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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知名文创市集团队的几
位负责人均表示，相对于上海、厦
门、深圳等城市，宁波的市集明显
还处于起步阶段。傅瀛洲说，“按
照宁波现有的商业广场来计算，每
年至少有 500 场文创市集的需求
量 ， 而 我 们 最 多 能 承 接 50 场 左
右，发展空间挺大的，需要更多的
同行参与进来。”

吴东日说，各地的市集基本上
差不多，高低之分无非在于市集的
文化内涵。宁波的文创市集基本上

还属于“散兵游勇”的状态，在深
入挖掘活动主题、文化内涵及营造
城市文化氛围方面，还缺乏统筹和
引领者。他举例说，比如做一个端
午民俗文化主题的市集，要去跟非
遗保护等相关部门、单位及个人一
一对接、洽谈，“对接起来比较
累，投入的精力相当大。如果政府

部门能在信息、资源等方面发挥牵
线搭桥的作用，我们做起来可能会
更顺畅、更专业。往远了说，宁波
也可以像上海一样，在华东地区打
造 文 创 嘉 年 华 之 类 的 品 牌 活 动
啊！”吴东日说。

邵斌伟认为，宁波的文创市集
在差异化、特色化、个性化方面，

还有待下功夫。他建议在市集中注
入更多的互动体验元素，另外还可
以借鉴国内外一些大城市市集的做
法，引入诸如小乐队、街头艺人等
演艺内容，强化市集的文艺气息。

虽然尚有差距，但吴东日对
宁波市集的前景依然充满信心，
他希望在宁波这个港城，文创市
集能真正体现出海派文化特有的
内涵，也希望越来越浓厚的市集
文化，激发更多年轻人投入文创
事业。

未来发展空间更广阔

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捧
出了他研究“白马湖派文学”
的第 5 本著作 《白马湖文谭》。
夏丏尊、朱自清、叶圣陶、丰
子恺、朱光潜、刘延陵……30
多年来，他读着这些教育家、
作家的散文，关注他们思想的
发展、行走的踪迹以及交往中
的趣闻轶事，对他们和宁波的
交集，更是穷根究底。

朱惠民：

沐浴在白马湖的清波中

文创市集：

让城市变得更有“文艺范”

赶集，是农耕社会里城乡居民互相交换物质、信息的一种生活方式。著名的南门“三市”和西门“八市”，

曾在老宁波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在互联网经济时代，昔日喧闹凌乱的集市随着旧城改造渐渐消逝，展现

都市艺人创意手作之美、引领城市时尚潮流、搭建年轻人线下交流平台的文创市集却悄然兴起。“有眼市集”

“鲤朵市集”“鼓楼市集”“果仁市集”“橙意市集”……文创市集风生水起的同时，逛市集也成为文青、创客等

年轻群体追逐都市时尚节奏、感知时代变迁的一种新型生活方式。

周燕波 朱尹莹

在风起云涌的文创市集“江
湖”中，海曙区的“有眼市集”因起
步最早、发展成熟，在甬城众多市集
中占据了“鼻祖”般的地位。据市集
创始人傅瀛洲介绍，第一次尝试是
在 2013年，第一场活动在海曙区新
芝 8 号园举办。当时团队通过分发
传单以及在豆瓣网和微博等渠道发
布活动信息，报名的摊主只有三四
十人，体验型服务也只有两项。场

地条件简陋，设计师们的作品直接
摆在地上。由于缺乏经验，当时的活
动也没有确定主题。然而出人意料
的是，市集还是吸引了近 800 人现
场“围观”。有些顾客在体验后表示，
这样的活动十分新奇，又有文艺气
息，希望能多办几场。

初战告捷让团队上下备受鼓

舞，此后，“有眼市集”像旋风般
转战宁波各大商业综合体、广场。傅
瀛洲从中敏锐地捕捉到了“创意”和

“社交”这两大堪称市集灵魂的核心
要素。通过两年多的努力，他们成功
打造了一个汇聚设计师、手工艺人
及“粉丝”的市集。在本土扎根后，他
们又开始对外输出，赴上海、杭

州、嘉兴等地举行活动。
精彩纷呈的市集活动犹如磁铁

一般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手工艺
人、设计师、创客等。据团队负责
人夏慰介绍，如今他们已累积了约
2000 名优质摊主资源，由此引来了
日益庞大的客流量，甚至有人从北
京、广州、台北等城市赶来，只为了
认识同行，切磋技艺，交流信息。“有
眼”也成为省内最具影响力、并且较
早涉足 O2O 线上线下联动模式的
创意市集。

