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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会桌就是一台戏。

锣鼓开道，众人高抬数名

身着戏服、装扮精美的童子且

歌且舞，所到之处，人声鼎沸，

喝彩连连。如果说记忆中的年

味离不开热闹与喜庆。抬阁

（浦江迎会）无疑是浙江民间最

具代表性的节日“气氛组”之

一。

抬阁，是由成人抬着孩童，

进行巡回演出的民俗巡游表

演，又称“抬角”“抬歌”“高抬”

“迎会”等，是融绘画、戏曲、彩

扎、纸塑、杂技等艺术为一体的

表演艺术。据传起源于中原地

区的迎神赛会活动，在全国各

地都有丰富、独特的形式。

而在浙江，尤以金华浦江

的抬阁（浦江迎会）与宁波北仑

的郭巨抬阁、宁波前童抬阁最

负盛名。

蛇年春节，这项古老的非

遗民俗也再次在民间的街头巷

尾焕发生机，点燃每个观众对

年味的期待。

行走的戏文，空中的神话，这是正月里不能错过的绝技

守住一张抬阁会桌，就留住了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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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良则悬索牵绳，遇春则举枪持戟。沛

公执剑，白蛇屈斩以夷犹；刘海戏蟾，青钱高悬

而投掷⋯⋯”在清人宋琦的《青山岩迎会赋》一

文中，我们还能一睹金华地区浦江、兰溪等地

盛极一时的抬阁表演。

据传，南宋末年，浦江黄氏后裔为纪念祖

先，创制会桌，因会桌制作巧妙，得名“迎巧”，

这也是抬阁（浦江迎会）的前身。明代以后，

“迎巧”逐渐演变为迎会，并扩展到全县乡村，

成为重要的节庆活动。清代发展至鼎盛，影响

力传播至兰溪、义乌等邻县。2008年，抬阁被

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抬阁表演的精妙在于巧妙的艺术设计与

精湛的表演技艺的结合。表演中，数名三至五

岁童男童女装扮成古装戏曲人物，被固定在四

方形阁子的铁柱和支架上，或悬空而立，或凌

空飞舞。表演队伍庞大而气势恢宏，前有铜

铳、铁铳开路，后有龙虎旗、长旗、华盖紧随，宛

如一幅流动的动态画卷。

《八仙过海》《西游记》《白蛇传》《梁山伯与

祝英台》⋯⋯抬阁的造型往往取自经典戏曲或

民间传说等通俗文学，每个故事经过艺术化的

处理后，既保留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又焕发出

崭新的生命力，传递着文化魅力、故事深意和

吉祥喜庆的节日氛围。

作为国家级非遗项目抬阁（浦江迎会）代

表性传承人，年逾八旬的张根志至今一听到哪

里有抬阁活动，立刻精神抖擞，亲临现场，找到

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父亲在这方面，可以说是无私的。”张根

志的儿子张劲松从小跟着父亲耳濡目染，从打

下手到现在的“台柱子”，如今，他也成为该项

目的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1995 年，正值浦江建县 1800 周年庆典，

浦江当地政府组织了隆重的庆典活动。而传

统抬阁的会桌最多只能容纳两三个人，于是张

根志联想到了在浦江、义乌一带风行的“叠罗

汉”，能不能把十八罗汉搬到抬阁会桌上？

张根志心里也没底，他跑到浦江县文化馆

咨询。尽管想法大胆，但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

纷纷表示支持。

“父亲自己跑到山上去看木头、找木材，把

脚腕都压碎了。母亲天天在家里给木雕、铁

匠、木匠、油漆、裁缝、竹编等六七个手艺人烧

饭。”张劲松回忆道，许多人都不理解，可父亲

一心要做一张独一无二的抬阁会桌。

最终，这张能容纳18名小演员的会桌“蟠

桃盛会”在演出中引起轰动。由于前所未有，当

时被中国文化报盛赞为“中国第一会桌”。

温州苍南元宵节、杭州余杭黄湖庙会、义

乌佛堂集会⋯⋯去年，张劲松带领演出团队多

次受邀前往全省各地演出。今年正月，他还要

和团队前往金华世贸广场表演。

在互联网时代，传统的抬阁表演也通过

抖音、微信短视频等新渠道扩大影响力。温

州苍南的那场演出，就是主办方在短视频中

感受到了热烈的氛围，通过互联网找到了张

劲松。

随着技术发展和安全意识增强，抬阁表演

也与时俱进。从前，演出会桌全靠人力抬，如

今，会桌纷纷装上了轮子，更轻便也更为安全。

而乡亲们对抬阁表演的热情仍然有增无

减，不少家长也都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参与表

演，张劲松总是让他们把孩子送来试试。有些

孩子刚开始哭闹着恐高，但跟着团队表演过一

两次，逐渐爱上了这项古老的传统，常常让父

母打电话来咨询，何时再有演出。

“我儿子今年刚读大二，从 13 个月开始，

就已上台表演。今年寒假，我让儿子跟在我身

后学习。我说，你要把身体练好，将来把这副

担子挑起来。儿子说，好！”

在张劲松看来，留住这张热闹非凡的会

桌，就是留住了大家记忆中的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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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阁表演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