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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光闪耀”星光美术创新团
队精品汇报展、“岁月如歌·鄞来
芳华”庆祝鄞州区文化馆建馆 70
周年文艺晚会、鄞州区文化馆成
立 70 年历史轨迹和文化成果图文
展、2020“云舞鄞州”舞蹈大赛
总决赛⋯⋯从 9 月底至今，一系
列围绕鄞州区文化馆建馆 70 周年
的精彩文艺活动在鄞州各地上演。

70 年前，1950 年 9 月，作为
全国首批、宁波最早成立的文化
馆之一，鄞县人民文化馆正式成
立。当时只有 6 名人员，借用姜
山育姜小学礼堂 500 平方米，每
月事业费大米 375 公斤，这些现
在看起来略显寒酸的数据，见证
了文化馆筚路蓝缕的启航之路。

70 年后的 9 月，作为全国首
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连
续 11 年获评浙江省公共文化服务
评估第一名的“文化鄞州”建设
中的主力军和排头兵，鄞州区文
化馆在全民艺术普及、文化团队
建设、文艺精品打造、基层阵地
推进、群众活动开展等方面书写
了辉煌的篇章。

惠民与亲民并行，
天天有演出

“这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
东方起点，有着东亚文化之都美
称的浙江宁波！宁波宁波，‘海定
波宁’，今天我们就将走进宁波的
鄞州区，感受这座城市的人杰地
灵 ！” 2020 年 初 ，《唱 响 新 时
代》 ——走进浙江·宁波·鄞州
在央视播出，向电视机前的全国
观众展示了江南水乡的灵秀婉约
和港口城市的时尚与活力。

在 这 场 备 受 关 注 的 晚 会 背
后，既有央视 160 余名演职人员
的精彩演出，也倾注了宁波市 21
家基层文化队伍、中小院校等参
演单位共 960 余名群众演员的共
同努力。

鄞州区文化馆作为此次活动
的执行承办单位，克服时间紧、
任务重等困难，高质量高标准完
成 了 近 千 名 群 众 演 员 的 人 员 构
建、节目排练、登台演出以及舞
美搭建等重要任务，对整台演出
的 25 个节目进行了伴舞、伴唱和
伴奏，累计出场 4000 余人次，获
得了央视导演组高度好评。

鄞州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们充分利
用鄞州区文化馆星光合唱团、星
光舞蹈团等馆办资源作为基础演
艺班底，加强了演出保障。同时
广 泛 整 合 社 会 各 界 资 源 积 极 参
与，发动了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
院艺术团、堇山小学艺术团等各
大院校、鄞州越剧团等专业剧团
和鄞州区东胜街道舞团等各有关
镇 （街道） 基层文艺团队，打通
各级社会资源，作为有效补充。”

各级演出团队在央视节目组
专业指导培训下，不仅展示了自
身 演 艺 水 平 ， 也 拓 宽 了 演 艺 平
台，增长了演艺见识，实现了鄞

州区文化队伍水平素质的全新升
级跨越。

鄞州区文化馆承办和举办的
大型活动，反映了鄞州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也反映了物质生
活发展之后，精神追求的同步提
升。

连续成功举办 5 届天天文化
艺术节，在形式多样化、内容时
代化、参与大众化的基础上，实
现活动提质与增量齐驱，惠民与
亲民并行，推出一大批广大群众
喜闻乐见的惠民活动，为推动鄞
州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注入活力；
连续成功举办 10 届社区文化艺术
节，充分发挥辖区基层文化阵地
建 设 优 势 ， 开 创 了 “ 天 天 有 演
出、月月有活动”群众文化新局
面，成为全市群众性文化活动优秀
品牌；“百场文化”进社区进东部新
城系列活动，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廉政文化建设、文明城市创
建等方面积极发挥文化宣传作用；

“海商文化周”活动连续举办 3 年，
形成了以海商文化理论体系、海商
文化国际交流、海商文化与产业互
融、海商文化惠民四大板块为内容
的文化活动品牌；每年组织实施新
春团拜会、中秋茶话会，承办鄞
州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主题文艺晚会等。

全 民 艺 术 普 及 之
路，线上线下“艺起来”

在鄞州数字文化姜山分馆的
二楼入口处，有一块硕大的电子
显示屏，点开页面，各种公共文
化服务内容扑面而来。

点击“艺讯”，鄞州区近期全
部文化活动信息马上映入眼帘；

“艺演”栏目为大家提供了海量的
演出内容，有“送戏下乡”“文化
交流”“高雅艺演”等；按下“艺
培”，你想参加什么样的艺术培
训，这里都能满足你的需求；“艺
览”为你提供了丰富的艺术展览
和讲座信息；“艺库”可以让您欣
赏到文艺精品节目⋯⋯

