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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厘子

湖南长沙的岳麓
书院门前有副楹联，

“惟楚有材，于斯为
盛 ”。 湖 南 人 有 才 ，
不仅在于这地方仁人
志士辈出，让我倍感
佩服的是，现今连电
视娱乐节目都可以做
到独步全国。

我上大学时，最
火爆的 《超级女声》

《快乐男声》 等选秀
类电视综艺节目，就
是由湖南卫视首开先
河。没想到许多年过
去，当同类节目层出
不穷观众纷纷感到审
美疲劳时，芒果台又
剑走偏锋大出奇招，
跳过流行音乐，直指
向来被视为曲高和寡
的美声音乐，开创出
全新的声乐节目《声
入人心》，且一播就
是 三 个 多 月 。 从
2018 年 11 月 初 至
2019 年 1 月中旬，每
周 一 期 ， 连 播 12
期，从最初的饱受质
疑 到 后 来 的 好 评 如
潮，低开高走，渐入
佳 境 ， 着 实 出 人 意
料，也可以说是在中
国电视娱乐节目史上
创造了纪录。

按照制作人的说
法，制作该节目的初衷是为了改变大多数人对
美声音乐的刻板印象，拉近声乐艺术与普通人
之间的距离。什么刻板印象呢？我想一般人听
到“美声”之类的专业名词时，脑海里多半会
浮现出三个穿着燕尾服的“老外”并肩站在台
上引吭高歌《我的太阳》的场景——这就是我
们对此类艺术的“刻板偏见”。而这样的场景
对于普通观众来说，恐怕确实没有多大吸引
力，令人敬而远之。如何纠正人们惯于把美声
音乐与外国老人唱歌画等号的认知误区呢？

《声入人心》 节目组进行了别出心裁的实践。
他们召集 36 位各大院校声乐专业毕业或在读
的学员参赛，因这档节目集中在长沙市的梅溪
湖国际艺术文化中心录制，所以这 36 位选手
后来被网友称为“梅溪湖三十六子”。三十六
子无一不是“80后”“90后”青年演员，最年
轻 的 “1975” 组 合 ， 四 人 的 平 均 年 龄 只 有
19.75 岁。把这样一批青春洋溢、朝气蓬勃的
少年推到舞台中央，收看节目的观众会老
吗？——观众的年龄结构一定不能完全老化，
否则艺术的传播注定是没有希望的。

迎合观众的口味并不意味着简单“看
脸”，而是在不违背艺术规律的前提下，运用
合理的手段，创新表现方式，与当代人的审美
观念相适应。“梅溪湖三十六子”有高有矮，
有胖有瘦，相貌有出众的也有平凡的，不是说
谁长得好看谁就能胜出，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
是科班出身、具备专业素质，因此无需质疑这
档艺术节目的专业性，更何况台下还坐着廖昌
永等业内大腕担任评审。

“通俗”与“美声”各有所长，各有受众，不存
在孰高孰低。但美声无论学唱还是欣赏的“门
槛”都要高于“通俗”，也是不争事实。唱美声不
但要有天生的良好音色，演唱技巧和情感表达
都得到位，还须通晓外语。作为一门滥觞于西方
宗教音乐的艺术，如果歌者不懂英语、法语、德
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欧洲主要语种，怎
么演绎那些世界名曲、经典剧目？

美声当然是音乐中的高雅艺术，相当于昆
曲之于戏曲，是硕果仅存的“雅部”。“大雅久
不作”，雅乐总是会被想当然地视为小众，认
为脱离大众，成为只有知识分子自娱把玩的清
供。不可否认这也曾是一种趋势，但高雅与通
俗之间其实并非完全不能打通。昆曲作为现存
最古老的剧种之一，曾独霸明、清两代剧坛，
袁宏道的《虎丘记》中也记载过苏州虎丘中秋
曲会时倾城阖户出动的观演盛况，直到清末民
初才走向衰微。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国难当
头、民生凋敝之际，高雅艺术又何来生存空间
呢？晚至 2004 年，白先勇先生牵头制作的

