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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间艺术团，何以“繁花” 年？

破解公共文化下沉难点 提升南阳文艺“内驱力”
■文/武俏君 张肖乐 陈红凯
图/南阳街道提供

人间有戏，戏有人间，所有

的惊艳亮相，都是时光的磨砺与

洗练！

在南阳街道，有一个民间艺

术团，叫做立潮艺术团。自 2004

年成团以来，在南阳街道一路扶

持下，“跌跌撞撞”地成长壮大，

并荣获过杭州市一级群众文艺

团队、萧山区优秀文艺团队，萧

山区四星级群众文化星级示范

团队等荣誉。

细说起来，这个艺术团至少

创造了四个“最”。第一个“最”

是成团20年，这恐怕是萧山区乡

镇级艺术团中资历最深的。第

二个“最”是演艺人员最多，目前

有 70 余人。第三个“最”，恐怕

是节目储备量最多，戏曲、小品、

魔术等不下100个。第四个“最”

是成团以来演出场次在乡镇民

间艺术团中可以排到第一，少说

也接近千场。

“今年又是繁忙的一年，全

团巡演 37 场、文化走亲 5 场、城

市书房一月两场共24场、文艺赋

美 130 余场、各类比赛年均十余

场，林林总总加起来总有 200 多

场吧。”

作为立潮艺术团的“团魂”

人物——团长孙健峰，总能不假

思索地报出了一年的演出场次，

因为他对这些演出实在太熟悉

了，哪怕是三天之内要立马整出

一场演出来，也不在话下。

对于南阳街道来说，打造这

么一支有组织、特活跃、全覆盖、

多能效的乡村艺术团，不仅能提

升南阳的文艺“内驱力”，破解公

共文化资源和服务下沉落地的难

点，还能助推乡村群众的文化获

得感和幸福感，何乐不为！

一个民间艺术团之所以能发展壮大，也许会有很多
原因，但首要离不开人，是一代代人为了一个共同的愿景
而奋斗的劲头。

鲍德松是团里的资深文案创作者，他记得自己原创
的第一个节目叫做《七斤四两》，是用越剧唱腔来表现一
个发生在南阳村里的故事，演员五六人，当时观众看得不
亦乐乎。第二个印象深刻的原创节目叫做《项链风波》，
曾获得2012年萧山区原创节目大赛一等奖。

“这是一个送项链引发的婆媳矛盾故事，全程都用萧
山方言表演，中间插入不少搞笑的‘包袱’。像这样一个
原创剧目，我们都是先去村里演，然后边演边改，直到满
意了才定型。”鲍德松觉得原创的难点主要有两个，一是
要懂戏曲、小品、歌曲等不同表演形式的创作思路，二是
要了解南阳当地的民情，熟悉村里的新鲜事，才能有源源
不断的故事原型。

“我们艺术团的任务就是完成送戏下乡、文化氛围营
造和人才选拔工作。多年来，我们已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
效的人才培养模式，那就是到村里挖掘人才、形成节目，在
村里演出锻炼，再去参加比赛，成为一个精品剧目。”

在孙健峰看来，“戏比天大”这句俗语放在艺术团语
境下，那就是剧目比天大，没有好的剧目，就没有观众、没
有市场。

目前，立潮艺术团已发掘、创作、演出了一大批歌曲、
舞蹈、越剧、快板等节目，包括《老人心里最明白》《项链风
波》《渔娘》《潮起南阳》等30多部，累计送演出进村500场
以上。

为了适应高频率演出场次，立潮艺术团已经形成了
一个较合理的运作模式:团长负责“接单”、统筹资金，4个
副团长负责后期运转，具体剧目由3个协会组织落实。

“我都是临时派活，为什么这么做？一方面是考虑到
团员并非专职人员，尽可能少去折腾团员。一方面是为
了锻炼团员的抗压能力，训练他们在最短时间内完成节
目合演的应急能力。我记得最紧张的一次是中午报了节
目单，晚上就要演。”对于孙健峰的演出策略安排，团员们
唏嘘不已，甚至觉得有些“胆战心惊”，但不可否认的是，
这种“突袭战”的训练思维很适合民间艺术团。

为了适应这种特殊的演出节奏，所有团员都得时刻
“在状态”里，还需要不断求新求变。

“一开始我唱功很差，在文艺专职老师施兴娟的指导
下，我唱得越来越自信，比赛成绩也越来越好，气质、心态
和性格都有了很大改观。如今，我自己也成了团里的越
剧老师，一个个好苗子从我手里成长起来，比自己表演还
开心。”2004年入团的金雪珍感慨地说。

第一批入团的金雪珍，如今也擅长金派、王派、傅派
的多个折子戏。“这个月，我将带着戏曲作品《记得那年清
水塘》去北京参加比赛，之后也希望这个作品能成为团里

的新剧目。”
团里戏曲协会会长张燕，曾获得过萧山首届戏曲票

友大赛的金奖，一年少说也要演个三十多场。“社交平台
经常有名家的新戏可学，我会先跟着原唱咬字，练得差不
多了再配合伴奏唱，有机会还要找专业老师去扣细节，只
有这样才能不断提升自己的唱功。”

