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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台阶“布阵”，没有乐团伴
奏，上个周末，宁波海曙月亮湖合唱
团来到鼓楼城墙前、月湖公园等地演
唱。这别开生面的场景，吸引了众多
市民。

今年5月起，宁波万名合唱“达人”
陆续走向街头巷尾，“唱响星期天”。

“唱响星期天”是宁波构建以精
神富有为标志的文化发展生态的缩
影。在全国率先开展“一人一艺”全
民艺术普及实践、建设“15 分钟品质
文化生活圈”、开展文艺赋美等工程，
宁波一直在用看得见摸得着、具体可
感的文化生活滋养城市。在此基础
上，今年以来，又在全省率先亮出“宁

波有戏”城市文化新品牌，打造新时
代文化艺术标识，全年将有近 1.5 万
场文艺演出奔赴街头、社区、商圈，赋
美人间烟火。

文化是软实力，也是硬支撑。文
化和旅游部、浙江省政府联合印发的

《关于高质量打造新时代文化高地推
进 共 同 富 裕 示 范 区 建 设 行 动 方 案

（2021—2025 年）》，明确提出推进文
化铸魂、发挥文化赋能作用。

宁波以“有戏”为破题口，丰富文
化活动和场景供给，创建全域联动、资
源共享、协同并进的活动承载体系，从
更广范围、更深维度推动全域文化繁
荣、全民精神富有。

霓虹亮起，宁波著名景观老外滩
再次从夜色中醒来。

离老外滩 15 分钟车程的一幢写
字楼内，33 岁的公司销售员柳斌下班
后换了身装束，背上一把吉他、一台音
响，直奔老外滩忽明忽暗的霓虹中。
经过报名、审核等程序，他在老外滩的
演出地点，被确定为宁波全城2800多
个常态化演出点位之一。

柳斌在老外滩沿江的老地方坐
定，与搭档的鼓手王冲相视一笑，一串
明快的吉他独奏伴着鼓点激情流淌，
络绎不绝的路人慢慢围上来，驻足、喝
彩，情绪值很快拉满。

“每晚唱两小时，一年 365 天，除
了下雨天，我几乎不缺席。”柳斌的语
气里洋溢着浓浓的满足感。柳斌喜欢
音乐、渴望舞台，上班之余他自学了吉
他，常常跑到公园里“秀技”。在这过
程中，他遇到了志同道合的搭档，组成

“一九乐团”。再后来，宁波试点招募
文艺志愿者，提供固定点位演出，“一
九乐团”正式在老外滩出道。

没有华丽的布景，但这里有旺盛
的人气、轻松欢快的氛围，柳斌找到了
属于自己的梦想舞台，众多“柳斌”也
让宁波找到了充满烟火气的“一台
戏”。“宁波有戏”新 IP 的内核是城市
文化供给体系的创新与升级。

近年来，群众对多层次精神文
化需求呈现“量”与“质”齐增长的态
势，仅依靠文化部门单向输出力量
有限，“谁来演”、“怎么演”成了各地
公 共 文 化 建 设 普 遍 面 临 的 一 道 难
题。宁波今年提出推动近 1.5 万场

各种形式的文艺演出奔赴街头，量
很大、面很广，破题的关键就是聚合
起众多柳斌这样的文艺达人。三五
个人“一站、一唱、一演”即可完成演
绎或展示项目，多点位、小场景，“刷
屏”全城，最终进一步提升公共文化
服务供给水平。

数据显示，目前，经过个人申报、
文化部门审核等一系列程序后，宁波
已在全城招募 1.83 万余名文艺志愿
者。其中既有各级文化馆（站）的文艺
骨干，也有水准高的社会艺术机构团
队，还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文艺爱好者
等，一个由政府主导、全社会广泛力量
组成的文化服务矩阵雏形已现。

若将时间线再拉长，不难发现，城
市文化蓄力是一场真正的长跑。

早在2016年，宁波便在全国创新
启动“一人一艺”全民艺术普及工程。
即用 5 年时间，让绝大多数市民能认
知一门艺术，对其产生兴趣、学会欣
赏，能够参与甚至掌握它。为此，众多
文艺工作者来到老百姓身边，免费为
老百姓送去艺术文化培训，覆盖舞蹈、
戏曲、书法、美术等艺术门类。

“这更像一个双向的‘蓄水池’。
一方面，把文艺输送到老百姓身边，
助力提升全民文化素养，另一方面，
也是在培养城市文艺演出的‘后备
役’。”宁波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
江武吉给出了一组数据，目前，宁波
全市“一人一艺”全民艺术普及综合
参与率高达 82.93%，这些掌握一技
之长的市民，很多都成了如今“宁波
有戏”的主角。

