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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丹文

2019 年 12 月 8 日,《听·见
天一》朗读会在天一阁成功举行。
这个由宁波市文化艺术研究院主
创、具有舞台表演性质的“听·见”
系列朗读活动已经坚持了 5年。5
年中，它共推出了 10个全新打造
的朗读表演活动，演出场次有 20
多场。演出地点除极少数在剧场
外，大多放在了我市景区、博物
馆、艺术展厅、学校等城市公共文
化空间。

这一活动，从剧作者周东旭
剧本《张苍水》的朗读会开始。

《听·见苍水》，以悦耳的朗读为基
础，嫁接戏剧、音乐、舞蹈等多种
舞台表演形式，构筑一种适合实
景演出的综合艺术形态，这种风
格沿用至今。特别是“听·见阳
明”，历经多次磨砺，最后以较为
完整的实验戏剧样式，受邀参加
国际顶级的爱丁堡艺术节之中华
文化艺术节的演出而一炮打响。

那么，从“听·见”系列朗读活
动的多年坚持中，我们能“听见”
哪些演出之外的声音？

笔者个人认为首先是听见了
戏剧借助朗读这一形式“灵魂附
体”，在舞台之外的民间“拔节生
长”的声音。

戏剧是综合的舞台艺术，作
为个人，很难像音乐、舞蹈那样，
在日常生活中直接参与它的实践
活动。“听·见”最大的意义是拢起
了一个戏剧爱好者的队伍或者说
是“圈子”，让一些民间人士参与
其间。

除了特邀演员，“听·见”的许
多主创和表演者，有各自的职业，
他们有的是教师，有的是主持人，
有的是职员……但大多数有戏剧
的背景。他们是戏剧的热爱者，也
有知名戏剧院校的毕业生。用他
们其中一位的话来说，这个活动
是在戏剧不景气的当下，戏剧爱
好者或者说是戏剧“同道”互相

“取暖”。
正因为有这个彼此“取暖”的

圈子存在，打通了专业与业余的
区别，让本土戏剧编导、表演者与
爱好者紧紧地“抱”在了一起。同
时，它为专业的戏剧创作提供了
另一种可能——通过花费不大的
剧本朗读表演，让戏迷大众认知
甚至评鉴剧作者的作品，进而判

断它有无实现艺术价值的更大空
间。

其次，“听·见”系列让人听见
了它创新传承传统文化、讲好宁
波故事、传播宁波城市形象中的
合声共鸣。

2015年“听·见”推出的 4期，
以端午、重阳、七夕、冬至等为题，
探索传统民族节日文化在当下的
创新性传播；2017 年的《听·见家
风》，则是应合时势，展现宁波名
人家族书香传家、俭以养德的千
年家风。而另外一些如《听·见牡
丹灯》《听·见船王》也都是从宁波
历史文化中去挖掘内容进行创造
性转化。

“听·见”以传统文化的“旧
瓶”，勾兑以现代艺术的“新酒”，
自然得到了现代观众甚至不熟知
中国文化的“老外”的理解。在爱
丁堡，当英国观众看完《听·见阳
明》，发出了“王阳明，就是中国的
马丁·路德·金”这样的感慨，从而
对王阳明这位中国的圣人有了初
步的认识。

第三，“听·见”坚持夜间实景
演出，也多多少少适时呼应了公
共文化空间夜间开放，推动旅游
夜经济的需求。“听·见”的表演形
式和空间，可简可繁，可大可小。
它演出的场地，可以是余姚中学
阶梯教室里一块小平台，可以是
天一阁的状元厅，而即使登上千
人剧院舞台演出，照样能撑起场
面。在当下文旅融合的背景下，这
样形式的表演，无疑有广阔的天
地。说它有可能成为表演的“轻骑
兵”，也不为过。

“听·见”的 5年实践，无论作
品还是演出，有成功也有不尽如
人意之处。但它探索的方向肯定
是对头的——我们从“听·见”系
列活动中，听见了书香之城以朗
读的方式维系戏剧生命的传承，
听见宁波传统文化以现代的方式
在文化空间创意呈现，最为关键
的是，我们听见自己内心里都有
一颗向往艺术、渴望典雅的灵魂。