戏曲协会的高梦蝶，是安徽人，擅长黄梅戏《天仙配》
《女驸马》，在朋友的推荐下，于2018年加入艺术团。“记得
第一次上台演出是在红山村，唱的黄梅戏选段，当时非常
紧张，手心都冒汗了，后来演得多了，就适应了。最近正
在挑战黄梅戏《路遇》选段，争取成为自己的一个拿手新
剧目。”

舞蹈协会的罗丽，曾是三峡移民，2000年移居南阳赭
东村。她进团5年，是个多面手，会跳舞，还会农民画。如
今，各村要参加舞蹈类大赛，都少不了请罗丽来编舞。

34岁的高森炯，也是身兼多职，魔术、主持、快板和唱
歌。为了精进魔术技巧，他今年还去杭州看了刘谦40周
年魔术巡演。“最近半年我都在研究古彩戏法、鸳鸯棒、罗
圈线彩、六连环等传统表演技艺，希望能给观众带去耳目
一新的节目。”

正因为所有的团员心中有观众，立潮艺术团才会有
不竭的生命力。

“我们做艺术团就是做群众文化的，原先叫热爱，现
在叫做有追求。未来，我们会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条是
走好群众路线，要到南阳农村采风，获取第一手表演素
材，关起门来做好南阳特色文艺作品的创作，一条是鼓励
优秀的演员走相对专业的道路，通过接受上级专业老师
培训和比赛来提升。”

孙健峰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多年来，围绕南阳街道的中心工作与主要任务，立潮

艺术团先后完成文艺赋美、迎亚运、迎数贸、文化走亲等
主题巡演，并代表南阳参加区级各类文艺比赛和活动斩
获佳绩。如今，在街道多措并举推进文艺团队“三团三
社”建设的背景下，艺术团成员积极融入，在其中担任骨
干成员或艺术指导，持续带动南阳村社文化活动开展和
文艺形式的拓展。

前阵子，由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舒锦
霞老师带领其团队精心策划和组织的“萧然湘湖情·红歌
唱强音”雅集活动，立潮艺术团的演员也同台献艺。

对于立潮艺术团，舒锦霞表达了美好的祝愿：“希望
通过湘湖越苑这一平台，能让立潮艺术团戏曲协会的演
员们尽情绽放自己的才华，继而有机会迈向更为广阔的
舞台。”

“对当代乡村社会而言，艺术无疑是凝聚人心和压实
文化的主要凭借。政府部门要在广袤的农村大地，为各
路文艺人才搭好台子，吸引他们聚到一起干。这样，乡村
文艺育美工作才能迎来繁花时代。”

据南阳街道宣传委员杨健儿介绍，今年以来，南阳各
类群众文艺活动风生水起，不仅开展了钱塘江·竞潮半程
马拉松、全民健身广场舞大赛、村BA等群众文化体育赛
事，还提升了南阳记忆展陈馆、南阳城市书房，通过每周
举办 5至 6次面向全龄段的惠民文化活动，助力“15分钟
品质文化圈”全覆盖。

一个繁盛的立潮艺术团，或许只是南阳文艺赋美的
一个缩影。

未来，南阳还将进一步助推高雅艺术与群众艺术的
共生与融合，积极构建平台、融合资源，提升乡村全民美
育的高度。

都说“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民间艺术也
是如此。

对于历经千年文脉浸润的南阳来说，艺术从来
都未曾缺席，它一直伴随着乡民的生息和哀乐，成
为乡村文化中最具力量的标志和象征。

“一开始，就是我们几个年龄相仿的老同志，
靠一把二胡、一根笛子、一把中弦和一个音响，凑
起来的‘草台班子’。先是去老赭山那边唱唱戏唱
唱歌，走过路过的人就看个热闹，听个有趣。”艺术
团第一代成员鲍德松是原南阳镇工作人员，2004
年 58岁，业余时间最爱拉二胡。当年，他跟音响
师邬宝山等七八个老友，向原南阳镇文化站站长
提出申请。

“正式成立一个艺术团，你们能玩得久吗？”
“我们是爱好，也说不好。”
“那行，试试吧！”
就这样，一拍即合。
南阳不仅积极支持民间艺术团成立的想法，

还帮忙牵线镇里的一家企业新宝水泥厂来冠名，
每年出资 2 万元。2004 年 3 月 27 日，由社会出
资、政府管理的南阳新宝文化艺术团（立潮艺术
团前身）成立，开创了萧山区乡镇组建艺术团的
先河。

成立两个多月，艺术团接到了一次在萧山区人
民广场举办全区品牌艺术团专场演出的邀请。“我
记得演出时还下着雨，场下有五六千人在看，舞台
银幕上‘南阳专场’四个大字十分耀眼。”负责幕后
音响调控的邬宝山发现自那次演出后，很多乡镇也
开始鼓励成立民间艺术团了。