“有眼市集”：先行一步

宁波最近一年来的市集热与
“鲤朵”的一夜盛开不无联系。“鲤
朵市集”是去年 7月进入市民视线
的，他们的“发源地”是天一广场的
七号门，这里曾是繁华的天一广场
里最没人气的一个“死角”。“鲤朵”
的创始人吴东日一开始只是抱着尝
试的心态，然而，那场准备并不算充
分的“首秀”却引来了如流人潮，一

直到晚上 10时才陆续散场。“鲤朵”
吸附了一群忠实的“粉丝”，并且成
功签约了一批优质摊主作为后续活
动的主力军。

一个“死角”居然被一个民间

市集“激活”了，这大大出乎广场
经营者的预期，于是他们顺势把这
个“死角”打造成天一广场时尚的

“第七街区”。
印象城、宁波文化广场、月湖

盛园、来福士广场、南部商务区水
街、镇海 1902 万科广场、宁海西
子国际广场，不到一年时间，在宁
波各大商业综合体和购物广场，

“鲤朵”的身影无处不在，至今已
举办了 23 场市集活动。最近的两
场分别是在印象城举办的六一亲子
市集和端午节在宁波文化广场举办
的“重五市集”。

“鲤朵市集”：一夜盛开

在林林总总的市集中，“鼓楼
市集”诞生时间不长，但因它举办
场次、地点相对固定，也成了甬上
知名市集。策划团队是宁波市海纳
广场开发经营有限公司，据公司副
总经理邵斌伟介绍，市集的第一场
活动是在去年 8月中旬，当时是为
配合宁波购物节而做的。看到效果
不错，他们就趁势将市集作为一个

文旅活动品牌加以打造。
因为地处海曙闹市的鼓楼沿历

史文化街区，市集的风格主题自然
要与鼓楼沿传统商贸氛围相吻合，
为此，他们以农历节气转换及传统

节日更替作为市集活动举办的时间
节点，基本上保持每月两场的频
次。如入夏后，他们策划举办了以
立夏、端午为主题的市集，接下去
还将举办七夕、中秋、重阳等节庆

主题市集。“鼓楼市集”摊位主打
传统的非遗手工艺品，有手工布
艺、编织、皮具、面塑及各类挂
件、首饰等，另外还有雕塑、陶
艺、绿植、彩绘等具有现代气息
的 产 品 。 市 集 至 今 已 举 办 了 20
场，为提升鼓楼商街人气、营造
鼓楼沿一带的文化氛围起到了显
著作用。

“鼓楼市集”：传统为本

Bala，是宁波土生土长的80后
独立艺术家，开有个人绘画工作
室。除了擅长绘画、涂鸦、装置艺
术等，业余时间她还特别喜欢做手
工艺品，而且手工作品的内容广
泛，如轻粘土玩偶、编织、工艺蜡
烛、挂毯、皮具等，甚至她还想涉
足陶瓷、木艺等。朋友看到她那些
精巧而有创意的手工作品，提议：

“你做的这些，去卖卖看吧！”于
是，5年前她去了“有眼市集”的
那场“首秀”，没想到作品大受欢
迎，一个晚上就被顾客“抢光”。

Bala说，作为一个独立青年艺
术家，她过去最苦恼的是自己的画
作、装置艺术品等“养在深闺人不

识”。现在尽管有些作品也没法搬
到市集上去展示、售卖，但至少市
集提供了一个结交朋友、获取信
息、展示才艺及推介作品的平台。

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的殷致宁
是一名 90 后提琴制作师，同时又
是一名从事声音设计 （又称电脑音
乐） 及装置艺术的年轻艺人。他
说，参与市集除了演出外，还可以
展示声音设计和可视化数据交互的
案例，这是他的艺术特长。“我的
作用就是让音乐、画面、灯光、装

置等元素都表达出一个主题，使展
会活动的现场呈现更新颖别致。”

殷致宁在集盒广场开有独立的
制琴工作室，在工作室“闭门造
琴”，需要耐得住寂寞，而参加户
外市集，则让他找到了一个新型的
社交平台。“认识了好几位志趣相
投的朋友，大家互相交流，让我得
到许多创作的灵感和素材。”