“青春版 《牡丹亭》 ”才使得昆曲“起死回
生”，重焕青春，再一次进入国人的视野。其
成功的关键恰在于突出了“青春”这一主旨，
大胆启用青春靓丽的年轻演员担纲主演，让古
老艺术与现代舞美有机融合。尽管此举一度也
招致一些非议，但必须看到，“青春版”昆曲
确确实实吸引了大批年轻观众。而如今，《声
入人心》 节目其实正做着类似意义的事情，
用青春的面孔和漂亮的歌声，刷新普罗大众
对于美声音乐的认知，或者说，给观众们上
了一堂美声赏析通俗课，至少能教会大家如
何区分男高、中、低音，辨别音乐剧和歌
剧。

“离歌且莫翻新阕，一曲能教肠寸结。直
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当看到

《声入人心》 收官一期的最后部分，现场响起
了苏格兰名曲《友谊天长地久》的音乐，三十
六子坐到一起回顾三个月来朝夕相处共同成长
的点点滴滴，然后一一上台深情话别，无不哽
咽，也惹出观众多少眼泪——娱乐圈有太多太
多的“人设崩塌”，而我们依然坚信，这一切都是
真情流露而非纯粹环节设计，人与人之间，毕竟
有爱。难得综艺节目不仅形式新颖，还传递了
如此正能量
的价值观，

《 声 入 人
心 》 成 功
了，因为它
已 深 入 人
心。

声
入
人
心
深
入
人
心

—
—

评
湖
南
卫
视
全
新
音
乐
类
节
目
《
声
入
人
心
》

小镇上的“悉尼歌剧院”

早就听说鄞州区云龙镇有一座气势
雄伟的文化体育艺术中心，日前笔者随
云龙镇文化站站长朱敏来到该镇王夹岙
村。矗立在眼前的这座风格独特的建
筑，顿时让人对它所处的“村庄背景”
产生了某种恍惚感。

“中心是 10 年前动工兴建的，当时
邀请了浙江大学高裕江教授工作室设
计 。 中 心 占 地 23 亩 ， 其 中 建 筑 面 积
7818.9 平方米，总投资 4500 万元。”朱
敏站长不无自豪地说，“虽然近年来一些
兄弟乡镇，比如姜山新建的文体中心无
论投入还是体量已经超过我们，但云龙
文体艺术中心目前仍是鄞州区规模最
大、综合功能最齐全、设备最先进的文
化场所之一。”

这是一座两层半高的建筑，外形犹
如两条舞动的巨龙。入内，全透明玻璃
使得整个大厅无比通透。笔者看到，中
心内影剧院、室内篮球馆、电子阅览
室、舞蹈房、健身房、乒乓房、台球
房、培训室、室外球场等设施一应俱
全。元宵前夕，镇上的“云起龙腾舞蹈
队”和太极队正在各自场馆内排练节
目。朱站长介绍，元宵节时舞蹈队将赴
陈黄村、王夹岙、任新村与当地村民联
袂演出；太极队也将去镇上的“甬乐阳
光家园”，为生活在那里的智障人士进行
慰问演出及太极拳培训。

“说来有趣，镇上一些群众把艺术中
心戏称为云龙悉尼歌剧院。虽然两者的
外形并不像，但他们打心眼里喜欢这个
能够学习、培训、活动、健身的乐园。”
朱站长笑着说。

一年开放 308 天，每年文体授课数
近千节，图书借阅数5年增加近5倍。光
是艺术培训这一块，就有越剧、甬剧、
书法、二胡、模特、拉丁舞、排舞、太
极等 10余个门类，培训的开支全由政府
买单，去年镇上 2 万多人次享受了“免
费午餐”。“据统计，镇里 2015年、2016
年两年的文化体育经费投入共计 806 万
元，这几年仍然逐年递增……”

每晚 6点一过，王夹岙村居民金君就
急着赶去文化中心。“再晚，打羽毛球就没

场地了。”他说，体育场馆天天爆满，打羽
毛球、篮球、乒乓球的人特别多。

云龙镇文化体育艺术中心仅仅是鄞
州区基层公共文化设施的一个缩影。

这些年，鄞州区集中建成了区文化
艺术中心、区图书馆、区市民综合活动
中心、区非遗馆等一批省市一流水准的
文化馆群，总投资达 5 亿元，总面积超
8.5万平方米；其次，打造赶超发达国家
水平的博物馆群，已建成各类博物馆