从新宝艺术团一路走来，艺术团的团名又经历
三次变更，一次是2009年4月12日授牌为“潮都南

阳”文化艺术总团，第二次是2016年3月18日授牌
为空港文化艺术总团，第三次则是 2021年 11月注
册为南阳街道立潮艺术团。

在立潮艺术团，团员的年龄跨度很大，从 40
后到 10后几乎全覆盖，最大与最小年龄相差 60
岁以上，有父子，有公媳孙，还有奶奶女儿孙女
的组合。其中有一个祖孙三代在艺术团的，公
公郁月松是南阳赭东村原党委书记，退休后参
与艺术团工作，媳妇冯丽萍为舞蹈队员。孙女
郁正虹从小跟在爷爷和妈妈身边到处演出，因
为耳濡目染也爱上了舞蹈，2020年她直接被北
京英奥舞蹈学院录取，并多次在舞蹈大赛中获
奖。如今，作为舞蹈科班人员的郁正虹还“反
哺”成了艺术团的舞蹈老师，每逢寒暑假回家总
会来艺术团帮忙编舞。

团员几乎都是兼职的，有教师、干部、企业人
员、退休人员、自由职业者、在校学生,大家身份
各异。

这样一个“草台班子”，何以崛起？
正如老团长冯克勤所言：艺术团之所以能屹立

不倒，还在于两个字：“热爱”。
表演“多面手”冯月芳，回想组建的头五年感慨

良久：“2004年到 2010年那几年，艺术团条件很艰
苦，企业赞助经费有限，并不能维持团里日常开
销。有时候演出服装也需要演员自己准备，一年三
十场的演出任务，二十多名演员无人掉队，现在回
头再看，一切都是值得的。”

因为热爱，每个团员都不计酬劳、不避寒暑，用
坚守与担当凝聚出一个团的艺术生命力：今年大夏
天搬钢管室外最高温 40多摄氏度，演员们露天演
出经常热得汗流浃背，有时候唱戏碰到下大雨，粉

都被雨水冲了下来仍在坚持，还有道具组大下午搬
钢管，烫得手都起泡了……

“乡村艺术团可以集纳乡村的闲散文艺人才，
创作的节目也比较适应村民的艺术需求，还可以有
力地传达党和政府的声音，总体来说是一个有根的
艺术形式。”

据南阳广播文化站有关负责人介绍，为了支
持这样一支民间艺术团队的成长，南阳文化站多
次聘请区文艺专职老师对艺术团进行指导培训，
还帮助梳理和规范了艺术团的财务制度、内部管
理等事宜，特别是 2016年选定年轻骨干孙健峰为
新团长。

“当时接到任命，压力是很大，要带好这样一支
队伍，需要极强的魄力和能力。”当年的孙健峰还是
大学生村官，曾获得过浙江省文化厅第 24届戏剧
小品邀请赛创作金奖、表演银奖等，一上任就表现
出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

在职责任务方面，孙健峰选定四个副团长分管
财务、演出、后勤、节目；在节目创作方面，要求每年
必须推出一定数量有水平、有创意的新节目，并鼓
励参赛；在业务提升方面，艺术团每年都会拿出专
项资金，选派成员参加艺术培训提高业务水平；在
奖励机制方面，每年会根据每个项目的完成情况对
团员进行奖励，若当年参赛获奖，艺术团也会给予
额外奖励。

目前，立潮艺术团有创编、戏曲、综艺、舞蹈、乐
队、设备技术等人员共70余人，其中区乡村文化能
人 21名，区文化示范户 9户，副团长王琴利还被聘
为杭州市“文艺健身公益行”项目第四批“巾帼头
雁”文艺健身推广站站长。现有各类节目 100多
个，可以连续8天演出不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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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湘湖越苑参加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红色经典雅集活动 南阳立潮艺术团孙月锋莲花落专场

“冬日际遇 音海徜徉”音乐会上演旗袍秀《江南之恋》

萧山区第二届职工达人秀比赛魔术表演《魔力四射》

萧山区老年文艺调演一等奖节目——戏曲《辕门外三声炮》

在2023年我们的村晚·萧山区迎春晚会上舞蹈表演《四季农歌》

萧山区镇街品牌文化艺术团原创节目大赛一等奖节目——小品《项链风波》 组织南阳街道第二届青年歌手大赛 2023萧山区首届戏曲票友大赛斩获1金4银1铜 越歌《兰花吟》受邀参与常青派银龄春晚 在2024萧山钱塘江竞潮·半程马拉松起跑仪式上表演合唱《潮起南阳》 舞蹈《绿水青山》荣获2024萧山区潮文化Party我们的村舞大赛二等奖

在2023年“未来如潮 南阳更young”南阳街道元宵年俗文化活动启动仪式上表演原创舞蹈《渔娘》

南阳非遗九皇斗乐器演出 表演唱《看看南阳新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