在甬城，像 Bala、殷致宁这样
的本土青年艺术工作者还有许多。

文创市集的价值和意义何在？

就像“有眼市集”宣称的那样，致
力于打造一个中国独立青年设计师
集聚地，为独立设计师、青年艺术
家、新锐手作人、艺术爱好者以及
热爱美物的人们提供一个多元的展
售、交流及创作的平台。

宁波大红鹰学院人文学院文化
产业管理专业负责人、教授李建
荣，则从激发年轻人投入非遗手工
技艺传承热情、培养工匠精神的角
度，对文创市集寄予很大希望，

“我们学院开设了‘巧手妙作工作
坊’，学生的非遗实践作品常常拿
到天一广场、月湖盛园、老外滩等
地方的市集去展示，这是一个很好
的平台。”

让年轻人有个交流的平台

为什么看似不起眼的市集，能
够在繁华都市中受到追捧？傅瀛洲
说，相比于传统集市，文创市集
的内涵已超越了“卖东西”的概
念，来逛市集的市民更多的是享
受互动体验式的服务及与人交流
的乐趣。在每场活动中，人们会
惊喜地发现，这里不仅有琳琅满
目的手工创意作品，还有卖体验
式服务的，其中不乏充满生活情
趣的各种新鲜小玩意儿。

在吴东日看来，文创市集的兴

起缘于当下传统商业的衰落，“要
是换成 10 年前，在天一广场摆摊
的代价不是被驱赶出场，就是缴纳
高额的进场费，而现在我们把摊位
引进来，不但不用缴费，还能向他
们收费，这在过去是没法想象的。”

市集的“粉丝”很大一部分是
年轻人，那么，吸引他们的除了产

品还有什么？吴东日认为：“是氛
围，具体地说，市集是年轻人从线
上走到线下的一个社交平台。”他
进一步解释道，市集把过去简单、
冰冷的钱物交换，变成了更具人文
情怀的体验式消费及个性化社交，
摊位上展示的不再是贴着价格标
签、毫无温度的商品，而是凝聚着

手工艺人心血和创意灵感的作品。
顾 客 在 欣 赏 、 挑 选 、 购 买 的 同
时，与物品的主人交流，领略它
独特的原创性魅力。因此，“逛市
集”成了时下年轻人的流行生活
方式。

走 过 国 内 外 近 40 个 城 市 的
Bala 认 为 ， 与 其 他 同 类 城 市 相
比，宁波的夜生活氛围太淡了，
而市集可以成为打造年轻人文艺
社交圈、促进城市夜生活文化氛
围的一个载体。

超越“卖东西”的概念

天一广场天一广场““第七街区第七街区””
（（““鲤朵市集鲤朵市集””供图供图））

1987 年，宁波文化研究会
成立，朱惠民是首批会员。在那
里，他认识了钱念文、裘克安、
徐季子、金涛、李燃青等文化学
者，他们关注本土古典文化，注
重古典文史的研究。后来，朱惠
民注意到，20 世纪 20 年代的浙
东文化研究，还少有人涉足。而
现代宁波文化史上有一件大事，
那就是 1922 年成立于北京的文
学研究会，不久便在上海、广州、
郑州、宁波建立分会。1923 年，经
亨颐来宁波任省立四中（即今宁
波中学）校长，文研会会员夏丏
尊、朱自清、丰子恺、刘延陵相继
而来。他们不仅在上虞白马湖畔
的春晖中学任教，还在宁波省立
四中执掌教鞭。一周之中，他们三
天在白马湖畔沐浴“山间明月”，
三天在宁波奉化江边“吹拂清
风”，欣然做“火车教员”。在经氏

“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指导下，
各界名流纷至宁波讲学，属文研
会成员的，尚有沈雁冰、郑振铎、
陈望道、俞平伯。一时宁波成了文
研会人杰荟萃之地。

朱惠民非常喜欢这些名家的
散文。他说：“我是一个教育工作
者，曾在中学、党校任教。我爱读
这些教育家、作家的散文，我自己
写文章，也是以他们的文风为典
范的。”最初，他做了一个“朱自清
与宁波”的课题，在研读朱自清日

记时，发现他不仅常提到在春晖
中学以及省立四中的同事，还提
到与他们联系甚密的叶圣陶、弘
一法师等。看这些作家的文章，思
想有相通之处，文风、气息又很相
近，于是，朱惠民依稀获得了一种
流派观点。他决定研究这个作家
群体。1986 年，朱惠民在撰写的

