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是奉贤区文化馆副馆长，同时也是
国家级非遗奉贤滚灯区级传承人。他叫
张鲁一，近年来在他的努力下，不但让这
项古老技艺走进学校、走进社区。他还带
领奉贤滚灯两次走出国门，参与国外文化
交流活动。他的心愿就是让更多的人能
够走进滚灯、了解滚灯、传承滚灯艺术。

学习奉贤滚灯
十余年如一日成非遗传承人
奉贤滚灯的历史由来已久。相传，杭

州湾经常出现水患，老百姓为了消除水
患，便戴着二郎神面具，以滚灯表演进行
祭祀，后来逐渐发展为民间艺术，在庙会、
节庆活动中进行呈现。

2008年，张鲁一大学毕业来到奉贤
工作后不久，便接触到了这项技艺。他对
奉贤滚灯的初印象是感到非常新奇——
滚灯怎么玩、怎么练，对他来说都是未知
的问题。

在老师的教导下，张鲁一不仅学会了
如何抓举、转球等滚灯表演动作，还了解
到关于奉贤滚灯的知识和历史——奉贤
滚灯流传于江南桥乡奉贤西部地区，至今
已有七百多年的发展历史，是一种集舞
蹈、杂技、体育为一体的传统民间艺术。
作为舞蹈专业毕业的学生，张鲁一学习表
演滚灯具备一定的优势。

他从入门学习到第一次上台表演，这
期间不过两个月时间。但在最开始训练
的过程中，他也坦言遇到过一些难题。“其
中最大的困难是不适应滚灯的运动方
式。滚灯不仅仅涉及舞蹈动作，还有不曾
接触过的杂技等难度较大的动作形式。”

传统的滚灯表演动作包括“蜘蛛放
丝”“金猴戏球”等。其中“蜘蛛放丝”是难
度最大的动作之一。完成这一动作，演员
需要通过一个装置将直径1.2米的球咬
在嘴里实现人的自转和球的转动。这较
为考验演员的嘴部力量和腰部、腿部的核
心力量。但张鲁一一学便学了十六年，其
中苦累只有他自己知道。

带领奉贤滚灯
走出国门成就“高光时刻”
这十余年中，令张鲁一最为骄傲的，

便是带领奉贤滚灯两次走出国门，参与
国外文化交流活动。2014年，张鲁一携
奉贤滚灯的表演队员一同参加德国柏林
的民间艺术狂欢。正是那时，张鲁一注
意到中国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接受度和
认可度。“滚灯表演不仅受到了当地表演
团体的肯定，也受到当地人的夹道欢
迎。观众非常多，外国人对滚灯表演非
常好奇。”

2016年初，奉贤滚灯又作为行街节
目赴比利时布鲁塞尔参加了文化交流。

“这次是比鲁塞尔中国文化中心组织的
‘欢乐春节’系列活动，上海遴选委派了奉
贤滚灯团队10人前往布鲁塞尔进行表
演。”两次出国交流，张鲁一都参与其中并
负责表演工作。

在张鲁一的带领下，奉贤滚灯作为上
海市的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前不久还参
与了《非遗里的中国》的录制。

张鲁一认为，这些都是他人生的高光
时刻。“能够把国家级非遗项目奉贤滚灯
带入央视、带上国际舞台。参加全国性、
国际性的各类大型演出，就是我们传承人
的高光时刻。”

为了表演更容易上手，奉贤滚灯如今
已发展成不同的规格大小。除了供男性
表演者使用的直径1.2米的大型滚灯，还
设计有0.7~0.9米的中型滚灯、0.2~0.3米
的小型滚灯。后两者可作为女性、小孩表
演使用的道具。为了进一步焕发这项非
遗技艺鲜活的生命力，在老师徐思燕的鼓
励下，张鲁一会结合舞蹈编排新的动作，
融入奉贤滚灯表演当中。

此外，奉贤滚灯也逐渐普及至更多群
体。“近年来，我们开展了滚灯进学校、进
社区、进单位的工作，为学校学生、居委和
消防救援队员进行培训，在丰富他们文化
生活的同时，也发扬传承了滚灯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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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本报讯 11月12日下午，一场特别
的拜师仪式在浦东新区办公中心举行。
上海绒绣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唐明敏与
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何冬梅上台落座，接受
怒江绣娘代表白晓珍、乔花妞的敬茶、拜
师，两名师傅则回赠象征着技艺延续的绒
绣针线包。