早在几年前，鄞州区文化馆
人就已经认识到数字化工作的重
要性，筹划建立文化馆自有的数
字化平台“阿拉文化空间”，并不
断完善丰富内容，增加了“你传
我展”“你点我送”“文雅慕课”

“文化加盟”“志愿服务”等功能。
近年来，鄞州区文化馆着力

推 进 数 字 文 化 馆 总 分 馆 体 系 建
设 ， 以 文 化 馆 为 总 馆 ， 镇 （街
道） 为分馆，打造“平台共享、
资 源 互 补 、 区 域 协 同 、 供 需 对
接 ” 的 服 务 体 系 ， 实 现 全 面 覆
盖、互联互通、共建共享、规范
均等的服务平台。

2018 年，鄞州区“艺起来”
全民艺术普及暨公共文化数字总
分体系在姜山镇文化艺术中心正
式启动，这一做法得到了北京大
学教授、文化部国家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主任李国
新的点赞。“很多全民艺术普及的

做法，如巡演、社会力量参与等
在其他地方也有看到，但鄞州区
有自己的创造和创新，‘艺起来’
把文化走亲、巡演活动常态化，
让公共文化真正变成群众自我创
造、自我表现、自我服务、自我
教导。”

2019 年，“艺起来”鄞州区基
层 文 艺 团 队 综 艺 巡 演 用 70 天 时
间，举办了 64 场演出，歌声舞姿
遍及全区 21 个镇 （街道），从城
市广场到乡镇剧院，从文化礼堂
到社区舞台，将一台台热闹别致
的演出送到了鄞州人民身边，让
广大群众便捷地享受到身边的文
化 大 餐 。 从 2017 年 到 2020 年 ，

“立德树人美育启智”高雅音乐普
及暑期公开课连续四年在鄞州隆
重上演，鄞州籍著名指挥家、中
央音乐学院院长俞峰主讲，累计
吸引了 12000 余人现场聆听。

今年以来，鄞州区文化馆再
次推陈出新，在疫情期间发布了
甬剧、越剧、摄影、器乐等多种
多样的“中央课堂”直播讲座，
邀请名家主讲，让各艺术门类爱
好者学到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同
时 ， 建 立 线 上 粉 丝 社 群 ， 把 戏

曲、摄影、舞蹈、音乐、美术等
各艺术门类爱好者聚集起来，请
艺术名家和业务骨干对他们进行
辅导、培训等，让这些艺术爱好
者能够有所成长，成为文化馆日
后活动的主体，甚至从中选拔出
优秀者成为文化馆本级团队中的
一员。这也成为鄞州探索“艺起
来”惠民工程的创新案例。

此外，在“鄞州正在唱”“云
舞鄞州”等大型活动中，区文化
馆数字总分馆及艺培、艺展平台
的打造效应，也得到了充分展现。

在庆祝鄞州区文化馆建馆 70
周年文艺晚会上，“触手可及的艺
术课”正式发布，这是鄞州区数字
文化馆创新推出的知识短视频品
牌，将作为全国首发的艺术课程登
录支付宝市民中心生活号，随后将
陆续登录爱奇艺、优酷、腾讯，包括
深受年轻人喜爱的哔哩哔哩网站。

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风华正茂风华正茂
鄞州区文化馆建馆鄞州区文化馆建馆7070周年记周年记

林旻 吴海霞 胡勇

（一）

主灯熄灭，嘈杂声迅疾安静
下来，只留下剧场上空的顶灯，
星星一般闪烁。满场的观众被朦
胧、静谧的氛围所包围。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好
一朵美丽的茉莉花，芬芳美丽满
枝丫，又香又白人人夸……”

耳畔传来熟悉的旋律，棉絮
一样柔和，伴着缕缕清香，仿佛
来自幽谷，由远
而近，前面，左
右，后面，突然
间立体地把你包
裹了。

“ 让 我 来 将
你摘下，送给别
人家，茉莉花呀
茉莉花……”灯
光点亮剧场，蓦
然发现合声演唱
的五六十名男女
演 员 ， 身 穿 礼
服，排成回字队
形，站在剧场的
纵横通道上，与
观众近在咫尺。

2020 年 11
月 1 日晚上 7 时
半，鄞州区星光合唱团以那首著
名的江苏民歌《茉莉花》，以这
样奇特的形式，在宁波文化广场
大剧院开启了“星愿2”中国作
品专场音乐会的演出。

无器乐伴奏，甚至演唱者的
形体也保持静止，剧场内唯一回
荡的，是人的声音。《茉莉花》的
旋律经过复调化处理，五声性旋
律与大小调和声和谐相处，呈现
出别样的多彩与时尚感。不由得
让人感慨，人的歌喉真是世界上
最独特而美妙的乐器！

