古雄浑、典雅
洒脱之正大气象的理念，为他的
参展草书注入了灵魂。

“倪元璐杯”全国行草书展、
“墨林珍选杯”书法篆刻展、“禹王
杯”大禹文化书法大展、“卫夫人
奖”全国书法篆刻作品展、全国书
法篆刻作品展览……短短几年，
楼之东已参与全国书法展（赛）超
百余次，斩获各类奖项六十余次。

截至目前，义乌市书法家协
会已培育出省级会员69人、国家
级会员22人。

义乌新增
1名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静水流“声”唱义乌

一对音乐“老搭档”的乐韵乡愁
“你自秦风踏浪而来，岁月浩荡铺开，颜乌孝道承千载，良俗善举依旧在；你从乌伤传奇中来，义字镌入胸怀，红色基因融血脉，忠义家国心

澎湃……”每一句歌词，都唱出“情义”的味道；每一声曲调，都荡漾峥嵘的情怀。近日，这首由义乌本土音乐人许静生作词、新义乌人及知名音

乐人范加军作曲的《义乌义》已进入录音阶段。这首融合义乌“六义”精神、传递时代主旋律的新歌，将于近日正式发布。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故事，而总有人把这些故事写成歌。作为义乌本土音乐创作“老搭档”，许静生擅长以饱满细腻、充满情怀的文笔创作

歌词，范加军擅长从专业角度切换曲风。一词一曲，一文一唱，两人的默契配合，为义乌这座城市带来了音乐传奇。

“春风轻轻吹过……”1983年，15岁的
少年与父亲带着原创歌曲《春风》参加了县
城的比赛，这是许静生记忆中第一次作词
的经历。“我父亲是倍磊小学的音乐老师，
也是我的启蒙老师。”许静生说。他再次提
笔作词，已相隔三十年。

许静生是个狂热的写作爱好者，高中
时就加入了义乌市文学工作者协会（现为
义乌市作协），常给《枣林》《中学生导报》

《语文报》等报刊投稿，并时有小作品发表。
1987年他参加工作成为老师，1991年来到
义乌市环卫处。这之后，他在单位办起杂
志，并先后出版了三部散文集《为爱生活》

《幸福阳光》《我是环卫人》。
2014年，许静生被借调到市五水共治办

负责宣传工作时，接到了一个任务——创作
两首与水文化有关的原创歌曲。“作词没问
题，但作曲我真的不会。”正在许静生发愁之
际，他偶然结识了范加军，没想到一拍即合，
两人首次合作便默契创作了《五水共治 美
丽义乌》《义乌江，母亲河》两首歌。一个作
词，一个作曲，两位音乐人相见恨晚。

范加军出生于安徽省阜南县王堰镇的
一个农村家庭，从小喜好音乐。他从井冈山
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毕业后，为了陪伴父
母，毅然来到义乌闯荡。一开始，他在义乌

某琴行当声乐老师。后来，他拜金华市音乐家
协会主席李改芳为师，学习作曲，在音乐专业
领域更加精进，并成为知名音乐人。

“我表达的歌词，他能很快意会，并创作
出令人惊艳的曲谱，是个很靠谱且优秀的搭
档。”许静生说。而范加军认为，许静生作为土
生土长的义乌人，能用文笔细腻精准地表达
义乌的风土人情和故乡情怀。

此后，他们又合作创作了许多“群众歌
曲”，题材来自身边人、身边景、身边事，如义
乌三部曲《大美义乌》《相约义乌》《爱在义
乌》，公益歌曲《你一直在我们身边》《光照》

《相亲相爱一家人》等；为李祖村、七一村、马
畈村等几十个村谱写村歌，歌曲广为传唱。
他们还为义乌商人创作了一首《永远的家》，
每当义商回归，熟悉的旋律总能带来温暖的
亲切感。