（艺术馆、美术馆） 21 座，其中非国有
11 座，总建筑面积超 5 万平方米，民间
资本投资规模超 2 亿元，鄞州区由此获
得“中国博物馆文化之乡”称号；鄞州
还先后建成了区体育中心、网球中心、
游泳中心等能够承办国际赛事的体育馆
群。此外，由于市文化广场、保利剧
院、五一广场、市图书馆、城市展览
馆、科学探索中心等大型市级公共文化
设施落地鄞州区，鄞州市民也得以“近
水楼台先得月”，享受这些高端场所举办
的“文化盛宴”。

在镇级层面，从 2008年起，鄞州区
启动“公共文化明珠镇工程”，全区目前
已建成9个集“一个多功能文化中心、一
座现代化影剧院、一处休闲式人文公园、
一个特色性文化广场、一座多功能室内球
馆”于一体的“五个一”镇（街道）级文体中
心，总投资 5.51 亿元，总建筑面积 7.47 万
平方米，平均每个文体中心建筑面积达
8000平方米，远高于省级标准“建筑面

积1500平方米”的水平。
在村级层面，自 2006年起围绕构建

“15分钟文化圈”，鄞州区在全区所有行
政村实施“星光工程”，重点建设综合宣
传窗、综合文化室、综合室外活动场
地、综合体育健身路径“四综合”文体
设施，实现公共文化设施在基层的广泛
覆盖，广大村民可以在“文化家园”、

“文化礼堂”、“天天读”图书分馆、“公
共电子阅览室”和“天天乐”村级文化
娱乐培训中心，享受到快捷、多元的公
共文化服务。

业余合唱团的专场音乐会

2018 年 11 月 24 日晚，在宁波文化
广场大剧院，一首由拉脱维亚当代著名
作 曲 家 艾 瑞 克 斯 · 艾 森 瓦 兹 创 作 的

《STARS》（繁星），作为序曲拉开了鄞
州区星光合唱团专场音乐会的序幕。在
一个半小时里，合唱团 60多名成员演绎
了 《把我的奶名儿叫》《如梦令》《吉祥
阳光》 等 17首历年积累的作品，出色完
成了一台专场合唱音乐会的处女秀。

鄞州区星光合唱团是一支业余文艺
团队，队员来自辖区内的各行各业。业
余文艺团队在大剧院举办专场合唱音乐
会，已属罕见，而据了解，该合唱团 5
年间多次代表省、市、区参加国际、国
内各类赛事，并先后获得宁波市首届合

唱大赛第一名、浙江省经典歌曲 （合
唱） 大赛一等奖、第十四届中国合唱节
金奖、2018年中国青岛 （即墨） 国际合
唱大会最高奖……这支业余文艺团队用
一连串荣誉为鄞州区的群众文化奉献了
一张“烫金”名片。

目前，鄞州区以“星光”命名的业
余文艺团队共有 7 支，涵盖了歌唱、舞
蹈、曲艺、戏剧、摄影、美术及文学创作
等艺术门类。“星光”成员共有 600 余人，
鄞州区的很多文艺精品出自他们之手。

如果说星光合唱团代表了鄞州区群
众文化所达到的“高度”，那么，这支精
品团队的脱颖而出正是依托了更庞大、
更坚实的“塔基”。鄞州区文化部门的统
计显示，该区现有特色业余文艺团队
600余支，骨干成员2万余人，文化志愿
者6000多人。

人民群众应该是公共文化的建设
者、参与者和享受者，这一共识在鄞州
区公共文化特色品牌——“天天系列”
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自 2009年起，鄞州区全面实施“天
天演”文化惠民工程，至今已累计投入
资金 9237.1万元，引进全国各地 45支优
秀专业表演团队和本土 31支优秀业余戏
曲团队，在鄞州城乡演出 11000 余场
次，惠及观众 850 万人次。目前以“天
天演”为龙头，又衍生出“天天乐”“天
天读”“天天看”“天天听”“天天学”

“天天练”等十大“天天系列”，惠民服
务内容实现了从听歌、看戏、送电影的

“老三件”到讲座、培训、展览、表演、
科教、健身、娱乐、节庆等“新十样”
的转变，每年为群众提供各类公益服务
6000余次，惠及群众300余万人次。

“鄞州区文化发展一直秉承制度化、
创新化、联动化三大理念。”鄞州区文化
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党委书记、局长王力
波说，“文化的发展需要各方合力。在公
共文化建设中我们坚持区、镇、村三级
联动，坚持政府主导与社会力量参与联
动，坚持传统手段与数字化手段联动，
坚持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发展联动，充
分调动了各方力量、利用了各类资源与
手段，不断向着公共文化效能最大化的
方向进军。”