（二）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艺术教育
中心主任郭晓伟，身兼鄞州区星
光合唱团艺术总监和常任指挥，
除了序曲《茉莉花》和尾声《时
光》，他把这台音乐会分为“民
歌中国”和“诗歌中国”两大篇
章。“民歌中国”包含了《沂蒙
山歌》《小河淌水》《美丽的草原
我的家》等八首来自不同民族、
人们耳熟能详的民歌；“诗歌中
国”则包含了《阳关曲》《蝶恋
花·春景》《再别康桥》等七首
源自中国经典诗词的合唱作品。

我的邻座小汪，是一位流行
歌曲爱好者，这是她第一次完整
地观赏宁波本地乐团的合唱音乐
会。当看到节目单上有一首《九
儿》，她不由雀跃起来。

《九儿》 是电视剧 《红高
粱》的片尾曲，由何其玲、阿鲲
作词，阿鲲作曲。小汪分别听过

韩红、胡莎莎、谭晶、萨顶顶演
唱的四个版本。此刻，她听到了
一个完全不同于女声独唱的全新
版《九儿》——

“身边的那片田野啊，手边
的枣花香，高粱熟来红满天，九
儿我送你去远方……”

女声的领唱，舒缓、缥缈、深
情，带着一丝少女懵懂的忧伤；

“身边的那片田野啊，手边
的枣花香，高粱熟来红满天，九
儿我送你去远方……”

当第二段歌词循环出现时，
女声和声响起，歌声于是变得丰
满、圆浑。富有故事性的高亢声
音，循环反复的有力歌词，女声
二部的演绎，将作品中九儿坚强
隐忍的性格，一生的爱恨情仇与
跌宕起伏的情节，淋漓尽致地表
现了出来。这时，音乐语汇塑造
的不再是一个生命个体，而变成
了一组“九儿群像”。

音乐会下半场，合唱团以混
声合唱的形式，演绎《蝶恋花·
春景》，同样展示出合唱艺术的
独特魅力。

《蝶恋花·春景》是豪放派
作家苏轼一首清婉雅丽的词作。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
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
少。天涯何处无芳草。”词上阕写暮
春景色，合唱团以混声四声部演绎
残红褪尽、青杏初生的景象，反映
自然界的新陈代谢；女高音明朗、
轻柔、柔和；女低音充沛、坚实而圆
润；男高音柔和、明朗、清晰、坚实；
男低音坚实、有力、充沛而宽厚。团
员们丰富的音色完整地展现了四
部和声的音响效果，并在抒情中传
递出伤春情绪，而唱到下阕“墙里
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
笑”时，又表现出几许俏皮。显然，
演唱者充分理解了作品内涵，情感
的演绎真率而不落于轻。

合唱作品比起其他单声部声
乐作品，更具动人艺术魅力的根
本原因，就是其多声部的音乐形
态。这种包含主调式、复调式和
混合调式等不同织体类型的立体

音乐形态，使合唱成为声乐艺术
中色彩层次最多、变化幅度最
大、表现能力最强的高级形式。

（三）

鄞州区星光合唱团是鄞州区
文化馆打造的一支基层文艺团
队，2013 年初创，2016 年 6 月
开始实行正规化训练。据合唱团
团长、鄞州区文化馆馆长周蓉华
介绍，7年来，鄞州区累计投入

百 余 万 元 培
育、扶持这支
精 品 文 艺 团
队。合唱团目
前拥有60多名
团员，大部分
为鄞州区音乐
教师和音乐爱
好者。在青年
指挥家郭晓伟
指导和全体成
员的共同努力
下，星光合唱
团 多 次 代 表
省、市、区参
加国际、国内
各类赛事，并
屡创佳绩：

2013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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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获得宁波市第三届合
唱大赛第一名； 2017 年，获得
第十四届中国合唱节金奖；2018
年，获得中国青岛（即墨）国际合
唱大会最高奖……

7年间，这支业余群众文艺
团队，用一连串荣誉为自己书写
了不凡履历，也为鄞州乃至全市
的群众文化奉献了一张“烫金”
名片。2018年11月，合唱团在
宁波文化广场大剧院举办以“星
愿”为名的首场专场音乐会，演
绎了 17 首古今中外的音乐作
品。这次“星愿2”是他们第二
场合唱专场音乐会，也是鄞州区
文化馆纪念建馆 70周年系列活
动的压轴大戏。

从“星愿 1”到“星愿 2”，
我们见证了星光合唱团驾驭不同
风格、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
音乐作品的实力，见证了他们从
浩瀚瑰丽的民族文化中汲取精华
的探索，见证了他们不断向“殿
堂”靠近的努力。

