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乙巳蛇年，我们迎来了第一个“世界非遗
版”春节。

年味是什么？
我们所追寻的“年味”，是代代相传的仪式

感。从除夕夜的守岁、吃年夜饭，到正月初一的
拜年、放鞭炮，再到元宵节的赏花灯、猜灯谜，文
化传统在一个个具体的细节中实现了极富仪式
感的传递。

年味也藏在丽水各地举办的春节活动中。
祥龙翻腾起舞，醒狮欢腾跳跃，年味在烟火中升
腾；戏曲轮番上演，展览博人眼球，年味让佳节
底蕴更丰厚。它们各具特色，各美其美，如同一
股强劲的“春”潮，让涌动在人们血脉中的文化
力量被再次唤醒。而我们对这些传统活动浓烈
的热爱，正是对春节文化最有力的回应。

文脉赓续处，年岁有新声。
在丽水这片被历史和文化滋养的土地上，

传承与创新交织，古韵与新风融合：穿行古城街
巷，跟着“公主”巡游，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博大精深；步入千年古镇，欣赏一场非遗
与文保深度融合的展演，尽情地“向过去要未
来”；置身博物馆，领略剪纸艺术，与文物隔空对
话，触摸历史的悠长厚重；载歌载舞的包山花鼓
戏，寄托着百姓的淳朴心愿，也将浓浓年味撒向
村庄各个角落；在“侨乡中国年”，当不同肤色的
孩子一起拍照、收红包，春节文化便从“被了解”

“被看见”进阶到“被体验”“被热爱”……一系列
富有创意和地方特色的春节活动，不仅让人们
在欢乐中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和生命力，更
在内心深处感受到文化力量的鼓舞和震撼力。

“年味游”的火热，是传统文化回归的生动
注脚。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与中国传统
年俗的“双向奔赴”，让大家在沉浸式欣赏之余，
感受“非遗”魅力，体会有“年味儿”的民族情感
和记忆。

瞧一瞧春节的色彩，听一听春节的声音，品
一品春节的舞步。让我们一起，在“非”常有

“遗”思的年俗文化中，拥抱活色生香、有滋有味
的幸福中国年。

（首席记者 陈炜芬/文）

在浓浓年味中
感知文化魅力

“镂金作胜传荆俗，翦彩为人起晋风。”作
为春节非遗的代表，剪纸承载着团圆、喜庆与
希望。

蛇年春节，松阳县博物馆里，“人间理想，
‘纸’此松阳”剪纸艺术主题展正在举行。一进
馆，人们就被浓浓的年味所包裹。在一幅幅剪
纸作品前，大家或驻足观看，或拍照留念，脸上
满是喜悦和惊叹。火红的配色，喜庆的氛围，
让这里很快成为春节期间的热门打卡地。

“早在春节前两个月，我们就开始设计、创
作这些作品。”怀着对传统的敬畏和对创新的
期待，松阳花绽民宿主理人张战平策划了此次
艺术主题展。和传统剪纸“符号式”的寓意不
同，此次剪纸以写实的手法，与版画艺术相结
合，融入文化与旅游元素，将松阳老街的特色
店铺、非遗美食、茶饮和民俗在纸上逐一展现，
生动“讲述”松阳的独特图景和千年魅力。

每幅剪纸作品，不仅展现着艺术家的匠心
独具，也传递出地域文化的独特韵味。比如，
老街上的徐记煨盐鸡、非遗馆等，此刻都以一
种全新的形式进入人们的视野。为了打造沉
浸式观展效果，这些剪纸作品被当作大型装置
艺术来布展，如作品中王景状元饼店的大门，
高达 2.5 米，“观展者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
受。”张战平介绍道，作品按照春节的时间线为
顺序，融合松阳传统年俗文化和老街景观建
筑，从除夕开始，到正月初一拜年、出门迎春祈
福、迎灶神，紧接着是山边马灯、松阳高腔展
演，最后以正月十五的板凳龙闹元宵收尾。

