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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龚盈盈 文/图

本报讯 日前，稠城街道银苑社区开展“银龄闪耀
艺彩银苑”演出活动。整场演出由风华艺术团出演，绽
放银龄光华，赢得阵阵掌声。

现场，“稠动青年说”系列理论宣讲、走秀、传统乐
器合奏、萨克斯独奏、独唱等节目轮番上演，既有传统
文化的展示，也有现代元素的创新呈现，生动演绎了老
年生活的多样性和时代感。

据悉，银苑社区风华艺术团由辖区内爱好文艺的
老年人自发成立，有成员50余人，成立至今，已参加多
场大型文化活动演出。“社区将常态化组织兴趣娱乐、
知识学习等活动，丰富老年朋友的精神文化生活，倡导
大家学在一起、玩在一起、乐在一起，打破老年人群的
社交壁垒，构建具有银苑特色的文化养老圈。”银苑社
区孝心驿站相关负责人介绍。

银苑社区“银龄闪耀”

▢ 全媒体记者 陈洋波 通讯员 何国华

本报讯 日前，市文联越剧联谊会“越韵芬芳暖夕
阳”慈善公益创投项目会同市城市有爱公益慈善志
愿者协会，在市朝霞养老服务中心开展越剧表演、免
费理发等尊老爱老公益志愿服务活动，在寒冬时节
为老人们送去温暖。

当天，从清晨6点开始化妆做准备直至10点多演
出结束，市文联越剧联谊会的10余名会员为老人们献
上了精彩的演出。3名少儿会员身着戏服为爷爷奶奶
表演了越剧《王老虎抢亲·寄闺》《相思树·待郎归》等经
典节目，收获阵阵热情的掌声。

“为做好第四届‘善行孝义’慈善公益创投‘越韵
芬芳暖夕阳’项目，今年的志愿服务在越剧表演、越剧
培训等内容基础上，注重内联外接，整合社会资源，与
相关社会公益组织和爱心企业联手，服务内容呈多元
化、大众化态势发展，切实满足不同老人的服务需
求。”市文联越剧联谊会项目负责人介绍。

越韵芬芳暖夕阳

为丰富社区儿童课余
生活，近日，稠江街道香溪
社区组织开展“雪人不融
化，童心不长大”冬日雪景
彩泥DIY活动。

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
员准备了安全无害、易于塑
形的超轻黏土作为创作材
料。在老师的指导下，孩子
们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
力，创作出了一个个生动的

“雪中小屋”，在精美的作品
中感受冬日的美好。

全媒体记者 林晓燕 图

彩泥中的“冬日雪景”

▢ 全媒体记者 左翠玉

本报讯 日前，由市文旅局指导、义乌体彩中心主
办的微光公益行动走进上溪镇养老服务中心，为老人
们送去过冬必备的保暖用品，以及牛奶等生活营养品，
还联合市婺剧保护传承中心为老人们筹备了文艺汇
演，让老人们足不出户过了一把“戏瘾”。

“这一次微光行动，我们除了准备240多份羊绒袜
等保暖物资，更希望通过文艺汇演丰富老人们的精神
生活。”义乌体彩相关负责人说。

上溪镇养老服务中心有老人 200 多位，多为失
能失智者，平均年龄超过87 岁，最年长的已有102 岁
高龄，该中心在积极保障老人的生活护理外，也在
不断探索丰富老人的精神生活。这是该养老中心首
次迎来专业的婺剧演出团队，吸引了近百名老人到
场观看。

养老院里过“戏瘾”

▢ 全媒体记者 傅柏琳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城投集团获悉，我市第二届“城
投杯”网球公开赛将于明日在梅湖体育中心网球场开赛。

本届赛事由市文旅局指导，市城投集团主办，市梅
湖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市海希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承办。比
赛形式为双打，来自全省各县市的48对网球双打参赛者
报名。根据竞技水平，比赛分为精英组和同乐组，旨在搭
建学习平台，促进网球爱好者间的交流、沟通、合作，弘扬
体育拼搏、竞争、团结精神。

