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JIANGNAN
TOURISM
WEEKLY

萧山元素，亮相杭州亚残运会开幕式

◎ 童宇倩 徐 寒◎ 童宇倩 徐 寒

22 日晚，杭州第 4 届亚残运会开幕

式隆重举行。

自杭州亚运会开闭幕式后，在亚洲

顶尖体育盛会上，萧山元素再次亮相：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河上龙灯胜会

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绍剧《齐天

大圣》亮相亚残运会开幕仪式前表演节

目，尽显萧山文化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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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高亢激昂的唱腔，热闹非凡

的锣鼓声，“美猴王”们纷纷登场，行云

流水的翻滚动作和惟妙惟肖的表演技

艺，瞬间点燃现场气氛。

这是由萧山绍剧艺术中心演绎的，

以 传 统 绍 剧 为 载 体 的 节 目《齐 天 大

圣》。演员们以美猴王和众小猴等形象

亮相“大莲花”，向世界展现萧山文化的

独特魅力。

绍剧，浙江三大剧种之一，原名“绍

兴乱弹”，俗称“绍兴大班”，是萧山的省

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因其高亢激越的

唱腔、粗犷朴实的音乐、豪放洒脱的表

演和文武兼备等特点，深受百姓喜爱。

此次登台的绍剧《齐天大圣》，在最

早入选杭州亚运会、亚残运会开闭幕式

暖场节目资源库时叫《杭州欢迎您》。

今年 8 月，中心参加亚残运会开幕式指

挥中心仪式演出专班会议，把“杭州欢

迎您”改为“齐天大圣”，格外突出“齐天

大圣”这一主题。

“原先我们《杭州欢迎您》节目里的

美猴王只有 1 人，现在增加了 20 个小

猴，大部分都是以猴戏来表演这样一种

形式，以活泼、可爱、勇敢、正直的形象，

还要结合亚运会的拼搏精神。”编导邵

佳伟说。

为什么要突出齐天大圣？因为绍

剧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猴戏，它是绍剧艺

术中有着特殊意义的一种表演形式，以

“活、灵”著称。绍剧演员所表演的孙悟

空神形兼备，具有活泼机敏、轻捷灵巧

的猴气，深受观众喜爱。

除了猴戏，《齐天大圣》在编排上还

融入了“潮”的元素，将“奔竞不息、勇立

潮头”的萧山精神和萧山文化底蕴展

现出来。

比如在表演形式上，通过演员的跌

打翻滚、上下跳跃等肢体动作，体现钱

江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的拼搏精神；道具

上，演员们拿着由寓意钱江浪潮图案组

成的旗子和云片，在舞台上行云流水的

流动，展现了我们永不停步的萧山精神

等。

“在戏曲创作中，整个故事的发展

趋势总是呈波浪式前行，所以戏剧高潮

也是层出不穷。”节目编导介绍，比如节

目一开场，就是一群穿传统戏曲服装

“女靠”、背插“靠旗”，阵容强大的女演

员出场，让观众为之震撼。接着，高亢

激昂的绍剧唱起来，大锣大鼓敲起来，

惟妙惟肖的猴戏演起来⋯⋯“在短时间

内集中展示绍剧最有代表性的精彩场

面，渲染出热闹的氛围。”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对戏曲

演员来说，更是如此。

此次登台，萧山绍剧艺术中心几乎

全员出动。剧团里的 44 名演员中，最

小的 19 岁，最大的 58 岁。在排练中也

遇到不少困难，比如有近十位 50 多岁

的女演员，需要穿着大靠和背插靠旗排

练，排练到最后脚都僵硬了。节目当中