值得一提的是，作品将不同空间、时间的
物象进行组合，这便有了元朴艺术空间的大院里，那顿热气腾
腾的年夜饭，以及亮亮打铁铺前，那场热烈激昂、气势不凡的
板凳龙舞表演。

新春伊始，人们一起在形式美和艺术美中，解锁“纸”的浪
漫。

（首席记者 陈炜芬 通讯员 叶梦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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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宁畲乡古城举行的“畬乡古城 公主巡游”
特别活动，在乙巳蛇年新春掀起了一阵“最炫民
族风”。

暖场环节呈现的是充满趣味性、艺术性和观
赏性的竹竿舞。随着音乐的节奏，竹竿时而开、
时而收，发出“砰、砰”的清脆声。畲族姑娘们在
快速张合的竹竿间上下跳跃，展现着优美的舞
姿，演绎出灵动的舞蹈。此时，人、竿、乐、舞完美
相融，绘出一幅生动多姿、充满活力的画面。

人群中，两个“财神爷”捧着金元宝闪亮登
场，不断说着“恭喜发财”。大家见状，纷纷上前
合影，还不忘摸一摸金元宝，乐滋滋地对着身边
亲友道一声“发财！发财！”

在畲族三公主的带领下，一群身着华丽盛装
的畲族姑娘翩然起舞。穿梭在畲乡古城的石板
路上，每一步都踏着历史的回响。巡游期间，人
们不仅能欣赏到绚丽多彩的畲族服饰，还能聆听
婉转悠扬的畲族山歌，领略精湛的畲族彩带编织
技艺，以及龙接凤、摇锅、畲族婚嫁等畲族习俗。
与其说这是一场巡游，不如称作一次穿越时空的
邂逅。

璀璨生辉的畲族头冠、华美绚丽的畲族凤凰
装，是畲族文化和民族认同的鲜明标志。“这里的
畲族风情浓郁，体验感和氛围感都特别好，下次
我要带朋友一起来。”在畲家招婿环节，来自温州
的游客刘敏幸运地接住绣球，当了一回“新郎
官”，还在现场学唱起畲族山歌。

巡游结束后，不少游客穿上美丽的畲族服
饰，体验了一把“畲族公主”的幸福。穿梭在古城
的大街小巷，游客们打麻糍、织彩带，开启一场入

乡随“服”的旅拍，既有意思又有意义。
在畲乡，感受畲族文化之美，邂逅这片土地独有的民族浪漫。

（首席记者 陈炜芬 通讯员 吴卫萍 留李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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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戏不成年。
对于遂昌人来说，看大戏是春节必不

可少的娱乐项目。
正月初四一早，遂昌县平昌广场上，

一串串大红灯笼高高挂起，传递着浓浓的
年味。戏迷们早早搬来板凳，翘首以盼。
不一会儿，这里已是人山人海，广场也被
围得水泄不通。

“风调雨顺，民安国泰，祥云拥瑶台……”
婉转悠扬的唱腔，拉开了“民星大拜年”新
春广场文化系列活动的序幕。紧接着，铿
锵的鼓声响起，《文武八仙》《大宋巾帼》等
经典剧目接连登场。演员们身披华服，倾
情演绎，带来一场华丽的视听盛宴。

一唱一和余音绕梁，一招一式尽显功
底。戏台上，演员精湛的演技、扎实的唱
功将一出出剧目演绎得引人入胜，一颦一
笑间，将人们带入独特而美妙的戏曲世
界。戏台下，孩子们骑在父亲的肩膀上，
好奇张望；老人们笑意盈盈，脸上浮现出
幸福模样；年轻人则拿着手机，不时按下
快门，记录精彩瞬间。他们或坐或站，看
得津津有味，掌声不息，喝彩连连，过足了

