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糍香年韵糍香年韵
1 月 15 日，在新干县七琴镇

东郭村，一场别开生面的打麻糍
活动正火热举行。

活动现场，数个打糍粑的区
域成为村民们围观的焦点。特制
的石臼稳稳摆放，村民将蒸熟的
糯米饭放入石臼中，几名身强力
壮的村民手持杵杆高高举起、重
重落下，反复舂捣，每一次槌落，

“嘿哟，嘿哟”的号子声此起彼
伏。“这打麻糍可是咱村的老传统
了，以前过年，家家户户都得打，
现在大家一起打，更热闹，年味也
更足咯！”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感
慨道。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东郭村
村党支部、村委会、村理事会等精
心组织，旨在传承和弘扬传统民
俗文化，增强村民间的凝聚力。

“打麻糍是我们春节的重要习俗，
承载着大家对新年的美好期待。
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让年轻一代
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更好地传
承和弘扬传统民俗文化。”七琴镇
宣传委员徐萍介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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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干县七琴镇东郭村打麻糍活动现场，村民手持杵杆高高举起、重重落下，浓浓的年味在人们心间蔓延。

田野田野““有戏有戏””

锣鼓一响，好戏开场。“珠帘高卷金挂钩，黄罗伞罩定哀家……”近日，
在乐平市乐港镇谷田村，乐平赣剧团演员唱起《龙凤阁》，吸引十里八乡的
戏迷前来观赏。台上演员唱得走心，戏腔婉转悠扬，台下村民听得入迷，
笑声掌声连连，文化味和烟火气在和美乡村温暖交汇。

赣剧是我省具有代表性的传统剧种，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乐平是著名的戏曲之乡，当代赣剧主要发源地之一，当地流传着

“三天不看戏，肚子就胀气；十天不看戏，做工没力气；一个月不看戏，见谁
都有气”的俗语，表达的正是人们对赣剧的喜爱。

春节期间，乐平市赣剧团十分忙碌。生旦净末丑，唱念做打舞，手眼
身法步，丝竹管弦鼓，演员们走村串巷，为戏迷奉上一道道戏曲大餐。同
时，剧团还在网络平台同步直播演出，为更多的爱戏群众带去文化享受。

据了解，2024年，该剧团共计演出853场，其中下乡演出716场，足迹
遍布乐平市及周边 30多个乡村。“剧团今年春季的订单已经排到了 3月
底，4月我们要抓紧排练，准备赴京演出新创排剧目《李尔王》。”乐平赣
剧团团长程慧自豪地介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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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7日，广昌县甘竹镇龙溪村雯峰
书院前，锣鼓喧天，一场精彩的舞龙舞狮
表演正在上演。只见舞龙者手持巨龙上
下翻飞，动作矫健有力；舞狮者则配合默
契，狮子或憨态可掬，或灵动跳跃，引得现
场观众阵阵欢呼。表演结束后，龙狮队伍
开始绕着村子巡游，吸引众多当地民众和
外地游客驻足观看。

1月 18日，广昌县莲花广场上热闹非
凡，一场龙狮争霸赛在这里举行，各乡镇
的龙狮队伍齐聚一堂，各显神通。随着激
昂的鼓点，龙狮时而热烈奔放，时而柔缓
细腻。现场观众目不转睛，生怕错过精彩
的动作，还有观众拿起手机，记录下这精
彩的瞬间。呐喊声、助威声此起彼伏，整
个广场沉浸在一片欢乐祥和的氛围中。

在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舞龙舞狮
是不可或缺的文化符号，每逢重大节日，
广昌各乡镇都会组织舞龙舞狮表演。这
不仅是一种娱乐活动，更是一种凝聚人心
的方式。巨龙蜿蜒游走，象征行云布雨，
寓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狮子灵动跳跃，
象征节节攀高，寓意双向奔赴、蒸蒸日
上。当龙狮舞动，村民纷纷走出家门，参
与其中，邻里情谊也在这喜庆热闹的氛围
中不断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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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麻糍是东郭村的重要习俗，承载着村民们对新年的美好期待。

1月18日，广昌县莲花广场上热闹非凡，一场精彩的龙狮争霸赛，吸引众多村民和游客驻足观看。

◀1 月 17 日，广昌

县甘竹镇龙溪村雯峰

书院前，舞龙者手持巨

龙上下翻飞，动作矫健

有力。

▶舞狮者配合默

契，狮子或憨态可掬，

或灵动跳跃，引得现场

观众阵阵欢呼。

春节期间，赣剧演出场场火爆。

演员戴上符合角色的头饰，为登台演出精

心准备。

在乐平市乐港镇谷田村，戏台上赣剧演员的倾情演出，引得台下戏迷连连叫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