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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推动，搭建平台
在传承与保护中探索振兴新路

浙江省2011年印发《浙江省文化厅关于实施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八个一”保护措施的通知》，针对国家级非

遗项目，以组织实施一个保护方案、一个专家指导组、一个工

作班子、一个传承基地、一个展示平台、一套完备档案、一册

普及读本、一项配套政策“八个一”为抓手，对包括曲艺在内

的非遗项目开展保护，对濒危曲种提供了“一对一”的保护。

2013年，浙江省更是将“八个一”保护措施的实施范围扩大到

了省级非遗项目，进一步强化对各类非遗项目的保护。同

时，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还成立了曲艺专委会开

展学术研究，为曲艺类非遗项目的保护提供专业支撑。

“近年来，浙江省以开展本土专题展演、宣传活动为切

入点，在曲艺保护、传承、发展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浙江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2015 年举办

的“非遗薪传——浙江省曲艺展演展评”活动以中青年演员

为主，全面展示了浙江省曲艺类非遗项目保护、传承与发展

情况；杭州市连续 4年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举办传统

戏曲曲艺巡回演出活动；宁波市在每年“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期间集中展示宁波传统曲艺保护成果；温州市已连续举

办 9 届曲艺汇演；绍兴市柯桥区的莲花书场 2016 年 2 月 17

日正式开场，每周三、周五由国遗·绍兴小百花实验曲艺团

为观众带来综合曲艺专场……

同时，通过与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达成合作，从

2017 年开始的 5 年时间里，浙江各地联合举办“中国浙江·
全国曲艺传承发展论坛及观摩交流展演”系列活动，推动曲

艺持续传承发展。

2017 年 5 月举办的首届“中国浙江（杭州）·全国曲艺大

书（评书、评话）传承发展论坛及观摩交流展演”涵盖北京评

书、四川评书、湖北评书、苏州评话、扬州评话、杭州评话、绍

兴评话等 10 个曲种，26 位艺术家携拿手节目参加交流展

演，成为评话界的一次盛会。

2018 年 5 月举办的第二届“中国浙江（绍兴）·全国曲艺

小书（弹词、走书）传承发展论坛及观摩交流展演”更是规模

盛大，名家领衔示范让观众尽览曲艺大家风范，“传承中

坚”和“新秀展示”专场演出让人看到了行业发展的新希望。

本届活动中，在由工作经验交流、传承体会和学术探讨

3 个板块构成的传承发展论坛上，曲艺保护工作者、传承人

和专家学者就曲艺如何传承发展充分交流经验。浙江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曲艺专委会常务副主任魏真柏认

为，濒危状态的非遗项目保护首先要让它“活”起来，所谓

“活”就是要让它“活”在当下，在创新发展中得以保护，服务

于当代。对于促进曲艺行业的健康发展，专家们表示，不仅

要培养传承人、演员，还要培养观众、爱好者，形成良性的文

化生态环境。陕西省曲协副主席薛志章说：“如今有不少陕

西说书艺人走进了网络直播间，通过新媒体手段在网络上

获得了很高的关注度。新的传播平台的使用不仅让说书艺

人的腰包更鼓，也让曲艺以年轻人更易接受和熟悉的方式

走进他们的生活。”

本届活动特色显著、亮点鲜明：一是老中青艺人同台表

演，突出了保护传承。展演中既有老一辈曲艺小书（弹词、

走书）艺术家，如江苏苏州弹词表演艺术家金丽生、山东琴

书表演艺术家刘士福和浙江绍兴莲花落表演艺术家胡兆

海、绍兴摊簧表演艺术家宋小青等，也不乏像杭州评词传承

人贺镭这样通过努力让濒危的曲种重焕生机的曲艺新秀。

二是线上、台上同频共振，丰富了传播方式。例如，动听 968

频道的《浙江好腔调——寻找原生态曲艺》节目全新亮相，

为浙江听众带来了丰富多彩的曲艺节目。三是各级联动，

共同促进曲艺保护。为推动曲艺传承发展，中国艺术研究

院曲艺研究所持续同浙江省联办全国曲艺发展论坛和交流

展演，与浙江推动曲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计划相互

促进，得到了各级文化部门的高度重视。

同时，作为浙江非遗活动金字招牌之一的“浙江好腔

调”曲艺展演活动，也为浙江曲艺提供了传承创新的沃土。

2017 年 11 月，“浙江好腔调”全省曲艺传承发展交流演出暨

曲艺保护传承座谈会举办，助力曲艺保护传承工作，更为有

针对性地开展“振兴浙江曲艺”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培育传人，精耕创作
为曲艺传承发展提供动力