“戏瘾”。
好戏一台接一台。“我从小就喜欢看

戏，过年这几天广场特别热闹，舞台布置
得精致唯美，演员们演得传神动人，很有

感染力，大家看得都舍不得散场呢！”这个春节，戏迷周信
杰在家门口乐享文化大餐。

“民星大拜年”新春广场文化系列活动，已连续举办十
余年，是遂昌最具地方特色的群众文化品牌之一。今年春
节期间，遂昌县文化馆共组织了 24场新春广场文化系列
活动。其中，初二到初七是戏曲类节目，初八到正月十五
是综合类表演，可谓是“好戏不停，惊喜不断”。

过大年，看大戏，让蛇年春节更有年味、文化味。
（首席记者 陈炜芬 记者 朱敏 通讯员 黄绮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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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初三，欢乐祥和的氛围，溢满大山
深处的缙云县大源村。在这里，一场盛大
的迎龙活动，舞出了乡村年味。

随着一阵激昂的锣鼓声，威风凛凛的
板龙盘旋舞动，威武的龙头高高扬起，直冲
云霄。只见龙身紧紧环绕，形成一个巨大
的圆，犹如一条巨龙盘踞在大地之上。龙
须随风轻轻飘动，更添几分灵动与神气。
此时，呐喊声、欢呼声此起彼伏，村民们的
目光一刻也没有离开板龙。

要说最扣人心弦的环节，非神龙摆尾
莫属。彼时，龙尾左右快速摆动，龙身弯弯
曲曲，时而回首摆尾，时而卷成一团，迤逦
而行，将现场的气氛推向了新的高潮。到
了拉龙环节，村民们喊着整齐划一的口号，
拉着板龙大步奔走，整个村子沉浸在一片
喜庆之中。

大源板龙代代相传，距今已有 300多年
历史。此次制作的板龙长达 120余节，由全
村合力完成：龙头、龙尾由村里负责，龙身
则由家家户户自行制作。龙头挂着 24盏花
灯，上面刻画着二十四节气，每节龙身各以
一盏色彩斑斓的花灯点缀。

“大源的板龙蕴含着书法、绘画、剪纸
等诸多民间艺术。其中的花灯制作就需要
十多道工序，上面刻画着梅、兰、竹、菊以及
其他符号，寄托了村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褚志平是负责制作的村民之一。在他
看来，这条板龙的制作过程，凝聚着当地百

姓的智慧和力量。令人欣喜的是，许多学生也参与学习这
项传统民俗技艺，其中就包括“00后”大学生王凯乔：“跟着
老师学习板龙制作非常有意义，之前参加过舞龙，制作确实
是第一次，我很感兴趣。”

板龙的“再现”，不仅是一场视觉盛宴，更是一次文化传
承。当这条“龙”在空中飞舞时，我们感受到村民对传统的
坚守和热爱，“是乡情的凝聚，更是年味的诠释”。

（首席记者 陈炜芬 记者 汪峰立 通讯员 章镇丽 王
卓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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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年春节，莲都区碧湖新城以“向过
去要未来”为主题，开启了一场传统与现
代交织的文化盛宴。无数游客涌入这座
拥有千年历史的古镇，在非遗与古建筑
的交响中，体验别具一格的“文化中国
年”。

上赵村，作为春节活动的起点，以一
场充满乡土气息的“四季村晚”拉开了序
幕。白天，年俗市集里糖画的甜香飘荡，
游园会中，孩童们欢笑着追逐嬉戏，热闹
而温馨；夜幕降临，村民自编自演的舞龙
与街舞同台竞技，婺剧与流行音乐交织共
鸣。这场由村民唱主角的晚会，既让城里
人找回了儿时的年味，也赋予了乡村文化
焕发新生的契机。

漫步至上街沈氏宗祠，“碧湖·赶行”
展览如一扇窗，打开了古镇的商贸记忆。
鱼灯化作光影装置，竹编技艺与现代展陈
相得益彰，古时的“行日”场景与新城商贸
风貌隔空对话。游客手持“赶行地图”，在
AR技术的导引下，仿佛穿越时空，跨越千
年，感受古老商脉的传承与创新。这个展
览迅速走红社交媒体，成为新春最热的文
化打卡地标。