第二届“城投杯”
网球公开赛明日挥拍

银龄团队展才艺银龄团队展才艺

义乌非遗“圈粉”外国友人

““老手艺老手艺””在跨文化对话中焕新在跨文化对话中焕新

今年12月初，在我市举行的2024

浙江省第五届“国际创客”创业创新大

赛上，阿富汗姑娘丽娜和中国同学韦

子渊等共同研究的《朱丹溪中医药文

化国际传播》项目夺冠。“当时我还在

义乌工商职院读书，没想到，竟然和其

他留学生在义乌开启了非遗文化学习

之旅。”丽娜说。

该项目从留学生群体的视角，以

自媒体流量账号的方式，将朱丹溪中

医药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目前，在非遗文化的“加持”下，团队所

运营的账号在各大主流媒体平台收获

粉丝量超过106万人。

非遗项目在“出圈”的同时，也助

力所在城市打造自身的文化符号。“老

手艺”在跨文化对话中如何焕发新活

力？这成了我们探索的方向。

随着传统文化“圈粉”越来越多的
年轻人，非遗技艺逐渐出现在大众生
活中。实际上，非遗文化距离大众日常
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遥远。义乌素
有“文化之乡”的美誉，人文底蕴深厚，
历史文化悠久。截至目前，全市有各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186 项，其中拥
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3 项、省级
16项、金华市级56项。尝一杯红糖咖
啡、看一次中医，生活中这样的场景皆
属于非遗文化传承的一部分。

早在2017年，丽娜跟随经商的父
母来到义乌生活、学习，全家人一直居
住在鸡鸣山社区。“项目的灵感来自我
的一位校友，他是也门人。”丽娜说，此
前校友得了面瘫，在义乌经过中医针灸
治疗康复了。“我一直
记得他当时感叹
幸好在中国，
才 有 机 会

接受这样神奇的治疗方法。”
中医治疗不但“俘获”校友的心，

也激发了丽娜对义乌非遗的热情。
2022年，朱丹溪中医药文化成功入选
第五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进一
步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
影响力。于是，丽娜和其他在义乌的留
学生将镜头对准朱丹溪中医药文化，
把对非遗文化的关注置于外国人的视
觉和语境之下，为非遗文化的传播打
开新空间。

推进项目期间，在义乌工商职院
老师的指导下，丽娜和队友们走进中
医医院、医药馆等地，亲身体验中医药
文化的魅力。看一下舌苔、把一下脉
搏、按一下穴位，就能知道一个人的身
体状况和生活习惯，甚至可以判断出

是否存在相关疾病，中医特色诊
疗惊艳了团队所有人。镜头

中，来自十余个国家的外国

人排队就诊，“零距离”感受中医的望、
闻、问、切。“把一下脉就能知道我的身体
状况，Amazing（了不起）！”这群外国人
体验中医把脉后直呼“不可思议”，大家
认真地把真实感受反映在《朱丹溪中医
药文化国际传播》项目中，并且不忘向家
人、朋友甚至远在家乡的亲友好好讲一
讲在义乌的美好体验。

传统文化热，魅力无极限。鸡鸣山社
区生活着来自全球 74 个国家和地区的
1300余名外籍人士，社区多元文化交融
的氛围浓郁。丽娜说，社区经常组织汉语
培训、民俗体验等活动，自己和亲友越来
越适应义乌的生活环境。三年前，经过老
师鼓励，丽娜通过了茶艺师职业技能等
级考试，但她并不满足于此，还跟着传统
文化爱好者一起学书画、穿汉服，积极了
解义乌特色文化。在义乌生活近8年，丽
娜越来越自信了，徜徉在中华传统文化
的海洋里，收获了人生的新成就。

外国人看义乌非遗：Amazing！ 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非
遗为何能与外国友人，尤其是
年轻人建立起牢固的对话“窗
口”？文旅行业又如何做到与非
遗的深度连接，实现双赢？

矗立在鸡鸣山上的鸡鸣
阁，每逢假期，都会迎来充满传
统韵味的各色非遗活动，因此
也吸引了外国友人的目光。他
们表示，这样的体验让自己更
加热爱这座魅力之城。外国友
人兴奋地参与其中，手举着精
致美丽的花灯、栩栩如生的剪
纸，在光的“海浪”里，一个个手
工作品犹如夜空中的闪烁星
辰，与古风古韵的鸡鸣阁形成
别样的风景线。

不难发现，有的非遗项目
在“出圈”的同时，也助力所在
城市打造自身的文化符号。“老
手艺”在跨文化对话中如何焕
发新活力？有业内人士建议，游
客不仅是旅游目的地的观赏
者，更是参与者。首先需要玩出

“新花样”。传统技艺传承人需
要拥抱新设计、新平台、新市
场，争取为产品打造更多应用
场景，让传统技艺产品更好地
融入世界人民的生活。同时，也要加强传
统技艺的国际传播，充分运用传统技艺
资源，讲好非遗故事。

与时俱进的非遗项目，彰显创新赋
能传统的必要性，势必会成为年轻人的

“网红”玩法。在“新中式”旅游中，不仅可
以捕捉到当下东方美学的热潮，还生动
地展现出人们对民族传统文化更加自信
与热情。近年来，我市文旅部门高标准建
设“五馆一院一厅”公共文化设施，打造