人是非遗传承的核心，曲艺演员是曲艺项目得以传承

的根本，必须高度重视曲艺演员的培养。“一方面，我们借助

专业曲艺团体，包括浙江省曲艺杂技总团、杭州市滑稽艺

术剧院有限公司以及国遗·绍兴小百花实验曲艺团等对传

承人进行定向培养，通过校园正规教育培养曲艺传承人的

专业队伍。另一方面，我们通过免费培训班、传习所等平

台推广曲艺宣传，发展业余曲艺爱好者，以此扩大曲艺传

承人群，并从中发现、培育曲艺后继人才及传人。”浙江省

非遗保护中心相关负责人说，如绍兴市非遗保护中心成立

了绍兴地方曲艺传习所，自 2012 年 9 月以来，共开设曲艺

普及培训班和传习班 17 期，聘请代表性传承人授课，培养

了一大批绍兴地方曲种的新一代传承人；兰溪市于 2014

年 6 月开设了兰溪摊簧传习所等。2018 年，浙江还将举办

全省范围的曲艺传承人培训班，并针对优秀青年传承者开

设高级研修班。

绍兴市文广新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绍兴市非遗保护中

心从绍兴平湖调开始尝试，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阶梯

式培养办法，并应用到莲花落、摊簧等曲种中。截至目

前，绍兴市已开办普及培训班和传习班共 26 期，500 多人

次参加普及培训班，已结业学员近 70 人，在读学员 50 多

人。经过培训后，传习班学员系统掌握了曲艺知识和表

演技能，活跃在学校、社区等，发挥了积极的传播作用。

该 市 柯 桥 区 一 方 面 积 极 推 进 曲 艺 专 业 学 历 教 育 工 作 ，

2011 年 6 月，在绍兴小百花艺术学校开办了全日制绍兴

地方曲艺传承班，学生免费就学，培养了一批专业化曲艺

新传人；另一方面不断开展民间曲艺班社培训，自 2010 年

起，先后组织开展绍兴宣卷交流演唱会和从艺人员培训

班，参与学员达 400 余人次。

在创作方面，自 2012 年以来，绍兴曲艺发展成绩斐然。

绍兴市非遗保护中心创作的绍兴词调《苦楝树下》在第七届

浙江省曲艺新作大赛中获金奖；绍兴莲花落《子孙桶》入选

中国曲艺牡丹奖，主演获牡丹奖新人奖；绍兴摊簧《外婆坑》

获第八届浙江省曲艺新作大赛金奖；上虞区创排的绍兴莲

花落《老板密室》获群星奖……2018 年，绍兴市非遗保护中

心大胆尝试，创新表现形式，创排了中篇绍兴曲艺《陆游》，

以绍兴平湖调、评话、摊簧 3个曲种分 3回演绎同一个故事，

成功亮相第二届“中国浙江（绍兴）·全国曲艺小书（弹词、走

书）传承发展论坛及观摩交流展演”。好作品不仅墙内开

花，墙外同样芬芳。绍兴莲花落几度走出国门，足迹遍及德

国、法国、葡萄牙等国，扩大了海外影响力。

抢救记录，挽救濒危
有针对性实施保护振兴与传承创新

在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中，浙江优先

开展曲艺类项目抢救性记录工作，同时在全省各地大规模

开展曲艺类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抢救性记录工作，还运用

数字多媒体等现代信息手段，全面记录传承人的核心技艺

和相关知识，结合文字、实物资料的搜集，保存濒危曲种的

基因，为曲艺多样性保存火种。

2017 年 11 月，浙江举办了全省曲艺传承发展交流演出

暨曲艺保护传承座谈会，旨在厘清新时代浙江省曲艺保护

传承发展现状，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曲艺振兴活动。浙江省

级以上 49 个非遗曲艺项目涉及的 62 个保护地选送的 57 个

曲目参加了浙江曲艺专题汇演，通过 6 场汇演，62 个保护地

的保护传承状况得以明晰。每场演出后，专家组专家针对

项目传承发展存在的问题积极建言献策。

2018年，浙江省将开展浙江曲艺保护传承现状调研，对

省内非遗曲艺项目的保护传承现状展开全面而充分的调

查，并在调查基础上进行理论分析和研究，力求全面把握全

