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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多姿多彩，内涵丰富，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润物无声
地滋养着民族世代相承的文化土壤。
世界发展的历程昭示我们，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实力，不仅取决于经济、科技等“硬实力”，还取
决于“文化软实力”。
作为保留民族历史记忆、凝结民族智慧、传递民族情感、体现民族风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国
家和地区历史的“活”的见证，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方面。
保护好、传承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就是守护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薪火，就是维护
我们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对增强民族文化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影响力，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
提升“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浙江是华夏文明的重要之源，拥有特色鲜明、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
据考古发掘，早在五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原始人类在这方古老的土地上活动。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浙江大地积淀了著名的“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
浙江先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创造了熠熠生辉、弥足珍贵的物质文化遗产，也创造了丰富多彩、绚
丽多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2006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我省项目数量位居榜首，充分反映了浙
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博大精深和独特魅力，彰显了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
留存于浙江大地的众多非物质遗产，是千百年来浙江人民智慧的结晶，是浙江地域文化的瑰宝。
保护好世代相传的浙江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努力发扬光大，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责任，是建设文化
大省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任务，对增强我省“文化软实力”，实施“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建
设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意义重大。
浙江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历来十分重视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重视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并为此进行了许多富有成效的实践和探索。
特别是近年来，我省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指示精神，切实加强对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领导，制定政策法规，加大资金投入，创新保护机制，建立保护载体。
全省广大文化工作者、民间老艺人，以高度的责任感，积极参与，无私奉献，做了大量的工作。
通过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抢救保护了一大批浙江的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
“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丛书”对我省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逐一进行编纂
介绍，集中反映了我省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的成果，可以说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它的出版对更好地继承和弘扬我省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扩大优秀传统文
化的宣传教育，进一步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增强全省人民的文化认同感和文化凝聚力
，提升我省“文化软实力”，将产生积极的重要影响。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
神家园。
保护文化遗产，既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历史使命，更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任务。
我们要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保护方针，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
保护原则，加强领导，形成合力，再接再厉，再创佳绩，把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推上新台阶
，促进浙江文化大省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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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浦江乱弹为浙江婺剧的主要声腔之一，曲调华丽、流畅、舒展，具有激昂、高亢、悲壮、沉郁的
特点。
它包括花旦、正旦、老生等十三个角色行当。
表演特色为文戏武做、武戏文做，程式规范，粗犷有力，富有乡土气息。