“15 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以市文化
馆、非遗馆为例，持续举办“蒲公英”全民
艺术学堂，“非遗与你同行”“有凤来仪”
传统文化雅集等艺术普及活动，吸引市
民、外国友人走进场馆，体验包粽子、剪
纸、弹古琴等活动，用文化陶冶身心，享
受心潮澎湃的“文化之旅”。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拥有丰富的优
秀传统文化资源，但并非每个非遗项目
都被人们所熟知。据分析，一些非遗在
传统媒介渠道中因为表现形式单一、
表达方式相对枯燥，民众对其缺乏兴
趣，导致内容难以传播。“当越来越多
人传播非遗，我们希望非遗表演开始
出现大同小异的现象也能被清楚地看
到。”不少传统文化爱好者坦言，当市
民、游客遭遇审美疲劳，同质化严重无
疑会逐渐拖垮一项产业。部分网友也
认为，对于非遗传统技艺，要原真性保
护，更要创新性开发，注入现代活力以
盘活文旅资源，让非遗更好融入现代生
活，焕发出新的光彩，成为连接历史与未
来的文化纽带。

全媒体记者 傅柏琳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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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1 月，李子柒复出的同时，
再度带火“非遗文化”。《2024 非遗数
据报告》显示，过去一年，平台上国家
级非遗相关视频累计分享量同比增长
36%，平均每天有 5.3 万场非遗直播；
国家级濒危非遗相关视频数量同比增
长33%；“00后”和“60后”最爱看国家
级非遗相关内容。

义乌拥有2200多年的建城史，积
淀了丰厚的传统文化，形成了丰富多
彩的文化形式。当然，古老的非遗，也
可以很潮。我市中国传统首饰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周洋霞拜师学艺8
年，逐渐掌握编绳、失蜡铸造、花丝镶
嵌、金银细工等多项非遗技能。作为珠
宝品牌主理人及设计师，她的作品注
重传统韵味和现代设计相结合，走上
国内外的时装秀场，焕发出新的潮流
魅力，成为彰显文化自信的象征，让非
遗“活”起来、“走”出去、“绽”光彩。逾
古稀的龚金塔，是我市第三批非物质
文化遗产“金台拳”代表性传承人，如

今依然坚持打金台拳。我市加大非遗
传播普及力度，持续推动非遗等传统
文化进校园、进景区、进企业、进社区、
进礼堂，拉近了非遗与现代生活的距
离，距今“千岁”的金台拳，也在年轻人
群体中获得了新的认同和关注。

随着义乌文旅融合不断出圈，“请
你看浪漫的打铁花”“遇上非遗”等主
题表演时常亮相市域各大文化活动现
场。主题活动融合烟火气与艺术感，以
新视听手段展现非遗魅力、讲述非遗
故事，在一饭一食、一舞一曲中，演绎
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市井烟火气
与东方生活美学。逛非遗集市、看非遗
演出、品非遗味道，越来越成为年轻人
的假期新选择。关于“非遗热”的火爆
程度，在社交平台的分享内容中也能
感受到，从小红书发布的今年国庆旅
游数据看，搜索量最高的非遗项目中，
打铁花成为不少景区吸引游客眼球的

“显眼包”，火壶、皮影戏和漆扇也是搜
索量较高的非遗及民俗活动。

每年，有来自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超过1.5万名境外客商常驻义乌，全年
采购的外商超过 50 万人次。土耳其小
伙子当婺剧“练习生”，德国友人学武
术，秘鲁客商体验榨红糖……近年来，
一批义乌非遗进入国际社会视野，充
分彰显了中华文明的深厚魅力。同时
也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义乌、爱上义
乌，找到“家”的味道，促进不同文化之
间的相互理解和借鉴。

土耳其人阿里，今年 34 岁。2007
年，他来到中国读书，如今住在义乌，
是多个社交平台的知名文旅博主，努
力向世界各地的网友推广中国文化。
现代科技的发展，为非遗的国际表达
提供了新的可能。阿里在社交平台上
取名“歪果仁阿里”，通过短视频等多
样化的形式，将非遗魅力实时传递给
全球观众。距今500多年的婺剧、“义乌
拳头”招牌金台拳等非遗元素成为阿
里镜头里的“主角”，更好地扩大了非
遗的国际传播范围，增强国际影响力。

义乌非遗很古老，也很年轻

△△丽娜代表团队领奖丽娜代表团队领奖。。

▷▷中外友人在中外友人在
鸡鸣阁体验剪纸鸡鸣阁体验剪纸。。

△△外国友人体验中医药文化外国友人体验中医药文化。。

△△非遗馆里非遗馆里，，外国友外国友
人被传统手工制品吸引人被传统手工制品吸引。。

研学主题活动走进非遗馆研学主题活动走进非遗馆。。

俯瞰我市文化广场俯瞰我市文化广场

见义乌见义乌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