街头巷尾“秀技”
1.8万文艺达人挑大梁

傍晚 6 时，夜幕降临，福庆北路地
铁站人流如织，在一曲悠扬、清丽的

《紫竹调》中，行人不自觉放缓了脚步，
让乐声抚慰风尘。循声而去，10 位来
自宁波市演艺集团的成员正上演一场
民乐秀，今年，他们不时在街头巷尾带
来高水准的演出。

“平时，他们的演出在音乐厅、剧
院才能看到。”围观人群很快认出这支
小有名气的团队。

“没想到下班回家的时候还能遇
到民乐演出，高雅艺术就在身边。”人
群中，市民王女士这样感慨道。

演出地点不止在地铁站。在江北
区庄桥街道童家村，宁波交响乐团 4
位提琴家组成“一台戏”，耳熟能详的

《大海啊故乡》，似乎一下子把听众拉
回到过去的年代；在姚江渡船上，余姚
市戏剧家协会主席、国家一级演奏员
倪乐辉吹响一曲《上春山》，曲终掌声
不断⋯⋯在宁波，越来越多高大上的
舞台艺术演出正走下舞台，来到市民
身边。

宁波文艺家底厚实，既有宁波市
演艺集团这样的专业院团，也有高水
准交响乐团，还有余姚市姚剧保护传
承中心、宁海县平调艺术传承中心等
区域性专业院团。如何巧用优质文艺
资源，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和艺术气质，
是“宁波有戏”在内容维度做出的新
探索。

每年，宁波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仅
向交响乐团、演艺集团等本土顶尖院
团，就采购了近百场演出，这些演出都
被送到街头巷尾。

与此同时，宁波以“城”为舞台，鼓
励精品文艺大戏走出剧场，因地制宜
嵌入城市生活场景中，增添城市的文
艺范儿。比如，鼓楼步行街周边都是
老社区，这里展开的街头演出多为甬
剧、越剧等，而鼓楼地铁站大厅面积
大，人流量密集，演出常是流行歌曲，
或是古曲音乐，每首曲子时长不超过
5 分钟，演出时间设置在傍晚 5 时 30

分，疲倦了一天的下班人群，只需要在
下班路上停留 5 分钟就可以欣赏优美
的音乐⋯⋯

演出走向街头、走近群众，是艺术
的沉浸、导入。从舞台到街头，需要专
业演员更强的适应能力和现场应变
能力。

“山门离别情悠悠⋯⋯”5月2日，
在余姚四明山区一块草坪上，姚剧《强
盗与尼姑》中的经典唱段悠悠传来，余
姚市姚剧保护传承中心的章旺和搭
档，两个人撑起一台戏，观众就围坐在
一米开外。

章旺唱了 12 年姚剧，这还是他
第一次“走下”舞台。选择在草坪上
演 出 ，他 是 想 和 观 众 走 得 近 点、再
近点。

“观众的毛孔几乎都能看清楚。”
章旺说。没有舞美、灯光、乐队加持，
他需要用更夸张的肢体表演传递情
感。比如，捡起手绢递给女主角这一
段，舞台上可以简单一递，靠音乐来渲
染“不舍”，但走到街头，这个“递”就变
成了多次推拉、转圈之后再递过去，纠
结之情一下子被拉到满格。

当听到观众直呼“好看”时，章旺
松了一口气：“短短 5 分钟的小片段，
能让观众了解，并对姚剧产生兴趣，演
出走向街头很有意义。”

走出剧场、走向街头、走近群众，
在宁波市甬剧团团长吴刚看来，这一
转变并非简单地换个场地，而是给演
出项目编排、策划带来了颠覆性变化
和考验，街边看似独立的演出片段，饱
含巧妙的内容设置，如何在有限的时
间内引导观众互动参与，是一个新
课题。

吴刚举了一个例子，为了成功地
走向街头，他们把一些经典甬剧剧本
做了大幅度调整。“比如，我们特意创
排了沉浸式演出版本，考虑到有很多
外地游客，我们还首次以普通话为基
本台词，穿插经典甬剧伴唱，让观众不
知不觉中和甬剧亲密接触。”

精品文艺大戏
因地制宜嵌入城市生活

海曙南塘老街游人如织。忽然，一
阵清丽的旋律传来，循声望去，一个民国
装束的少女正站在古戏台上打鼓唱曲。
随后，帅气的“学生”、威严的“将军”、走
街串巷的“商贩”一一出现，游客不由自
主地随着剧情“进入角色”⋯⋯

这是甬剧大戏《啼笑因缘》在街头上
演的一幕，不禁让人感叹实在很“穿
越”。作为第三批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
宁波八大历史街区之一的南塘老街，也
是一个网红演出点位。