还有大量的武打场面和一些翻筋头场

面，特别是一些受伤的青年演员吃着止

痛片也在坚持演出，力求每一个空翻都

漂亮利索。

“暖场节目唱的是我们原汁原味的

绍剧，包括锣鼓、服装这些都是代表我

们萧山地方特色元素，把萧山传统文化

中的绍剧呈现给各国朋友，让他们感受

到萧山绍剧的魅力。”萧山绍剧艺术中

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千年龙，舞千年。

伴随着气势磅礴的配乐，杭州奥体

中心体育场内，9 条来自不同地域的

“龙”登场。其中一条“龙”有着 60 节龙

组成，“端坐”在板凳上，正环绕体育场

巡游。夜色中，在龙身内部灯光的映射

下，整条板龙神态更加逼真，犹如真龙

再现，熠熠生辉。

这条龙，是萧山河上板凳龙，它同

临安水龙、磐安金龙、奉化布龙等省内8
条舞龙一起，构成亚残运会开幕仪式前

最后一个表演节目《力量》。

“又有龙灯又有会，还有马灯来凑

对。”在民间流传的这一古老谚语，说的

就是河上的龙灯胜会。河上龙灯胜会

起源于南宋绍兴年间，是以板凳龙表演

为主，融合马灯、高跷、高照等民间艺术

元素的大型民俗表演活动，包括开光典

礼、出灯、闹元宵、化灯四个过程。至今

已有上千年历史。

板龙的制作也极具特色，整条板龙

分“龙头”“龙身”“龙尾”三部分，各自成

灯，相互连接，都是在灯板上用竹篾扎

壳，彩纸裱糊，吉祥物装饰而成。最抓

人眼球的是高高耸起的龙头，高达两米

左右，50 多公斤重，上面缀满五颜六色

的亮片，十分生动。它与龙尾分别安置

在长 2 米、宽 0.8 米的木板上，还有栩栩

如生的 12 生肖彩灯，到了晚上，都会闪

闪发光。

那么，一条游走在乡村的板凳龙，是

如何登上亚残运会这一世界级舞台的？

杭州亚残运会开幕仪式前表演节

目编导朱亚莲记得，第一次将龙灯胜会

搬上舞台，是 2012 年杭州市第六届“风

雅颂”民间艺术展演。“当时只有一条板

凳龙，每逢元宵佳节，老艺人们就抬着

板龙去街上、大操场上逛一圈。没有任

何舞台艺术结构，还不能作为一个展演

节目。”

千年板凳龙想要传承下去，就得创

新。从事民间艺术工作 20 余年的朱亚

莲，在当时老艺人“踩街”的过程中，发

现了跑马灯、鸡毛猢狲等民间艺术元

素，并加以创作，用全新的广场舞结构

方式在舞台上呈现河上龙灯胜会出灯

和闹元宵的胜景。

比如加入了小朋友的“抬马”画面，

通过改良马道具，让马灵动起来；将高

跷与鸡毛猢狲创新结合，让小朋友一边

踩高跷，一边立起鸡毛猢狲，用民间艺

术来展示河上龙灯胜会特色等。

也因此，在杭州亚运会倒计时 200
天之际，萧山非遗节目《河上龙灯胜会》

入选杭州亚运会、亚残运会开闭幕式暖

场节目资源库。

此次亮相亚残运会的《河上龙灯胜

会》，虽然在编排上作了调整，删去高

照、高跷等民俗表演，只保留了板凳龙，

但是增加了板龙的长度，“平时演出的

龙身长度一般在40段左右，这次因为场

地大，龙身增加到 60 段，应该是全场最

长的一条‘龙’了。”朱亚莲说，因为龙

身长，本来举高照的队员和村级文化员

也纷纷上场来助阵。

“当板凳龙绕场一周的时候，画面

非常具有冲击力。特别是在夜晚，龙身

里的灯亮起，远看星星点点，非常壮

观。”

从2012年至今，河上板凳龙从乡村

街头走向了世界舞台，节目《河上龙灯

胜会》也经历多次修改。每次在排练现

场，朱亚莲都会被深深感动。“非遗的力

量真的很强大，它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宝

贵遗产，更是民族文化的的根和魂。我

们也想通过亚洲盛会，展示浙江的非

遗，杭州的非遗，萧山河上的非遗，让这

一‘国遗’可以保护传承下去。”

这条板凳龙，从乡村走向世界 绍剧“美猴王”，让传统戏曲“潮”起来绍剧“美猴王”，让传统戏曲“潮”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