今年成立70周年的怒江州成是浦东
新区对口帮扶对象。这场在浦东·怒江文
旅协作项目发布会上举行的拜师仪式，正
是双方携手打造东西部文旅协作典范样
板的举措之一。

据介绍，早在2021年4月，根据中央
统一部署，上海东西部协作结对关系调整
为云南全省，其中浦东新区对口帮扶怒江
傈僳族自治州。4年来，两地互访频繁、交
往密切，经贸人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
截至目前，浦东新区累计投入资金超

12.24亿元，实施协作项目335个。
两地通过共同发布一部专题纪录片、

签约一批文旅合作交流项目、推出一批文
旅体商融合主题线路、打造一个非遗保护
传承合作示范基地、开展一系列集中宣
传、制作一部文体名人主题宣推片等“六
个一”举措，携手打造东西部文旅协作典
范样板。

打造一个非遗保护传承合作示范基
地正是“六个一”举措之一。何冬梅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未来，上海绒绣传承
培训(怒江)基地的学员规模有望扩充至百
人，出师后的怒江绣娘将承接定制绒绣订
单，拓宽非遗保护传承利用的新路径。同
时，也希望怒江绣娘能将民族文化与上海
绒绣技艺相融合，让非遗绽放出更加迷人
的光彩。

除此之外，这“六个一”还包括发布一
部专题纪录片、签约一批文旅合作交流项
目、推出一批文旅体商融合主题线路、开

展一系列集中宣传以及制作一部文体名
人主题宣推片等。

据介绍，浦东新区委托上海电视台团
队5次赴怒江采风拍摄，多次召开审片专
题会，制作2集纪录片《梦行怒江》和5条
宣传片，将于本月底在东方卫视、上海纪
实人文频道、怒江电视台等多频道联动播
出。黄晓明、孙甘露、沈腾、钟天使等一批
文体名人，以怒江的名义，共同录制了一
部宣推短片。

浦东新区区委宣传部（区文体旅游
局）与怒江州文旅局共同签署文旅合作
交流项目协议，浦东新区旅游业协会与
怒江州旅游业协会共同签署旅游合作协
议。当天，最后的秘境·和美乡村民族文
化体验旅游线路、秘境怒江·户外徒步旅
游线路、香飘峡谷·寻咖怒江旅游线路、
金果银果·怒江草果农旅融合体验旅游
线路、高黎贡山研学旅游线路、国道之王
G219美丽公路自驾旅游线路共6条线路

在现场发布。
记者了解到，通过文旅融合发展，浦

东还有效吸引怒江当地青年投身乡村振
兴。围绕独龙江乡、老姆登村、兰坪县等
一批国家4A、3A级景区及特色景点，依托
浦东资源，先后组织酒店、导游、咖啡等劳
动力专题技能培训12期，培训1000余名
从业人员，增强怒江旅游产业发展原生动
力。就在近年来的陆家嘴咖啡文化节上，
上海市民游客都能品尝到怒江的精品咖
啡，欣赏到怒江的民族歌舞表演。

两地以人才共育为本，不断激发帮扶
原生动力。4年来，浦东新区先后选派2
批共计29人援怒江干部。在怒江的山水
之间，一批浦东青年锤炼了担当，提升了
作为。今年以来，浦东新区宣传部（区文
体旅游局）已安排两批共计51名怒江州
文旅人才跟岗学习，并针对不同学员的多
样化职业发展需求，“一人一策”制定跟岗
方案，助力人才更好成长。

学十余年技艺，传七百年历史

非遗守“沪”人：让滚灯在舞台上闪闪发光

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

浦东怒江共推6条文旅商融合线路

谱写东西部协作发展新篇章

什么是奉贤滚灯？它是上海市63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项目之一，被称为“百灯之首”。之
所以被称为“百灯之首”，是因为在长三角地区的祭祀、
节庆、庙会等民间活动中，滚灯都是最开头出场，打头阵
的一个节目。 青年报见习记者 朱彬

张鲁一
（右一）在传
授技艺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