“南塘老街本身就是走文旅产业路
线，当越来越多的演出融入其中，这里的
文艺氛围在很大程度得以提升。慢慢地，
市民和游客都知道南塘很‘有戏’，会相约
来打卡。”海曙区文化馆馆长毕小龙说。

据测算，南塘老街在演出期间，日均
人流量较往常都会增加一倍多，桥上、茶
楼、周边回廊里都坐满了人，同看一
场戏。

流量不仅带来了热闹劲，也体现出
“宁波有戏”IP 另一层面的作用：带动
经济。

在“外摆经济”被重新提及的今天，
街头演艺正以时尚、活泼的形式为城市
商业赋予新活力，宁波通过常态化固定
演出，打造多个具有亮点、爆点、焦点的
重量级城市街景艺演，培育推出一批自
带流量的经典点位，覆盖了历史街区、商
圈等流量“大户”。

比如宁波老外滩，常年人流量巨大，
追求艺术的小资青年、晚饭后出门散步
的家庭、在此聚会的外国人⋯⋯不同背

景的人们，在这里与宁波城市文化交
融。在自带流量的老外滩，共有 3 个常
态化演出点位，这些点位每天都有演出。

鄞州南部商务区写字楼林立，曾经
一入夜便似一座空城。如今，一到夏夜，
乐队演唱、爵士乐演奏、随机街舞等贴合
场地氛围的演出活动不断在楼宇空地上
演。这里也成为宁波全城 2800 多个常
态化演出点位中的一个。

随着流量激增，夜游、夜娱、夜宵、夜
学、夜购等丰富多彩的“夜经济”悄然生
长。水街中心广场里，美食摊位围绕广
场排开，周边摆上 70 多组桌椅，吃喝玩
乐，应有尽有，越夜越嗨⋯⋯这样的模式
在宁波更多的商业区被复制。

今年“五一”假期，宁海旅游小镇强蛟
镇很有“戏”，大海是背景、沙滩为舞台、涛
声作伴奏，两三个人，一个乐队，随便找片
沙滩，“小而美”的“飞歌宁海湾”海岛音乐
会就开唱了，游客踩着音乐节拍集体撒
欢。受益于这样的文艺气息，“五一”期
间，这个小小的海岛镇每天吸引万名游客
打卡，成为宁波最火的地方之一。

“当出圈的演出点位越来越多、范围
越来越广，一方面对演出管理、场地管理
等提出了更高要求。另一方面，考验的
是宁波如何用好‘一台戏’，探索出文旅
深度融合的新范式。”宁波市文化广电旅
游局相关负责人说。比如，每个村庄都
有村晚，可以尝试构建“演出+产业”模
式，再嫁接民宿餐饮、生态农业、乡村工
坊等新型业态，形成“宁波有戏”带动产
业、产业反哺的新格局。

时尚文化IP
给城市商业增添新活力
时尚文化IP
给城市商业增添新活力

专家观点

宁波海曙月亮湖合宁波海曙月亮湖合
唱团在鼓楼城墙前唱团在鼓楼城墙前““唱响星期天唱响星期天”。”。

余姚市舞蹈家协会的文艺志愿余姚市舞蹈家协会的文艺志愿
者在当地古迹通济桥上表演古典舞者在当地古迹通济桥上表演古典舞《《关雎关雎》。》。

王晓菁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艺术润物无声
地塑造着城市文化品格。可欣赏、可亲
近、可分享的艺术，更能为城市增添文化
趣味。

“宁波有戏”是对城市文化演艺新空
间的拓展，打破传统的艺术演出形式，跳
出剧场的空间限制，一步一舞台，转角遇
到戏。这是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切
实可行的新路径，也是浙江高质量建设
公共文化服务现代化先行省、打造新时
代文化高地的重要探索。

依托商业综合体、综合交通枢纽、文
化创意园区、旅游景区等场地的演艺新
空间更接地气。它们打开一扇扇艺术之

窗，让来往的市民、游客随时能投入艺术
的怀抱。把艺术与群众生活连成一体，
既能满足群众对文化不断提升的需求，
也提升了城市的文化品质、营造出更浓
郁的文化氛围。

为把“宁波有戏”打造成更有影响力
和持续性的城市品牌，建议制定相关政
策。例如进一步引入商业运营机构和民
营文化企业；利用新媒体和互联网技术，
开展在线演出、直播、互动等活动；拓展
观众群体，进一步提升品牌知名度。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可能成为
舞台。人们漫步宁波街头，就可开启一
场“有戏”之旅。

（作者系国家一级编剧、宁波市文化
旅游研究院副院长）

一步一舞台，转角遇到戏

用文化生活滋养城市，全年将有1.5万场演出走上街头

宁 波，全 城“ 有 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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