2018 年，由中共义乌市委宣传部出品，
义乌市音乐家协会监制的《唱响义乌》音乐合
辑第一辑发布。其中，由许静生作词、范加军
作曲的《鸡毛来兑糖》《义乌江，母亲河》《相约
义乌》三首歌曲均入选其中。在这对音乐老搭
档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义乌这座城市新旧
与内外之间的默契融合。

“一年365天，我们几乎有300天在一块
儿，至今第十二年了。”许静生笑谈。

一拍即合，文艺青年谱写义乌情怀

你家乡的文化礼堂是否有属于自己的
村歌？你会唱家乡的村歌吗？关于这些问
题，李祖村的孩子们最有发言权。“捧着时
光的经卷，阅读千年的积淀，色彩斑斓蝴蝶
旋，笑看环绕的群山……”去年，李祖“村
晚”现场，十几位村里的小朋友上台合唱李
祖村村歌《千年李祖如春天》。稚嫩的童声
融入乡愁情怀，使得短短几分钟的演绎收
获了热烈反响。

“李祖村每年村晚都会唱村歌，这是对
我们创作歌曲的认可，更是对乡愁的传
承。”范加军告诉记者，他常去李祖村教村
民们唱村歌。长辈带着晚辈一起学唱村歌，
是乡村夜晚最浪漫的场景。

《千年李祖如春天》是许静生和范加军
共创的义乌村歌之一。他们自2015年起合作
创作村歌，首支作品《悠悠上谷情》诞生于赤
岸镇上谷村。随着文化礼堂在乡村普及，村
歌逐渐成为文化礼堂标配，二人自此深入田
间地头采风，持续创作出系列村歌作品。

走过缸瓦陶房铺就的缸窑村，于是创
作了《窑火红了梦想》；踏过融合文旅新业
态的马畈村，于是成就了《禄马湖畔》；走过
充满乡土民情的官塘下村，于是谱写了《幸
福的歌唱》。“每去一个村采风，我都会寻找
词眼，就是能表达地方历史文化和风土人
情的东西。我们只有直接去村里体验和了
解，有了灵感，才能为歌词注入灵魂。”许静
生表示。

在谱曲方面，范加军也有独到见解。他

认为，新时代的村歌就要根据村庄特色确定风
格，比如七一村结合党建元素，融合主旋律的
美声曲风；李祖村适合民谣曲风，易学易传唱；
马畈村旅游属性比较强，适合热情欢快的风
格；大陈镇宦塘村酒香四溢，适合中国风曲风。

“新时代的村歌讲究个性，不仅要接地气，易传
唱，还要一村一特色，风格鲜明。”范加军说。

在村歌创作中，许静生与范加军总是默
契十足，很容易达成一致。先采风，后作词，再
谱曲，他们半个月就能创作出一首村歌。值得
一提的是，他们共创的村歌还获得了许多奖
项，比如马畈村的《禄马湖畔》获得金华市第
三届村歌大赛创作演唱银奖；缸窑村《窑火红
了梦想》、九如堂村《并起肩膀向明天起航》均
获得义乌市第四届村歌大赛金奖。截至目前，
他们共同创作的村歌已有70多首。

除了村歌外，他们还创作了许多镇街、部
门的主题歌曲，比如为佛堂所作的《快来佛堂
好好嬉》、为上溪所作的《云溪嫂》、为福田所
作的《爱不够我家乡》、为市总工会所作的《幸福
从劳动中来》、为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所作的《蓝
色的梦想》等，充满了地域特色，而且
紧扣镇街热点元素。这样的原
创佳作也为地方文旅添
了一把力。

艺术乡建，悠扬村歌唱出百姓乡恋

在AI浪潮的洗礼下，中国流行音乐开
始了新尝试。

“我不会作曲，但AI能帮我筛选曲风，
调整节奏。”去年，许静生初尝AI作曲，虽
无乐理基础，却借助AI实现了音乐创作。
如今他已能熟练运用AI工具进行创作。

“我会在抖音直播间播放歌曲小样，有
歌手想合作时，根据歌手的声线、演唱风
格，线下找李筱君重新编曲，或者让范加军
帮忙扒谱。”许静生表示。作为义乌音乐制
作人，李筱君对许静生有着高度评价：“许
老师是我喜欢合作的歌词作家。他的歌词
源自生活，文字优美，总是以情动人。他才
思敏捷，写作速度很快，一直在不断输出。
希望我们的合作能带来更多好作品。”

