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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山“村晚”
本报记者 吕倩雯

上周五，小年，位于丽水市庆元县月
山村的文化礼堂，随着一个个民俗舞蹈、
非遗表演等乡土特色节目依次亮相，第44

届“月山春晚”拉开帷幕，一场充满“年味”
“乡土味”“时代味”的乡村文化盛宴开启。

自1981年起，在浙西南的月山村，

由村民自发举办、男女老少参与的“月山
春晚”每年如期上演，月山村也被誉为全
国“村晚”的发源地，一个个充满乡土气
息的节目延续了一代代人的乡村记忆。
如今，这台特别的“村晚”，吸引越来越多
人关注的同时，也成为年轻人的新乡愁。

“草根”春晚
小年前一天，文化礼堂里，

一个个节目组正在轮流上台彩

排。除了演员外，吴艳霞是舞台

上最忙碌的人之一。她除了要

和演员以及工作人员沟通舞台

细节，还要抽时间接受媒体采

访。等忙完所有工作后，时间早

已过了饭点。

吴艳霞是土生土长的月山

人。村里的老少喜欢叫她“山

妞”。对她来说，月山是家，更是

她舞台导演梦启航的地方。

1979年出生的吴艳霞，几乎

伴着“月山春晚”一同成长。

1981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

大地万物复苏。春节临近，地处

浙闽交界的月山村却没什么过

年的气氛。村民吴绍利灵机一

动，和几位同样有着文艺爱好的

村民聚在一起，敲起锣鼓、拉响

琴弦、唱起民歌，周围村民不约

而同地围拢过来……这就是最

初的“月山春晚”，比1983年开始

举办的央视春晚还早了两年。

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这场简

单的联欢活动，算不上一台体面

的晚会：舞台是在举水乡中心学

校的操场空地上用课桌椅围出

来的，音响道具是从公社、学校

借的，还有不少是村民家里现有

的物品，邻里之间相互借用。但

就是这么一台颇为“草根”的演

出，点燃了村民心里向往文艺生

活的小火苗。

月山村拥有很深的文艺渊

源。上世纪50年代，村里就出现

了村民文艺俱乐部。很多村民

擅长吹拉弹唱，只要一吆喝，便

可即兴开演。这种表演不需排

练、无需邀请，在现场演自己最

拿手的就行了。

从1981年至2000年，由于

共同的爱好及村民的喜爱，这场

文艺联欢活动坚持举办了十余

个春节，“月山春晚”从村民家

中，办到了公路边、小学操场上，

又办到了村里的文化礼堂。

“月山春晚”的舞台伴随着

一代人芳华逝去，同时也让一代

人成长“发芽”。一批看着“月山

春晚”长大的年轻人，开始加入

组织和表演行列，“月山春晚”，

焕发出新的生机。

乡土味道
2000年春节，在杭州上学的

吴艳霞回家参加“月山春晚”。

“那时村里的大会堂非常破旧，

台板都已经坏了，但是村民参加

晚会的热情却非常高涨。”这一

幕让吴艳霞非常感动。

在“月山春晚”展览馆里，

1981年的老照片上有个3岁的

小女孩，扯着衣角，聚精会神地

看演出，她就是吴艳霞。从懵懵

懂懂地看，到成为参与者、组织

者，吴艳霞对“村晚”的感情也愈

发深厚。她萌生了一个想法：让

更多的人都知道“月山春晚”。

一次偶然的机会，村里的爷

爷请吴艳霞帮忙排演晚会。吴

艳霞不会唱歌跳舞，从来没有登

上“月山春晚”的舞台，但她对家

乡的这台“村晚”，有着很多奇思

妙想。

自宋代起，月山村已有1000

多年历史，拥有中国现存最古老

的木拱廊桥。除了编草鞋、打稻

谷、磨豆子等充满乡村气息的日

常劳作外，月山更以耕读传家，

明清以来，村里名列仕籍者多达

200余人。

“对于一座深山里的小村庄

来说，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吴艳

霞想把家乡的耕读精神和日常生

活，以节目的形式排进“月山春

晚”。在考虑了很多种表现形式

后，最后因为条件所限，她决定就

地取材：缝了密密麻麻针眼的衣

服，捆着香菇的扁担、捉泥鳅的竹

篓、耕地用的犁……月山村民拿

着各自的劳作用具，往舞台上一

站，一幅生动的耕作图跃然眼

前。这出表演，就是“月山春晚”