在沈家邸这一省级文保单位里，非遗
与古建筑的深度对话如火如荼展开。丽
水鼓词的悠扬旋律在百年老宅中回荡，木
偶戏在雕花窗棂前翩翩起舞，布龙与鱼灯

穿梭于青石板巷。游客们通过参与财神送福、戏曲变脸等
环节，体验到了游玩的乐趣。一位参与木偶戏的小朋友兴
奋地说：“原来传统文化这么有趣！”这种互动式的文化体
验，将观赏与参与紧密结合，让传统文化的魅力在当代焕
发光彩。

莲都区文广旅体局负责人表示，未来，莲都将以碧湖
建筑群为载体，利用数字技术赋能与沉浸式体验，让文物
不再是冰冷的陈列品，而是可以触摸、可以感知的鲜活记
忆。借助科技的力量，文化得以流动与传承，历史的重音
与未来的期许在这片土地上深深共鸣。

新春的碧湖，古老街巷生机勃勃。在这里，传统不再
是只供观赏的旧物，而是过去与未来之间的纽带。这座古
镇，用创新的方式诠释着传统，让千年文化在新时代的光
辉下重新焕发出璀璨光芒。

（记者 徐子涵 通讯员 蒋佳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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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山环抱中的庆元城，仿佛被红灯笼串成
一条流光溢彩的珠链。正月初二清晨，随着廊
桥飞檐挑起的第一缕晨光，市民广场上突然响
起震天的锣鼓声——来自松源、濛洲、屏都街
道的 7 支舞龙舞狮表演队齐聚一堂，为这座

“中国廊桥之乡”注入了浓烈的新春气息。
“咚咚锵！咚咚锵！”下午 2点，松源街道

的金龙率先破云而出，龙首昂扬，金鳞闪烁，与
濛洲街道的彩色祥龙交颈盘旋。尤为醒目的
是濛洲女子舞龙队——38名身穿红衣的女子
组成的队伍踩着鼓点跃动，手中的游龙时而低
伏如潜渊，时而腾空如飞升，红绸翻飞的瞬间
如流霞般绚烂。

“快看龙抢珠！”人群中爆发出欢呼声。只
见屏都街道的青鳞巨龙凌空摆尾，龙嘴追逐着
滚动的绣球，在二十余名壮汉的默契配合下，
珠引龙游竟走出“2025”的祥瑞轨迹。围观群
众举着糖葫芦踮脚张望，孩子们骑在父亲肩头
拍着手，市民吴少鹃一家人在现场举着手机连
声叫好：“这才是过年的精气神！”

作为庆元县“和和美美过大年”春节文化
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舞龙舞狮表演
恰是非遗薪火相传的生动注脚。舞了 20年龙
的女子舞龙队队长朱小兰甩开红绸笑道：“我
们全队 38 个姐妹都是‘美丽帮帮团’的志愿
者，想通过旋转的龙灯，把邻里互助的心意转

进千家万户。”她身后，7支队伍正以竞技姿态切磋舞艺，既有
古法“游龙穿云”的飘逸，又复现出“龙狮戏珠”的妙趣。

炊烟裹着鼓乐漫过廊桥，游人们举着手机与相机追逐龙
影，快门声与欢笑声此起彼伏，将山城的年味酿得愈发醇厚。
当最后一声锣响惊起檐角鸦雀，七色长龙已携着万家祝福，游
进灯火通明的街巷深处。

廊桥静卧处，舞龙人绣鞋踏过的石板路，还烙着暖融融的
节庆温度。

（记者 徐子涵 通讯员 钟靖芳 陈煦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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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初一至初六，龙泉青瓷博物馆、龙泉
宝剑博物馆（新馆）周边车水马龙，除了“浙”
字号牌，来自江苏、上海、山东、福建、广东等
地的车牌也随处可见。南来北往的游客，跨越
千里共赴一场文化之约。