省曲艺发展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目标和保护措施，进

一步推动全省非遗曲艺项目保护、传承和发展。

除了省市逐级对曲艺保护传承进行全面探索与统筹布

局外，在曲艺门类的具体传承上，诸多传承人不断付出心血

与努力，有针对性地进行细致学习与深入领会，不断悟出新

的传承思路与方法，用具体行动实现了一个个创新。

“说起杭州评词，可能对于生活在杭州几十年的老杭州

人来说，仍有几分感情，可是对于年轻人而言，却有些陌

生。”国家级非遗项目杭州评词传承人贺镭谈起他对杭州评

词传承的经历时说，由于历史原因，从上世纪 60 年代起，杭

州评词一度陷入濒危状态。随着胡正华、郭月英两位非遗

代表性传承人的逝世，这一曲种的静态传承和动态传承都

变得异常艰难。近年来，杭州市滑稽艺术剧院有限公司力

推贺镭学习杭州评词。在浙江省非遗保护协会副会长、曲

艺专委会主任马来法以及魏真柏、王宝善、李自新、汪谊华、

王与昌等多位评词老专家的悉心指导下，贺镭克服重重困

难，成功进行了评词演出，并在省、市各类曲艺、非遗比赛中

获得佳绩。“从 2014 年我正式接触杭州评词至今，演出杭州

评词 40余场。”贺镭自豪地说。

在第二届“中国浙江（绍兴）·全国曲艺小书（弹词、走书）

传承发展论坛及观摩交流展演”活动中，贺镭表演了杭州

评词《白蛇传》选回。在他的吟唱念白之间，观众仿佛置

身于烟雨缥缈的西子湖畔，见证许仙和白娘子的邂逅。

“这就是曲艺的魅力啊！”一位观众表示，熟悉的场景、熟

悉的故事通过别具韵味的诠释和演绎，让整个剧场充满了

“杭州味道”。

扎根基层，推动传播
彰显文化惠民与助力乡村振兴

为全面推动浙江曲艺传承与发展，浙江各级政府面向

曲艺表演团体采购文化惠民演出服务，通过“送艺下乡”“引

艺进城”推进曲艺走进校园、社区、农村文化礼堂和景区，充

分发挥曲艺寓教于乐、服务群众的优势和作用。

“振兴浙江曲艺”工作启动后，浙江在全省基层广泛开

展了曲艺进校园、进社区（企业）、进农村文化礼堂的“三进”

活动。2017 年，全省推出演出 250 余场，观众 5.5 万余人次，

受到基层群众热烈欢迎和广泛好评，接下来，浙江还将以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等为创作主题，继续

组织开展曲艺“三进”活动。

以绍兴市为例，早在 2011年，该市柯桥区教育部门专门

发布《关于推进“地方戏曲进校园”活动的实施意见》，在全

区中小学生中推动和普及传统曲艺。“一些学校纷纷成立了

曲艺社团，不但在青少年中较好地传承和弘扬了曲艺文化，

而且也带动了校园文化的繁荣和发展。”绍兴市文广新局相

关负责人说，如柯桥区阮社小学编写了教材《绍兴莲花落》，

成为绍兴市精品课程。曲艺社团演出的绍兴莲花落节目不

仅荣获 2014 年第六届全国少儿曲艺大赛一等奖，还在 2017

年 4 月参加了央视《“五一”戏曲晚会》录制。2017 年，柯桥

区政府下发《关于深化柯桥区“非遗进校园”工作的实施意

见》，以越剧、绍兴莲花落为重点，通过编写教材、建立社团、

保障课时、传承人辅导、组织交流等措施，促进曲艺项目在

青少年人群中传播。

此外，为更好地发挥各类学校在非遗教育和传承中的

作用，探索传承新机制，绍兴市各级非遗保护中心积极设立

曲艺类教学性传承基地。例如，2013 年 4 月，绍兴市将车恂

如小学、塔山中心小学、富盛镇中心小学确定为曲艺类教学

性传承基地。柯桥区委、区政府加大投入力度打造曲艺传

承项目，命名柯桥区小百花艺术学校为区级教学性传承基

地，择优挑选绍兴地方曲艺继承人，扩大传承和传播覆盖

面。“这些基地将曲艺融入平时的教学中，积极开展非遗传

习活动，努力探索传承教学新途径，切实加强长效管理，打

造特色教育，充分发挥示范作用，为保护和传承绍兴曲艺文

化贡献力量。”绍兴市文广新局相关负责人说。

“下一阶段，我们将结合浙江实际，以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为抓手，重点抓好曲艺保护传承、曲艺创作、曲艺演出、曲