浦江乱弹在特技和武打表演方面也别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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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浦江境内的国家级4A风景旅游区浦江仙华山，被宋濂誉为“天地问秀绝之区”，主峰少女峰，
海拔720．8米，历来有“汀南第一仙峰”之称。
据传，四千年前轩辕黄帝小女元修于此修炼，得道升天。
历代多有儒、道、释三家名流共处“仙峰”，结庐修真，堪称中华文化之奇胜。
浦江县上山遗址，是中国长江下游及东南沿海地区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出土
了-万年前的稻米遗存，为稻作农业起源的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
浦江县上山遗址文化是中国万年稻作文明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浦江文化底蕴深厚，民间文化艺术名震中外。
截止到2008年，浦江有同务院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六项：精彩的浦江乱弹、壮观的浦江板凳
龙、古老的浦汀迎会、绚丽的浦江麦秆剪贴、精美的浦江剪纸、高超的浦汀郑义门营造技艺，它们深
受中外人士的喜爱。
1993年，罔家文化部授予浦汀“中国民间艺术之乡”的称号。
2006年5月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浦江乱弹，源远流长，其音乐优美动听
、激越高亢，可谓“仙乐飘飘处处闻”，笛子独奏“三五七”、“二凡”等名曲驰誉五洲，民族器乐
曲《闹花台》声震四海，深受群众喜爱。
浦江乱弹是浙江乱弹戏曲剧种中最具代表、最富艺术魅力的经典声腔，流行于浙、赣、皖数省，影响
深广。
(一)浦江乱弹名称释义新中同成立前，“浦江班”为世人所熟悉。
“浦江班”又名“哕哕班”、“秦腔班”、“草鞋班”等。
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中同戏曲剧种大辞典》写道：“乱弹班：因艺人多为浦江县人，故又
称'浦江班'，以演乱弹为主，兼演徽戏。
在浦江农村，业余班社十分普遍，逢年过节演戏以白娱。
有的农民世代习演乱弹戏，并以此为副业，农闲时凑齐角色，'赶会场'谋生，但习惯规定必须能演三
十六本'本宫戏'(即乱弹专有的剧日)，才算'正脚色'，并准许组班外出。
这种半职业班社，人称'草鞋班'。
”《中国大百科全书》写道：“乱弹，戏曲名词。
出现于清代花部戏曲声腔兴起时期，词义内涵依使用情况不同而异——浙江习称戏曲腔调'二凡'、'三
五七'为乱弹，并将其在各地衍变的地方戏曲叫做'绍兴乱弹'、'黄岩乱弹'、'温州乱弹'、'浦江乱弹'等，
构成一个乱弹声腔系统，简称乱弹腔系。
”戴不凡先生在《浙江家乡戏剧活动漫忆》中写道：“所谓'浦江班'，其实已成为'乱弹班'的代名词。
”浙汀演唱“二凡”、“三五七”戏曲腔调的均称乱弹，有婺剧中的浦江乱弹、台州乱弹，绍剧中的
绍兴乱弹，瓯剧中的温州乱弹等。
浦江乱弹是浙汀乱弹腔系中最具特色、传播影响最广的一支。
新中国成立后，195f1年8月在华东戏曲改革工作干部会议上，将流行在金华、衢州等一带的高腔、昆
曲、乱弹、徽戏、滩簧、时调六大剧种以婺州(金华)之名命名为婺剧。
此后，浦江乱弹成为婺剧中的一支。
1983年8月，《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婺剧”条目中写道：“婺剧中的乱弹原称浦江乱弹。
”浦江乱弹源远流长，其中“三五七”源于南宋南方曲子词牌《谢秋娘》、《忆江南》等，词牌《忆
江南》，单调，五句，押三平韵，二十七字。
前几句的词格是三、五、七个字，中间用七言两句，可用对仗。
词人在创作中又将单调变成双调，不断出新，该词牌受到唐代李白(701-762)的词《三五七言》的影响
。
《三五七言》写道：“秋风清，秋月明。
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晾。
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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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首以“三、三、五、五、七、七”为句式结构的词，它突破了五言、七言诗歌的结构模式。
显然，唐代李德裕(787-850)的词牌《谢秋娘》是从李白的《三五七言》脱胎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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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戏曲志·浙江卷·衢州分卷》的执行副主编，其问对浦江乱弹班社、剧目、音乐、舞美等进行
潜心研究。
1987年12月，我调入浙江师范大学艺术系，并担任《中国戏曲志·浙江卷》编撰工作，对浦江乱弹等
婺剧艺术又作深入研究和广泛调查。
1988年8月，荣获浙江省文化厅颁发的《中国戏曲志·浙江卷》先进工作者奖证。
同年10月，荣获国家文化部颁发的荣誉证书。
2001年，我调入浙江科技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并担任文化科技研究所所长，对浦江乱弹再作系统研究，
相关成果载入2006年至2008年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浙江婺剧史》中。
这次撰写《浦江乱弹》，我深感荣幸，也深知责任重大，在“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丛书”编
委会的统一领导下，在浙江省文化厅、浦江县人民政府和浦江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张华浦等的
大力支持和精心指导下，在衢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金华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等的密切配合下
，在浙汀省文化厅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徐宏图研究员的悉心帮助下，终于完成了此项任务，在此深表
敬意。
对为该书提供相关资料的余镇海、鲍友凤、周成义、吴美明、王晓平、王亦平、严洪福、黄志立、黄
笑君、洪国荣、吴拥军、钱建华、黄吉士、胡哲学、徐裕国、陈新田、贾翔龙等领导、学者、同仁深
表谢意！
本书虽数易其稿，不足之处仍在所难免，望不吝指正。
我深信，在党的领导下，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浦江乱弹这一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一定会薪火相传，推陈出新，一定会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舞台上绽放出更鲜艳、更芬芳的
艺术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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