在青瓷博物馆，宋瓷的釉色与展厅的光影
交织，让人仿佛置身一幅流动的画卷。在版画
拓印台前，孩子们兴致勃勃地用宣纸覆上青瓷
纹样的拓板，拓锤轻敲间，细腻的冰裂纹莲花
在墨色的涂层中绽放。台州游客吴飞叶看着
孩子的作品，笑着说：“这比手机游戏更吸引
他！”的确，这样的互动体验远比虚拟世界更为
真实。馆内的八大主题活动通过巧妙的设计，
让青瓷的历史与当代的触感融为一体。文物
寻宝的游戏环节将青瓷的发展史串联起来，AI
数字导览则让游客可以在指尖感知梅子青的
釉色流转。年轻游客举着文创茶盏与“雨过天
青”主题墙合影打卡，文化的浸润化作可触可
感的现实体验。

前不久对外开放的宝剑博物馆（新馆）里，
寒光凛冽的剑阵与全息投影下的铸剑场景，在
时空的交错中形成了对话。战国楚越剑的鎏
金纹饰在灯光的照射下闪烁着凛冽的锋芒，而
复刻的“龙渊”“太阿”名剑，则通过 3D动画还
原了古法锻打的七十二道工序。山东游客王
来颖在AR试剑屏前挥动手臂，虚拟的剑锋瞬

间划破瀑布的水流，他惊叹道：“这比武侠片更震撼！”而在文
创区，宁波的动漫迷王思毅正在选购一把缩小版的《剑来》同
款佩剑，“以前觉得剑文化离我很远，今天居然能亲手触摸到
它的温度。”这种触感，正是古老文化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

两个博物馆内的文创市集，则成为了流量磁场。青瓷香插
化作案头山水，宝剑书签裁开墨香，精巧的物件呈现着历史的
深度，文化 IP在这里得到了全新的诠释与延续，展示着无限的
可能性。

当暮色浸染剑池湖，博物馆的灯光渐次亮起，映照着游客
手中青瓷盏里的茶汤与剑形书签的轮廓。这个春节，千年剑
瓷化作了文化纽带，历史的厚重在轻盈的现代叙事中得到了
升华。

（本报记者 徐子涵 通讯员 周彩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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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绸灯笼在寒风中轻轻摇曳，青田鱼灯划破冬
雾。木偶戏台前爆发出阵阵喝彩。侨乡市集上，非
遗匠人巧手翻飞，窗花在剪纸中绽放，青田石映着

“福”字泛起暖光。自“侨乡中国年”启动至今，已连
续举办七年，现场热闹非凡，浓浓的年味温暖着每
一位参与者的心。

“这才是中国年该有的热闹！”手捧刚剪好的窗
花，葡萄牙归侨徐旭阳笑着感慨，窗花上的精美细
节让他回想起了童年，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情感联
结。而在他“身后”，38.1万青田华侨织就的全球网
络，正将这场年俗盛会同步传递到 146个国家和地
区。来自伊朗的留学生习耐手执毛笔写下汉字

“春”，墨迹未干便忙着拍照分享给远在德黑兰的家
人：“我要告诉他们，中国春节非常有趣，每一项习
俗都有着独特的文化内涵。”

位于方山乡的稻鱼共生系统，则增添了文化密
码。国际友人走进田间，成为“捕鱼高手”，他们屏
息凝神，将网兜没入水中，瞬间抄起一尾尾金红色
的田鱼，溅起的欢笑声与水花一起洒向异国的面
孔。这看似简单的互动，跨越了文化藩篱，人与自
然的和谐也在这一刻得到了彰显。

夜幕降临，“国际村晚”的舞台上，五光十色的
灯光映照在演员们的身上。鳞光游弋的鱼灯旋入
场心，意大利民歌混搭越剧水袖，跨越国界的音符
在舞台上碰撞出奇妙的火花。炊烟袅袅，热腾腾的
饺子香气弥漫在空气中。俄罗斯姑娘学着用竹筷
夹起山粉饺，法国摄影师则连续拍摄三块糖糕，称