艺表演团体发展、曲艺人才队伍建设、曲艺普及推广等工

作，为曲艺生存发展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切实推动曲艺繁

荣发展。”浙江省文化厅非遗处负责人说。

浙江曲艺：全面布局振兴路 培育发展新生态
薛 帅

浙江曲艺源远流长浙江曲艺源远流长，，在历史长河的不断变化中在历史长河的不断变化中，，形成了众多地域特色鲜明的地方曲种形成了众多地域特色鲜明的地方曲种。。

浙江现有国家级非遗曲艺项目浙江现有国家级非遗曲艺项目 2424 个个，，涉及涉及 2323 个曲种个曲种、、2727 个保护地个保护地，，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2222

位位（（已过世已过世 22 位位），），省级非遗曲艺项目省级非遗曲艺项目 4949 个个，，涉及涉及 3939 个曲种个曲种、、6262 个保护地个保护地。。

在今年在今年 55 月举办的第二届月举办的第二届““中国浙江中国浙江（（绍兴绍兴））··全国曲艺小书全国曲艺小书（（弹词弹词、、走书走书））传承发展论坛传承发展论坛

及观摩交流展演及观摩交流展演””活动中活动中，，来自上海来自上海、、江苏江苏、、山东山东、、新疆新疆、、四川四川、、陕西等全国陕西等全国 1111 个省区市的个省区市的 3030 多多

位专家学者位专家学者、、2020 多位曲艺保护工作者和多位曲艺保护工作者和 2828 个曲种的个曲种的 150150 多位传承多位传承人人，，携携 77 台共台共 4040 多个优秀多个优秀

节目参加节目参加。。浙江曲艺的独特魅力与艺术风貌也借此契机与平台得到充分展示浙江曲艺的独特魅力与艺术风貌也借此契机与平台得到充分展示。。例如例如，，绍绍

兴莲花落表演艺术家胡兆海以一曲兴莲花落表演艺术家胡兆海以一曲《《回娘家回娘家》，》，道出了道出了家庭相处中理解包容的重要性家庭相处中理解包容的重要性，，唤起唤起

了观众内心深处对莲花落的记忆与回味了观众内心深处对莲花落的记忆与回味；；杭州评词传承人贺镭表演的杭州评词传承人贺镭表演的《《白蛇传白蛇传》》选回选回，，让观让观

众感受到古老曲艺重焕生机的魅力众感受到古老曲艺重焕生机的魅力。。

近年来近年来，，浙江省高度重视非遗曲艺项目保护传承浙江省高度重视非遗曲艺项目保护传承，，积极探索实践曲艺振兴的途径和方积极探索实践曲艺振兴的途径和方

法法，，从从 20172017 年开始年开始，，浙江省以浙江省以““激扬优秀曲艺激扬优秀曲艺，，促进保护传承促进保护传承””为主题为主题，，组织举办曲艺保护系组织举办曲艺保护系

列活动列活动，，开启开启““振兴浙江曲艺振兴浙江曲艺””工作工作。。两年来两年来，，该系列活动为培育浙江省曲艺创演人才该系列活动为培育浙江省曲艺创演人才、、激发激发

曲艺创演活力曲艺创演活力、、推动曲艺繁荣发展贡献了巨大力量推动曲艺繁荣发展贡献了巨大力量，，取得了较好的保护成效取得了较好的保护成效，，为浙江曲艺营为浙江曲艺营

造了良好的传承发展环境造了良好的传承发展环境。。

第二届“中国浙江（绍兴）·全国曲艺小书（弹词、走书）传承发展论坛及观摩交流展演”之中篇绍兴曲艺《陆游》专场

曲艺联唱节目《非凡的浙江》 王俊华 摄

浙江曲艺“三进”活动走进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2015年“非遗薪传——浙江省曲艺展演展评”活动现场

第二届“中国浙江（绍兴）·全国曲艺小书（弹词、走书）传承发展论坛及观摩交

流展演”开幕式现场全国曲艺小书（弹词、走书）传承发展论坛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