“听·见”，
让我们听见了什么

文苑

2019 年 12 月 27 日下午，一场
题为 《听·见 30 年》 的朗读会在
天然舞台小剧场举行。与宁波市文
化艺术研究院举办过的其他“听
见”朗读会相比，这场朗读会似乎
更像一台综艺演出：以宁歌少儿艺
术培训学校小演员演唱的宁波童谣
开场，片段式地呈现了天方编剧的
甬 剧 三 大 悲 剧 之 一 的 《半 把 剪
刀》，戚天法编剧的越剧 《徐福东
渡》， 王 晓 菁 编 剧 的 越 剧 《阿 育
王》，马敏合作编剧、倪东海导演
的越剧 《明州女子尽封王》，孙仰
芳和王晓菁合作编剧、王乃兴合作
导演的甬剧 《宁波大哥》 等宁波经
典舞台剧目。甬剧新生代演员贺
磊、沈超，越剧名家凌惠琴、吕碧
云，梅花奖得主张小君，新生代越
剧演员代表杨魏文，甬剧表演名家
沃幸康等悉数登场。除了戏曲，陈
云其、周东旭、刘小波、孙仰芳创
作 的 诗 歌 《热 血 家 国》、 话 剧

《听·见苍水》、《丹书焚》 和广播
剧 《包玉刚的婚床》 一一得以呈
现。

人 们 不 禁 会 问 ， 为 什 么 要 办
这 样 一 场 朗 读 会 ？ 是 什 么 原 因 ，
让他们一起出现在了天然舞台小
剧场？

与此同时，剧场外有一场题为
《看·见 30 年》 的图片展，静静地
诉说着宁波市文化艺术研究院作为
宁波专门从事文化研究的科研机构
30 年的风雨变迁，历数多年来取得
的主要研究成果。其中，黄文杰主
持的 2017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
学项目 《江南戏曲文化史研究》，
尤为引人注目。细心的观众不难
发现，成果中还有不少省市级课
题 与 戏 曲 、 与 舞 台 艺 术 关 系 密
切，如黄文杰主持的 《浙江戏曲
文化史研究》，友燕玲主持的 《当
代戏曲受众心理研究》《宁波民营
剧团发展研究》《推进宁波市戏曲
进校园对策建议》 等。人们看了
演出，看了展览，也许会问为什
么宁波市文化艺术研究院与戏曲
关 系 如 此 密 切 ？ 而 看 到 徐 晓 莹 、
杨燚锋等人的 《媒体融合现状分析
与路径研究》《文旅融合视域下宁
波文化消费发展对策研究》 题目，
或许会追问，这个研究院的主要职
能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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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观众参加了当天上午举行
的“遇·见 30 年：传承发展座谈
会”，或许就会解开心中的疑惑。
原来，这三场活动聚焦的是从 1989
年宁波市艺术研究所到后来成立市
文化艺术研究院的故事。人们透过
一 个 文 化 科 研 机 构 30 年 机 构 沿
革、成果展现，或许能从中看到宁
波 这 座 城 市 30 年 来 文 化 艺 术 创
作、研究、评论、传播的点滴变
化，能感受到一座城市文化艺术观
念的自我革新。回望来时的筚路蓝
缕，可以总结和回顾的东西很多，
但中心命题只有一个，即我们的文
化研究、艺术创作和评论要更加紧
密地围绕城市的高质量发展，以高

质量的研究成果回应新时代文化艺
术发展的新要求。

宁波市文化艺术研究院的前身
是成立于 1989 年的宁波市艺术研
究所。和国内许多同类机构一样，
最初主要职能集中在戏剧、戏曲创
作领域，正因为如此，这种基因被
传承下来，当前研究院的很多研究
成果与戏曲、戏剧关系密切。长期
以来，在戏剧的创作与研究上，不
但以研究成果促进传统的甬剧、越
剧、广播剧拥有持久的生命力，而
且还大胆尝试音乐节剧、儿童剧、
室内情景剧，得到广大观众的喜
爱 。 2011 年 12 月 到 2016 年 6 月 ，