最具特色的节目——农活秀《一

个村的集体记忆》，之后成为每届

“月山春晚”固定压轴节目，可以

说这就是月山版的“难忘今宵”。

自那时起，持续举办了20多

年的“月山春晚”开始受到媒体关

注。2010年春节，国内30余家网

络媒体对“月山春晚”进行现场

直播；同年，“月山春晚”荣获国

家文化最高奖——群星奖。

2022年，在庆元廊桥越野赛期

间，通过网络直播等方式，村里

举办了一场直播带货活动，以月

山村为灵感的乡贤抱枕、月亮书

签、月兔帆布袋等文创产品，以

及举水荒野茶、月丰米等农特产

品被带到线上，一时成了热销产

品。随之而来，月山村的游客变

多了，农家乐的生意红火了。

2015年，月山村只有3家农

家乐民宿，随着大批游客慕名前

来体验乡土文化，如今，村里已

有32家民宿，游客人数年均增长

30%以上，旅游总收入年均增长

35%以上。“除了‘月山春晚’，我

们还有摏黄粿、蒸年糕、打糍粑

等传统民俗，上海、杭州、宁波及

福建等地的游客都说体验感很

不错。”吴艳霞说道。

借着“月山春晚”打响的名

号，为了让老百姓的腰包更鼓，

吴艳霞又把目标瞄准了高山果

蔬。短短几年时间，村里开设的

种植基地从一开始的50亩扩大

到现在的900亩，销售额从35万

元增长到现在的400万元，入股

的农户从最早的13户增加到现

在的100余户。吴艳霞也因此被

授予“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

人”的荣誉称号。

“月山芽儿”
“月山春晚”走红，离不开吴

艳霞的奔走疾呼，更少不了一群

名叫“月山芽儿”的年轻人。

“芽儿”在杭州话里，指的是

孩子。在杭州念书时，吴艳霞被

这个词打动：“这个说法特别贴

切，小孩就是成长的嫩芽。”

从2000年开始，在吴艳霞的

倡导下，月山村的大学生和外出

创业打工者组建了“月山芽儿”

QQ群，也逐渐聚集起了一批以

80后、90后为主的“月山春晚”主

创团队。

95后“月山芽儿”李雯静，就

是其中一员。自小学起，李雯静

就经常登上“月山春晚”的舞

台。翻开手机相册，儿时的演出

照仍被她悉心收藏。如今的她，

已经是丽水市青少年宫的一名

舞蹈老师。本职工作以外，李雯

静还有另一个身份，是即将在正

月初二举办的乡土版“月山春

晚”导演。

为满足演出需求，近几年

来，庆元县乡两级多方筹集资

金，先后投入上百万元，翻新整

修月山村文化礼堂，更换观众座

椅，并配置灯光、音响及高清

LED大屏幕等多媒体设备，打造

了极具现代感的乡村舞台。

“月山春晚”硬件的不断改

善，更加坚定了村民参与“村晚”

的热情，村民报名的节目数量就

不下四五十个。“为了不打击大

家的积极性，我们专门设计了一

个串烧类节目，把一些还不太成

熟的表演组合起来，让更多的人

有机会上台。”李雯静说。

2014年至2018年间，李雯静

参与过5届“村晚”的策划工作，

积累了不少经验，那时候的她还

在念书。李雯静说，每届“村晚”

的策划工作主要由村里还未毕业

的大学生参与，学生的寒假时间

比较长，能提前回村，有充分的准

备时间。“所以在返乡前，我大部

分的筹备工作，都在线上进行。”

小到一件衣服、大到灯光舞美，

点开微信，和“月山春晚”相关的

工作群，李雯静就置顶了15个。

已经是一名“资深”导演的

李雯静，原本计划从今年开始，

请00后“月山芽儿”接任自己和

另一位90后导演吴丽玲的工作，

“但考虑到今年的火炬传递较为

重要，村里还是想让有经验的小

伙伴当导演”。

李雯静所说的火炬传递，是

正月初二晚会上的一个特殊仪式，

仪式的关键词，是“传承”。“如今的

‘村晚’，不仅仅是村民的自娱自

乐，更以此为纽带，串联起了月山

村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也凝聚起

了一批像我们这样的‘月山芽

儿’。”李雯静说，为了这个仪式，

“月山芽儿”自制了一把火炬，届

时，这把火炬，将从吴艳霞开始，传

递到一代代月山年轻人的手里。

这些逐渐成长的嫩芽，为

“村晚”注入了新的活力，也让古

老乡村焕发出勃勃生机。

“村晚”在，年轻人就在；年

轻人在，鲜活的乡村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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