赞它们“比马卡龙更美味”。埃及演员埃米尔用流利的中文记录下
这些文化体验，并将其制作成短视频，通过网络传播到远方的家
乡。每个人都成为了这场文化交流的见证者与参与者，异国的面庞
在这一刻因文化的交流而熠熠生辉。

“侨乡中国年”的海外分会场同样精彩纷呈。亚平宁半岛的古
堡上飘扬着中国结，塞纳河畔的东方龙舞动着中国年的喜庆。23个
国家、83个城市的海外侨团将陆续举办春节庙会、春节游园会等一
系列活动，贴春联、挂灯笼、舞龙舞狮等传统春节民俗活动将在全球
范围内展开。这些活动将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氛围传播至世界各
地，使得春节成为全世界共同庆祝的节日。

零点的钟声响起，五洲四海的祝福在云端交汇。这场延续七载
的文化之约，正将中国新春的脉脉温情，淬就为全人类共有的情感
琥珀。

（记者 徐子涵 通讯员 舒旭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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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初三的夜晚，云和县元和街道梅
湾村。

随着“锵”的一声，铜锣打破了夜的寂
静，梅湾村文化礼堂的绛红帷幕如风中飞
舞的纱幔，倏然展开。年过五旬的张明娟
肩挑花线担，踩着唢呐欢快的节奏碎步登
台，鬓边绢花随唱词轻颤：“苏州到杭州，
天气冷秋秋——”台下的老戏迷们随着旋
律打着拍子，孩子们则骑在父亲肩头，模
仿着甩绣帕的动作。红灯笼在檐角摇曳，
映照着戏台，仿佛将这幅年画定格在了岁
月的长河中。

这镌刻在梯田纹路间的古老唱腔，已
流传 400余载。源自明朝的包山花鼓戏，
沐浴在浙南山地的晨霜暮雨中，将《卖花
线》《大花鼓》的曲牌深深嵌入了一代又一
代云和人的记忆中。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传承人张明娟抚摸着崭新的戏
服，满怀感慨地回忆道：“当年，我们在十
几个村轮流登场，雪天里，大家深一脚浅
一脚地赶场，闻讯而来的乡亲们简直要把
堂屋门槛都踏平了。”

当年的放牛丫头怎能料到，花鼓戏会
带她走出那片厚重的山林。1982年正月，
扎着麻花辫的张明娟在包山村首次唱响
花鼓戏，从此，戏箱便成了她最珍贵的“嫁
妆”。那时，戏班子翻山越岭，巡演四方，
受到村民的热情款待：“阿娟，再唱段《凤

阳看相》吧！”戏台前，腊肉与番薯的香气弥漫，台下是孩
子们翘首以盼的身影。

而今，花鼓戏的传承已不再受到风雪的束缚。正月初
六，张明娟带着改编剧目《打纱窗》《走广东》走进了社区
剧场，LED屏幕上展现着绿水青山的新农村图景。年轻演
员们的云手尚显青涩，但那融入现代生活的戏文却让“00
后”观众大赞“上头”，呼应着时代的节拍。

夜渐深，花鼓的旋律漫过戏台。幕后，学徒们接过师父
的头面，胭脂轻点间，古老的花鼓戏又在春风中吐出新蕊。

（记者 徐子涵 通讯员 叶珊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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畲乡景宁“公主巡游”现场。

大源板龙舞新春。 通讯员 朱涛 摄

松阳剪纸作品《板凳龙闹元宵》。

遂昌戏曲演出。 通讯员 黄绮贤 摄

庆元濛洲街道女子舞龙队。 通讯员 陈煦民 摄

沈家邸内文化展演精彩纷呈。 记者 贾恒 摄

云和包山花鼓戏表演。 通讯员 叶珊珊 摄

游人在龙泉宝剑博物馆挑选心仪的商品。 通讯员 邱文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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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外国友人观看青田“国际村晚”。 青田县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