研究院还加挂了宁波市甬剧传习中
心的牌子，开展甬剧的保护、传承
与研究工作，支持国有、民营甬剧
团体发展。如沃幸康、友燕玲等开
展 “ 甬 剧 老 艺 人 抢 救 性 保 护 工
程”，2013 年挖掘整理“滩簧七十
二小戏”，举办“宁波滩簧——甬
剧 非 遗 小 戏 展 演 ”。 先 后 出 版 了

《甬剧老艺人口述史》《甬剧优秀唱
腔选集》《甬剧传统小戏选》《台前
幕后：甬剧名角沃幸康的舞台心
路》 等书籍。其中 《甬剧老艺人口
述史》 在首届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十佳百优”图书评选活动中入
选“百优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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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次改革，今天的市文化
艺术研究院，其内涵和外延早已远
超当年，以文化研究、艺术创作与
评论为主线，还涉及文化交流与传
播、学术期刊与文化年鉴编辑出版
等众多专业性强、学术性深、品质
要求高的城市文化研究、艺术创作
和传播任务。近年来，市文化艺术
研究院又积极向政府智库转型，在
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各种面向
城市文化发展的对策性、应用性、
实验性研究，如搭建宁波文化沙
龙、宁波文化创意创研工作坊等创
新平台，还举办了“宁波首届文旅
产业创新创业大赛”，已经取得了
积极成效。诚如宁波市文化广电旅
游局副局长吕勇在座谈会上指出
的，发展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思
想观念的发展同样如此。而城市的
文化研究、艺术创作需求、侧重点会
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从机构名
称设置来看，最初成立的单位叫艺
术研究所，关注以戏剧为主的各类
艺术，也因此创作了大量甬剧、越
剧等精品力作，促进了宁波舞台的
艺术繁荣。后来加上“文化”二
字，显示机构顺应时代需要，职能
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和丰富。

人们应该还记得，2016 年 6 月
19 日，在东亚文都·中国宁波活动
年期间，宁波美术馆举行了一场题
为“看见·云走·一人一艺：侯莹
现代舞结识展”活动，这是宁波首
次在非剧场类公共文化空间中表演
现代艺术，旅美先锋编舞家侯莹和
她的团队带来了不一样的表演。宁
波市文化艺术研究院正是这场活动
的主办方。副院长王晓菁认为，从

“听见”到“看见”，研究院一直在
为繁荣城市文化艺术生态、丰富文
艺 品 种 、 推 动 艺 术 创 作 而 努 力 。

“之前把‘听见’系列放在天一阁
博物馆里就是一种尝试，发现很多
宁波市民喜欢。这次现代舞演出是

‘看见’系列的第一次，之后我们
也会尝试在剧场以外的更多公共艺
术空间如美术馆、博物馆、艺术馆
等地方呈现。”她认为，对“东亚
文化之都”的宁波来说，引进国际
一流艺术家和新颖现代的演出方
式、文化跨界表演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件事。“我们的愿景是‘心之所
在 ， 皆 为 舞 台 ’， 一 面 墙 、 一 座
山，许多城市的公共空间可以当作
表演的舞台。”2017 年，研究院承
办了第十五届亚洲艺术节中的“万
象更新：亚洲当代艺术展”。2019
年，王晓菁将 《听·见阳明》 带到
英国爱丁堡艺术节，用实验戏剧的
方式，将宁波故事讲到海外。是
年，作为挖掘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尝试，宋臻等人
策划了一台题为“迷恋宁波”的摇
滚古筝音乐会，由青年古筝演奏家
陈希垚和宁波本土的灯塔乐队合
作，在天一阁演出，通过互联网直
播 ， 吸 引 了 近 24 万 观 众 在 线 观
看，广受各界好评。做宁波文化研
究，讲宁波城市故事，“听见”“看
见 ”“ 遇 见 ” 已 成 为 宁 波 文 化 传
承、传播的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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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文化艺术研究院目前专职从
事文化研究、艺术创作和文艺评论
人的人员，不到 10 人，加上领导
和管理人员不过 15 人。但就是这
样 一 个 团 队 ， 有 市 级 领 军 人 物 3
人，省文化创新优秀专家 1 人，省
级公共文化专家库专家 1 人，2016
年以来，承担了市文广旅游局等上
级政府部门委托课题 10 余个，承担
市领导批示回复 5 个，承担文化发
展规划任务 3 个，多项资政建议被
市政府采纳，充分体现了作为市政
府文化职能部门智力支撑单位的能
力，宋臻、黄文杰等人关于“东亚文
化之都”建设的相关研究成果还被
文化和旅游部采纳。今年以来，研究
院结合党组织活动，到全市各地的
农村社区开展“四力”行调研活动，
为地方文化发展建言献策。研究项
目走进大学、中学、小学，走进社区、
书店、农村文化礼堂，开展文化宣传
普及，如戏曲进校园活动对于大学
戏曲社团建设、培养小学生对传统
曲艺的兴趣，有积极的成效；如“迷
恋宁波·带着书本去旅行”系列活
动，通过文旅融合的方式，普及宁波