《夏丏尊先生与春晖中学》中作了
如是论述：“丏师‘行文纾缓，毫无
火气’，读来给人以朴素、平实之
感。他的著述宛似平屋，既无华美
装饰，又没大厦气派，不过平平而
言。这种清淡平实的散文风格简
直可谓之‘白马湖派’。”

后来，朱惠民陆续出版了
《白马湖散文十三家》《白马湖文
派散论》《悦读白马湖派散文
家》《白马湖文派短长书》 等
书。在不断的资料积累和发掘
中，他的研究越来越系统，越来
越深入。近几年，他把目光聚焦
于 白 马 湖 作 家 群 的 丛 刊 《我
们》。《我们》的编务地，恰恰就
在宁波省立四中与白马湖畔的春
晖中学，这点为许多学者所忽
略。他的新著《白马湖文谭》正
是从 《我们的六月》《我们的七
月》两本丛刊着手，力图展示在
新文化运动时期这些作家对宁波
文化和宁波学子的影响。这两本
丛刊和当时的 《语丝》 南北呼
应，在新文学史上开风气之先。

在地域文化研究中另辟蹊径

在现代文学研究中，谈到夏
丏尊、朱自清、丰子恺、叶圣
陶、俞平伯等，一般放在 20 世
纪 20 年代长长的一串散文作家
名单中，没有“白马湖作家群”
的概念，更不要说“白马湖流
派”。但是，这些教育家的散文，求
真、求善、求美，清雅俊逸，平淡冲
和，给人以思想的启蒙，他们自成
一派，加之他们和五四巨擘周作
人的联系，在当年的文坛是形成
一股风潮的。在现代文学史中，白
马湖作家群应该有相应的地位。
较早关注“白马湖文学现象”的是
台湾著名诗人、散文家杨牧，他在
1981 年编选的《中国近代散文
选》“序言”中将五四以来的散文
分成七类，“白马湖派散文”成为
其中一类。随后，这一说法得到了
更多人的认同。

朱惠民认为，无论从现代文
学的角度还是从地域文化发掘、
弘扬的角度，宁波的学人和作
家，应该好好研究一下白马湖作
家群。他几十年投入研究，积累
资料，终于有了这一本本系统的
著作，翔实地介绍白马湖作家群
和他们的作品风格、散文特质。
他深耕浙东文化史料，对这些作
家的人文背景、创作思想、艺术
风格及其他诸多因素做了探究。
他的研究不是寂寞的，30 多年
来，不断受到鼓励、促进。《白
马湖文派短长书》出版时，中国
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吴福辉为他作序，说他充分发挥
了区域性本土文学、文化研究的

特长，“区域性本土研究的特
点，是材料新颖，富地方性，可
以支持全国性本土研究向纵深方
向发展。”台湾学者张堂锜、浙
江师范大学教授王嘉良，对其白
马湖文派的观点也加以肯定。

曾经，朱惠民向香港《九州
学刊》投稿，稿件录用后，主编还给
他复信，说是夏志清教授审的稿。
2006年，上海新闻出版局召开夏丏
尊作品研讨会，夏丏尊的孙子夏宏
宁特地跑来向他问好。这一切给了
朱惠民继续研究的动力。

朱惠民的著作有一个特点，
擅长以散文随笔的方式进行研究
阐述。出于自身的学养，也是因
为白马湖作家文风的浸润，朱惠
民的作品文通句顺，读来亲切。
他查阅了许多资料，但论述时深
入浅出。5本著作，不仅介绍了
核心的作家、作品和他们的刊
物，还细细地发掘、梳理了作家
之间的关系，包括他们的交往和
相互影响。他的作家研究，不是
单一、孤立的，而是置于一个群
体当中去讲述，同时也折射了整
个时代的文坛情状和文风文貌。

除了白马湖文派研究，朱惠
民还为宁波的品牌文化和美食文
化做了大量的策划、宣传工作。他
还有两部著作，那就是被列入浙
东作家文丛的《书味醰醰——从
宁波到白马湖》和《舌尖上的宁
波》。“做白马湖文派的研究是寂
寞的，因为太寂寞了，我有时也想
热闹一点。”有文友称朱惠民既有
文学的头脑，又有经济的眼光。

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力求补白

朱惠民（黄文杰 摄）

朱惠民关于
白马湖文派研究
的部分著作
（受访者供图）

市集一角市集一角（（““有眼市集有眼市集””供图供图））在印象城举办的六一亲子市集在印象城举办的六一亲子市集 （（周燕波周燕波 摄摄））
赵淑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