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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1岁学艺到 21岁登台，从自办剧团演出到传承保
护传统民乐，70多年来，省级非遗项目“丽水吹打”代表性
传承人周官友将一片痴心交给了“吹打”事业，致力于守
护传承这一极具丽水特色的民间曲艺。

与“丽水吹打”结缘

在市区一栋不起眼的老旧居民楼里，我们见到了耄
耋之年仍然精神矍铄的周官友。

周官友出生于上世纪 30年代，他的老家梅田村坐落
在田园牧歌般的多彩桃园莲都仙渡乡。

在文娱资源匮乏的年代，这里的人们普遍爱听曲，学
器乐，拥有浓厚的传统曲艺氛围。也许是受周遭环境的
影响，少年周官友就表现出了对曲艺的痴迷和对民乐的
情有独钟。

父亲周银昌是典型的乐器迷，“他会二胡、京胡、竹笛等
多种乐器。”周官友搜索脑海中关于父亲的记忆，涌现最多
的还是父亲把玩乐器的画面。“他的手很巧，二胡、京胡都是
自己做的，材料自己到山上采，抽取棕丝做胡琴的弓弦。”

耳濡目染之下，周官友 11 岁时已能听懂音准的好
坏，“有段时间常常半夜被父亲音不怎么准的二胡声惊
醒，我忍无可忍，推开他的房门一把拿过胡琴就拉了起
来。”不知是潜移默化还是天赋秉性，周官友第一次拉就
有模有样。周官友从此与民乐结下了不解之缘，“从那时
起，我在心里暗暗下决心，一定要把乐器学好，一定要超
过父亲。”

带着这样的目标，周官友开始了自己的学艺之路。
没有专业的乐器，那就自己动手做；没有练习演奏的场
地，就到村里平坦又开阔的晒谷场；不会认专业的曲谱，
就在本子上用方言当音标自制乐谱。

在周官友 21岁那年，当时的丽水县文化馆木偶剧团
到梅田村下乡演出，乐队“正吹”陆百良的高水平演奏深
深地吸引了周官友，“我悄悄跑到后台去听，看到做工精
致的二胡时馋得口水都快流下来了，再三恳求陆老师把
二胡给我试拉一下。”

就这么一拉，文化馆的周樟树、叶永金两位老师对周
官友刮目相看，“年纪轻轻能有这样的技艺非常难得。”惜
才的两位老师将周官友的情况向文化馆领导做了汇报，
1958年 10月，周官友被丽水县文化馆正式录用，成为了
木偶剧团的一名吹打乐手。

进入专业科班的周官友如鱼得水，他抓住一切机会
琢磨、提升自己的技艺，没有机会就创造机会。“有的老师
不太愿意传授，我就软磨硬泡。”回忆自己学艺的历程，周
官友忍不住哈哈大笑。

刻苦钻研之下，周官友的乐器吹打技艺得到了巨大
提升，小鼓、手鼓、胡琴、笛、箫……几乎所有的传统乐器，
周官友都信手拈来，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比父亲学得更

好的梦想。

吹打声响遍处州大地

1962 年，由于种种原因，木偶
剧团被迫解散，周官友又回到

了家乡梅田村。演奏生涯虽
然暂时停歇，但他对戏曲

的痴迷和对民乐的喜爱
却从未放下。

1963年，梅田村
办起了“丽水吹打”
文艺宣传队，凭借
着在文化馆期间
学到的吹、拉、弹
等技能，周官友
众望所归地成为
了业务骨干。他
又拾起了心爱的
乐器，投入到文艺
宣传队的工作中

去。
完整的“丽水吹

打”乐队班子由正吹、

副吹、锣手、鼓板手、二胡手组成，宣传
队没有足够的人手，周官友就挨家
挨户拜访村里的几个文艺爱好
者，做思想工作，最终拉着他们“入
了伙”。

落实好了演职人员，接下来就是
紧锣密鼓的排练工作。

排练过程中自然也免不了遇到许多
困难，前期虽然筹备了一定的资金，但相较
于“庞大”的开销而言，这些资金远远不够。

为了节约资金，周官友亲手制作演出用的
乐器和道具。“利用排练休息时间，一点点做。”
这些自己制作的演出道具和服饰，周官友没有拿
过村里一分钱的误工补贴。

队员们白天干农活，晚上排练。
当时的农村条件艰苦，没有电灯，排练的村祠堂里

闪烁着昏暗的煤油灯光，周官友找到大队支书，想办法
找来了照明条件更好的汽灯，让排练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在大家的努力下，文艺宣传队办得有声有色、红红火
火，“我们排练了《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杜鹃山》等当时
流行的剧目。”周官友说。

宣传队在各地巡回演出后很受群众欢迎，剧目一经
出演就走红了。“记得在西乡碧湖演出的第一站是行基
村，周边的村民看后都赞不绝口，后来就一个个村轮流着
演。”周官友对当时的“盛况”记忆犹新，“每年都到周边县
市演出，很受欢迎。”

“丽水吹打”的乐声就这样随着文艺宣传队伍的脚
步，飘荡在处州大地的角角落落。

希望更多人来传承与守护

改革开放后，传统曲艺表演一度迎来了发展的“黄金
期”。借着这股春风，1983年，周官友和同村的周官高、周
官善共同出资，办起了属于自己的剧团。

经过三人的努力，剧团逐步进入正轨，演出机会越来
越多，口碑也越来越好。

“我们演出到过很多地方，有次在云和，县里派人过
来找我谈，夸我们剧团正规、专业，表演艺术能力强，打算
次年与我签协议，长期留在云和演出。”

那段时间可能是周官友最为意气风发的日子。
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们的文娱活动不

再单一，逐渐增大的办班压力扑面而来，让周官友不得不
解散了剧团。

时代的浪潮浩浩荡荡，“丽水吹打”的传承也与许多
传统文化一样，不可避免地陷入后继乏人的传承困境之
中，“感兴趣的人少了，愿意学的人自然更少了。”聊起“丽
水吹打”的现状，周官友叹了一口气。

2012年，在文化主管部门的关心和支持下，“丽水吹打”
成功入选第四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2018
年，周官友也成了这一非遗项目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虽然鲜有后继者了解涉足，但幸运的是，周官友的儿
子周仓标，在父亲的熏陶下，加入以父亲周官友为代表性
传承人的非遗传承中来。

“丽水吹打乐作为莲都区民间最具代表性的乐种，历
史悠久，源远流长，入选省非遗名录，可以使它得到更好的
传承，有助于弘扬丽水优秀的传统文化，让‘非遗’拥有更
好的未来。”莲都区文化馆馆长、非遗保护中心主任周雅慧
这样说道。

如今，每当有非遗保护中心安排的下乡演出，周官友
的儿子周仓标都会随父亲一同前往，不单为了照顾父亲，
也是为了学习：“‘丽水吹打’的技艺凝聚着我们丽水先民
的智慧与文化，应该要传承下去。”周仓标这么解释自己
随父亲学习“丽水吹打”的初衷。

“能让更多人看到‘丽水吹打’，让非遗项目变得更
好，我个人累一点，有什么关系呢？”周官友如是说。

如今的周官友，已是四代同堂，曾孙辈中年龄大的已
经 12岁了。子孙满堂，承欢膝下，对一位老人而言无疑
是最值得欣慰的事。欣慰之余，周官友也有自己的一份
期冀：“我想让更多的人来学‘丽水吹打’，把文化传承下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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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标注的曲谱

墙角一隅放置的乐器

下乡演出

荣誉证书

周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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