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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是农历二月初八，早上 时不到，地处武进南部的前黄镇杨桥村一改往日的冷清，
大路上、小巷里尽是人声鼎沸，只为赴一场跨时空的“约会”———杨桥庙会。

闻名遐迩的杨桥老街始建于宋代，兴于元明，
鼎盛于清末民初。凭借着“介宜阳之邑，通南北
之衢”的交通优势，商贸业兴起，百姓生活
水平提高，杨桥庙会应运而生。如今，依
托这场跨越千年的庙会，不仅众多非遗
文化得以传承，也建立起古与今

的情感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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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时，随着人潮向前，只见南杨桥码头
边，数十人手执道锣、肃静牌、龙旗等排成长队，
“乾隆皇帝”带队绕村一周，一览江南春色。据了
解，杨桥庙会自 年恢复以来，每年都会增加
新看点。组织团队充分利用杨桥古村水道资源，于

年推出“乾隆皇帝下江南”节目，收获了如
潮好评。为了迎合年轻游客的爱好，后续的庙会还
增加了“汉服秀”“红歌快闪”等具有时代气息的
新元素。而今年，更是引进了新项目“宜兴空竹”，
并邀请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的学生参与表演。
街上游人摩肩接踵，村民家中也忙个不停。

“按规矩，庙会这天杨桥家家请客，今天我们安排
了 桌！”村民徐念平告诉记者，庙会不仅

只是图热闹，更多是为了
亲朋好友团圆，

增进感情。

年 月 日 星期一 热线：

酒足饭饱后，庙会的另一个重头戏———走会，正式开始了。
“三十六行，种田头行！”走着四方步，说着质朴的语言，现场，演员

们滑稽诙谐的表演让游客捧腹大笑，“调犟牛”“舞马叉”等众多非遗项
目赚足了游客的眼球，引来阵阵喝彩。“走会的活动来源于古人的日常生
产生活，因此乡土气息十足。本次走会共有 多人参与，都是‘老把
式’！”南杨桥古文化研究会会长邵竞梅告诉记者，目前，杨桥有 项非
遗项目被列入省级、市级、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

非遗只有在传承、发展、创新的过程中才能焕发新的生命力。据悉，
自 年开始，南杨桥古文化研究会推动“捻纸”“调犟牛”走进运村实

验学校，纳入校本课程，成立社团，在接触中感知，在沉浸中融入。
让更多古村古镇借助非遗“火”起来，让更多非遗文

化在乡村“火”下去。年年岁岁中，民俗与乡愁
双向奔赴，记录着来时的印记，也聆听

着时代的足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