历史，推动旅游发展，受到孩子们的
欢迎；再如，黄文杰、杨燚锋等在市
图书馆推出的“阅·宁波”“新历史·
新阅读”专题系列讲座，在《东亚文
都》杂志开设专栏《甬上实证》，以当
下视角解读宁波历史文化。还有在
全国获奖的《宁波文化年鉴》，以及
宁波唯一的城市文化学术期刊《天
一文苑》 的编辑出版，正是这样的
传播普及，努力以高质量的文化研
究成果不断满足着宁波市民对高层
次文化的需求。

宁波的文艺爱好者或多或少听
说或参与过“宁波有戏”“宁波有
影”“宁波有艺”。这三个“有”，
是宁波市文化艺术研究院搭建的专
题性文艺评论平台。文艺评论引领
城市文艺创作发展，是市文化艺术
研究院的一项重要职能，近年来，
研 究 院 公 开 发 表 文 艺 评 论 100 多
篇。然而，对于一座城市而言，仅
仅依靠专业人员开展文艺评论，显
然是不够的，为此，市文化艺术研
究院专门推出了“有戏”“有影”

“有艺”三个面向社会文艺爱好者
的文艺评论平台，一方面为他们提
供作品发表的平台，另一方面也对
他们进行专业的辅导和引导。研究
院连续多年举办“文艺评论人才研
修 班 ”， 请 来 了 傅 瑾 、 马 也 、 周
星、陈晓云、宋宝珍等文艺评论名
家，亲自为宁波的文艺评论队伍授

课。创作研究部研究人员一直致力
于推动文艺评论发展，重视评论人
才的培养，持续壮大文艺评论队
伍，发展宁波市内外青年戏剧评论
者、创作者两百余人，组织撰写发
表各类剧评、影评八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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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7 日 举 行 的 朗 读 会 上 ，
宁波市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廖先锋
代表研究院向宁波市图书馆、宁波
各高校图书馆和海曙区图书馆等代
表机构捐赠了研究院的主要研究成
果，首任所长戚天法向研究院赠送
书法作品，祝艺术研究之树长青。
最后，研究院全体人员一起朗读了
由陈云其和刘小波共同创作的纪念
诗 《风华三十年》。老一辈与新一
代合写一首关于一个单位传承发展
的诗，或许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具有
仪式感的传承。诚然，从研究院的
现状和城市文化研究发展需要看，
与新时代的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
但反过来讲，这种差距恰好也是研
究院未来发展的巨大机遇。诚如诗
中所写：三十年芳华瑰丽，三十年
耕耘不息。文化艺术研究院要和城
市结伴同行，拥抱新时代，发掘新
亮点，满足新需求，在宁波这片热
土上迎接新梦想的来临。

风华三十年，
与宁波文化艺术共成长

部分早期创作成果

《听·见阳明》赴爱丁堡演出

文化沙龙 （宁波市文化艺术研究院 供图）

《天一文苑》创刊号《甬剧老艺人口述史》

《听·见天一》朗读会现场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