（图片由鄞州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
局提供）

打造人人共享的文化盛宴
——鄞州区荣获全省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评估“十连冠”综述

叶向群 金慧君

北京大学教授、文化和旅游部国家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主任
李国新：

浙江是全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的排头兵。在浙江这片土地上实现全省
公共文化服务综合评估“十连冠”谈何
容易，但鄞州做到了。

公共文化服务难在“体系”建设。
鄞州的引领、示范价值，正在于持之以
恒地着力构建服务体系。从设施上看，
这里不仅有高大上的城市地标，更有星
罗棋布、老百姓家门口的高品质小微场
馆，设施体系为服务体系奠定了基础。
从服务和活动上看，这里有十大“天天

系列”、特色品牌系列、行业主题系
列、一镇一品系列、“艺起来”艺普系
列，灿若群星、丰富多彩，总有一样适
合你。从管理运营上看，这里有多样化
的模式和方法，公共文化服务政府主
导、社会参与、激发活力、提高效能，
怎样由理念变为现实，鄞州用实践作出
了回答。

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副司长白
雪华：

我多次公开表示，宁波鄞州区虽然
在示范区创建时成绩不是排名第一，这
是由于体制的限制，但是示范区创建是
最好的。因为鄞州区建立了一套成熟的
制度、规矩，一举打破了文化工作人治
的弊病。全国绝大部分的地区，文化工
作的好与坏，取决于某一任领导是不是
重视，鄞州区区长、书记换了好几批，
示范区创建也过去很多年了，但是示范
区建立的很多政策、制度依然运行得很

好，现在还是保持创新，保持先进。

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叶菁：
从 2008 年开始，浙江省在全国率

先研究制订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评价指标
体 系 ，评 估 的 对 象 为 全 省 89 个 区 县

（市）。在这 10 年的评估中，鄞州区始终
蝉联第一名，实属不易。从评估指标分
析，鄞州区的公共文化投入、文化设施建
设、文化活动开展等方面在全省领先。从
25 个单项评估指标看：鄞州区有 5 个指
标位居全省第一（包括并列）、11个指标
在前 10 位，23 个指标在 40 位以内；从 7
个综合指标看：文化机构指标排在第一
位，文化投入、文化享受、图书馆综
合、文化馆综合等指标排在第二位，文
化队伍指标排在第四位，文化活动指标
排在第九位，7个综合指标全省排名均
在 10 位以内。同时，鄞州还十分重视
品牌打造，重视供需对接，将原本用于
奖励先进、扶持经济薄弱镇 （乡） 的资

金，转变为可选择的“菜单式服务项
目”。近几年第三方调查显示，群众对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知晓率、活动参与
率、满意率保持在85%以上。

宁波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党委副书
记、副局长杨劲：

鄞州获全省公共文化评估“十连
冠”的背后，是其践行“以人民为中
心”的文化建设理念的具体体现。十年
经验表明，鄞州探索出了一套能不断满
足群众需求的公共文化运行机制，为群
众提供了有效的服务内容，这既是鄞州
区委区政府重视顶层设计、科学谋划，
不断突破体制机制瓶颈的必然结果，也
是鄞州广大文化工作者十年如一日，勇
于创新，苦干加巧干的鲜活注脚。近年
来，随着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建设，
公共文化的内生力不断增强，鄞州文化
的磁场不断放大，形成了全民参与文化
建设的新格局。 （海客）

领导、专家解读十连冠

星光合唱团演出场景星光合唱团演出场景

云龙文化体育艺术中心云龙文化体育艺术中心

编者按：不久前，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
了对全省89个区县（市）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评估
指标数据及排名，鄞州区以 84.43分排名首位。
至此，自2008年首次开展这项评估以来，鄞州区
已连续10年获得浙江省公共文化服务综合评估

第一名。分析发现，鄞州区在基层公共文化投
入、设施、队伍建设以及活动开展、群众文化满
意度等诸方面，均走在全省前列。

“十连冠”是如何做到的？公共文化服务又给
鄞州人民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