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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龙抬头”，

建德李村“迎抬阁”——

在朋友圈看到这条预

告，忽然就忆起鲁迅《朝

花夕拾》中的《五猖会》

了。

“其次是所谓‘高

跷’、‘抬阁’、‘马头’了；

还有扮犯人的，红衣枷

锁，内中也有孩子⋯⋯”

小时候读到这里，高跷、

马头都能懂，唯独不知

抬阁是什么模样，因为

未曾见过。如今看到照

片和视频，才明白是在

木架上搭出微缩戏台，

“凌空”站着身穿古装戏

服的孩童，抬着行进。

看上去，这有些像

巡游庆典中的彩车，但

其人物造型却别有一番

颤颤悠悠的律动美感，

远非彩车所能比拟。2

月 21 日 ，农 历 二 月 初

二，我们来到李村，亲身

感受了一番这一年一度

的民俗盛宴。

通讯员 朱页军 韩冰

本报记者 何晟 文/摄 孩子被选中，是全家的骄傲
李村位于建德南部、大慈岩镇东，

是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第七批中国

历史文化名村，目前尚存80余幢完整

的明清时期徽派古建筑。据《建德市

地名志》记载，李村始建于宋太宗雍熙

三年（公元 986 年），至今已有 1000 多

年历史。

大慈岩一带，自古便有“时节大于

年”的风俗，各村各有特定日子是比春

节更需要认真对待的。在李村，这个

“大日子”便是每年农历二月初二。这

一天，四邻八乡都会云集到李村一同

欢庆。还不到上午十点，进村的公路

已经被车子堵得水泄不通，只得弃车

步行。

村后玉华山下的白山庙里，当天

要巡游的七台抬阁正做着最后的准

备。化妆师们正在为被选中的小演员

们照着戏文角色一一画上脸谱。虽然

巡游还早得很，庙里庙外已经挤满了

看热闹的村民。

每座抬阁，分别对应着一部戏曲：

《程咬金救主》、《樊梨花大破金光阵》、

《穆桂英挂帅》、《吕洞宾采药戏牡丹》、

《孙悟空巧借芭蕉扇》⋯⋯每座抬阁安

排两名身穿古装戏服的小演员，一上

一下，上盘的小演员如同凌空站立，行

进时颤颤悠悠，还要做出动作，看上去

颇为惊险，使人惊叹不已，这也是抬阁

最大的魅力所在。

2012年，李村抬阁便入选了浙江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李村抬阁

非遗传承人、74 岁的李成告诉我们，

担任抬阁人物的孩子都是在全村精心

挑选出来的，既要扮相俊秀、聪慧伶

俐，又要体形轻巧、手脚灵活，还得有

连续几小时或站或坐的吃苦耐劳精

神。初选出来的孩子们，还要在迎抬

阁的前几天进行“试抬”，上了阁会哭

的，得换上更胆大的孩子。

即便条件如此苛刻，每次选人时，

家家户户仍是十分踊跃。李成说，选

小演员的消息一出，有孩子的家庭几

乎都来报名，谁家的小孩被选上了，家

人都会感到十分荣耀，旁人也会羡慕

不已。

一对 4岁的龙凤胎这次幸运地入

选，扮演吕洞宾和白牡丹。他们的父

亲李恬斌平时在杭州开

网约车，但每年的二

月二一家人一定

会回到村里过

节。他说，自

己从小看着

迎 抬 阁 长

大 ，孩 子 能

上阁表演，作

为 家 长 都 非

常 高 兴 ，“ 很 多

人 想 上 都 上 不 了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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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逸律动的奥秘，就在“龙芯”上
抬阁又称为抬阁巧、抬阁翘。作为一门包含机关技巧的民间艺

术，过去，抬阁的“机巧”轻易不外传。出演前甚至只能由男性家长为

自家小孩化妆、着装、上架，长辈在忙碌，晚辈在旁学，完成民间艺术

的传承。这次，李成慷慨地向我们揭示了抬阁的奥秘。

“抬阁”的“阁”，是工匠精心设计制造的木质框架，用坚固硬木搭

成1.2米见方的平面戏台，阁体背面按剧情用泡沫塑料彩饰成亭台楼

阁、石桥彩虹、山川渔船、云朵花卉等背景。过去背景是用竹篾做骨

架，糊纸画上花样，每次抬阁都要重新布置，改良后省去了不少麻烦。

抬阁的核心部件，是一根称为“龙芯”的铁架，生铁铸成，形如拉

伸的字母“N”，上下两端各焊上一截，作为演员的坐垫。表演时，上

盘的孩子身体被布条固定在架子上。巡演时，支柱被彩服巧妙地遮

掩起来，这些戏装孩童便有了亭亭玉立、临风飘逸之感。

据《玉华李氏宗谱》记载，李村中李姓为唐代李靖的后代和晚唐诗人

李频的后裔。抬阁的制作技术，据称是由李靖五世孙李彦芳自宫廷庆典

中学来，年年举办，沿袭至今。解放后村里抬阁习俗曾一度废止，“幸亏

村里懂抬阁的老人们还在，还有两个木匠记得阁子怎么打。”李成说,现

在用的阁子，还是当时打的，已经39年了，依然坚固如初。

如今，李村每年的抬阁不仅吸引方圆数十里的百姓争睹，还参加

过西湖博览会、千岛湖秀水节等大型庆典，深受欢迎。村里相继培养

了八位传承人，以更好地传承这一祖先留下的独特技艺。

下午 1 点半，吉时到，随着一声锣响，广场上鼓角齐鸣，人群欢

腾起来，迎抬阁正式开始。前有大开锣开道，后有锣鼓乐队断后，七

座抬阁浩浩荡荡，穿村过户。每座抬阁都由八名汉子抬着，前后各

四人。左右还有两人手持长长的木叉和梯子，他们既是抬阁手的

替换者，又是抬阁的护卫者和开路者。木叉是为了能随时挑开沿

途低垂的横幅、电线，拨开路旁大树斜伸的枝丫，使高高的抬阁能

安全通过。

小演员的父母和长辈们，都跟在抬阁边，呼唤着自己孩子的

名字，为他们鼓劲加油。大伙点评着孩子们的扮相和姿态，哪

个小演员即兴发挥，向大家招招手，人群里便会响起一阵喝彩

和掌声；队伍中途休息，某个小演员熬不住，顶着沉重的戏冠

歪头打起了瞌睡，又引发了一阵善意的哄笑⋯⋯

高架高抬、巧设机关的抬阁巡游，乡土味十足又别有

情趣。这一由乡村庙堂家祭演化而来的出巡庙会，在经年

累月的传承演变中，信仰的成分渐趋转弱，娱乐的成分日显

加强。而当你身处抬阁的现场，目睹观众们眼中的神采、脸上

的笑容，会真切地感受到，在乡村，传统的传承依然是一种活生生

的力量，将一方人心牢牢地黏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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