一个手机支架、一对耳机、一个话筒，
是许静生直播时必备的设备。每到晚上 8
点半，他的抖音直播间热闹非凡。据悉，他
的个人抖音账号拥有5000多个粉丝，已发
布488个抖音作品，收获5万多点赞量。“我
会拿歌曲小样在直播间播放，许多网友表
示喜欢听我的歌，感觉很欣慰很开心。在直
播间播放义乌本土歌曲，也是宣传推介家
乡的一种方式。”许静生说。

据统计，许静生通过AI创作的关于义乌
歌曲的小样有《乌伤的浪漫》《幸福的义乌》

《爱上这座城》《鸡鸣山的夜晚》等。其中，《爱
上这座城》的MV还获得了义乌市首届“‘义’
年四季 乐享绿地”短视频大赛一等奖。

“AI虽然方便，但很死板。它最大的缺陷
就是常常会把多音字唱错，而且唱歌没有感
情，最终还是需要专业音乐人和歌手进行二
度创作。”许静生表示。目前，他的《望天》《别说
找不到》等四首AI原创歌曲已在抖音找到歌
手合作，其中三首歌正在线下重新录制与制
作。“在抖音播放原创歌曲，既能推广自己的
家乡，又能让更多优秀的歌者来演绎义乌本
土歌曲。这也为我后续的音乐创作积蓄了动
力。”许静生表示。

许静生与范加军认为，好的歌曲需要无
数次打磨与锤炼，才能成为精品。此前，他曾
创作了一首关于佛堂的歌曲《决战云黄之
巅》，由他作词，李筱君作曲。“最后一句歌词，
我怎么改都觉得太平了。”许静生说，当时经
过反复揣摩和朋友建议后，把最后一句歌词
改为“所向披靡，谁与争锋”，让这首歌摆脱了
平实，最终更加积极向上、心潮澎湃。

全媒体记者 王佳丽 文/图

冲浪弄潮，AI时代探索音乐新方向

▢ 全媒体记者 傅柏琳

本报讯 昨日，2025 年市文
化馆“义起来学艺”全民公益学堂
夏季班开启报名通道，推出适合
不同年龄段人群的主题课程，丰
富百姓群文生活。

为了让更多群众走进艺术课
堂，市文化馆整合多方师资，共开
设 3 个年龄段课程，分别为针对
6—14 周岁青少儿群体的“花开
四季”系列课程，针对 20—55 周
岁群体的“蒲公英”系列课程，以
及针对50—68周岁群体的“蒲公

英”乐享银龄系列课程。
目前，“蒲公英”全民公益学

堂报名时间为6月5日至6月8日
17时30分。市民可按以下流程报
名，通过微信搜索“浙里文化圈”
小程序登录，按“浙里文化圈—艺
培—线下课程—输入‘义乌市文
化馆’—选择线上报名”。“花开四
季”系列课程报名通道将于 6 月
15日至6月21日开启，上课时间
为 7 月 2 日至 10 日。需要注意的
是，每人限报两门课程。预报名成
功学员于上课第一天持身份证原
件及复印件，进行现场确认报名。

全民公益学堂夏季班报名启动

演出现场演出现场

现场参观现场参观

歌手在李祖村演唱村歌歌手在李祖村演唱村歌

许静生拿着话筒直播许静生拿着话筒直播

官塘下村官塘下村的村歌的村歌

范加军与许静生在少儿春晚合作范加军与许静生在少儿春晚合作

范加军教李祖村孩子们唱村歌范加军教李祖村孩子们唱村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