这一切让我们有理由相信，
星光合唱团会像天上繁星，光耀
日益宽广的大地；会像无法丈量
的河流，奔向不可知的未来。

天籁·中国风
——观鄞州区星光合唱团“星愿2”专场音乐会

叶向群

“去年，我在宁波获奖了，因
为那次很放松，所以发挥不错。妈
妈说：可惜你眼睛不好，本来可以
带你去看看海。于是，看海，成了
我的一个梦想，心里也有了与宁波
再 次 约 会 的 愿 望 。” 14 岁 的 王 雅
祺，说起话来像个大人。

一年前，王雅祺曾经来宁波参
加全国小金钟奖琵琶展演，获得了

“琵琶新秀”的奖项。
2006 年，王雅祺出生在内蒙

古乌拉特前旗，满月时，父母发现
小雅祺不会注视物体，医生诊断
为“由于大脑皮层先天发育不良
造成双眼全盲”。父母一边带着她
四 处 求 医 ， 一 边 悉 心 呵 护 她 成
长，一直不放弃对女儿的教育，经
常对女儿说：“我们雅祺没有什么
和别人不一样的。”在父母的陪伴
下，小雅祺成长为一个阳光开朗的
小姑娘。

或许由于眼睛看不见，王雅祺
的听觉特别灵敏。一次，王雅祺听
到电视上的琵琶声，问妈妈这是什
么声音？妈妈告诉她这是琵琶的声
音。忽然有一天，王雅祺对妈妈
说：“我要学琵琶。”听了女儿的
话，父母一时惊呆了：一个失明的
孩子怎么学琵琶呢？但父母还是满
足女儿的愿望，给她买来一把儿童
琵琶，作为玩具让女儿开心开心。
几 天 后 ， 王 雅 祺 再 次 认 真 地 说 ：

“我要学弹琵琶。”父母一时犯了
难：去哪里找老师？学音乐的费用
不菲，之前为女儿治病已经花费几
十万元了。

为了满足女儿的愿望，母亲带
着她到北京，就读一所盲人学校，
一边拜师中央音乐学院江洋老师学
琵琶。盲人学习琵琶，困难可想而
知，其间艰辛难以细说。2015 年
开始，王雅祺不断参加全国性的琵
琶赛事，先后获得燎原杯琵琶大赛
儿童业余组金奖第三名、中国菁英
琵琶展演非职业儿童组金奖。

自去年宁波获奖后，父母觉得
女儿应该融入正常的普通教育体
制，使她的心理得以健康成长。于
是，王雅祺回到了老家，就读于鄂
尔多斯杭锦旗中学。上课时，看不
到黑板上的字，边上的同学轻轻地
给她念；考试时，父母坐在边上把
试卷“翻译”成盲文。平时，王雅
祺喜欢“看”书，尤其是历史人物
传记。她说，阅读有利于她对中国
琵琶名曲的理解，因为文学与艺术
是相通的。

每个月的某个双休日，她都要
去北京江洋老师处学艺。父亲从杭
锦旗开车近 3 小时到包头，母亲陪
着坐 6 小时动车到北京。除了读
书，王雅祺都在练琴，每天坚持 5
个小时以上。今年全国“敦煌杯”
琵琶大赛时，因为王雅祺以前曾经
获得过同年龄组的金奖，所以根据
大赛规定，她必须参加高一个年龄
段级别的比赛。于是，14 岁的她
参 加 了 16 岁 至 18 岁 年 龄 段 的 比
赛。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不少人已
经进入音乐学院的附中，演奏水平
不俗。最后，王雅祺凭着娴熟的技
艺，获得这个组别的金奖第一名。
很多评委说：“真不容易。”

不久前，王雅祺再次来到宁
波，参加由中国音协和宁波市委宣
传部主办、宁波中华文化促进会承
办的小金钟获奖选手全国巡演活
动。在宁波市青少年宫、宁波行知
实验小学、镇海蛟川双语小学、象
山丹城第六小学，她登台演奏了

《草 原 小 姐 妹》《渭 水 情》。 演 出
前，很多练习琵琶的孩子，围着她
弹琴，眼神里充满着好奇和崇拜。
不少家长，则向王雅祺的母亲请教

“教子经”，她母亲说：“虽然闺女
是盲人，但是我们父母没有放弃，
女儿更是没有放弃。”

说到对宁波的感觉，王雅祺连
夸宁波菜好吃，宁波人热情。“我
也想学习作曲，以后就写一首 《听
海》 吧。”真是一位有志向的乖女
孩。

我与宁波有约
楼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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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愿2”中国作品专场音乐会现场。 （周建平 摄）

王雅祺在演出。（楼伟华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