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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城市越大，文人墨客越多，设摊写字的

也越多。据载，旧时在京城，腊月的“书春
摊”“对子摊”遍布闹市。有老北京人说：
解放初期，在骡马市大街路南一家邮局门
口，有位老先生摆摊卖字，平日里代写书
信，一进入腊月就给人写春联。求字的人自
带红纸，老先生挥笔完成后，再把春联给读
一遍，因为求字人大多不识字。求字人听
后，高高兴兴拿出几毛钱的“润笔费”。

在宁波，贴春联之风虽不及京城浓厚，
但“老宁波”说：早年在城隍庙前、县学街
民乐剧场边、三市 （现南塘老街） 一带也常
见这种摊铺。

过去在农村，会写春联的是少数，一般
得请人代劳或赶集时去买。也有壮胆自己动
笔的，字虽歪歪斜斜，却反映了真真切切的
劳苦大众的民俗。

1980 年之后，新华书店出售的印刷春
联渐渐增多，后来销售渠道又进一步放开，
农民在集市上购买印刷春联十分方便，且品
种很多，如年画与对联一体式的春贴、金墨
相间的门联、凹凸版斗斤等。

近年来，各地文化部门经常举办送春联
活动，组织书法家们挥毫泼墨。手写的春联
为即将到来的新春平添韵味。

按照 《燕京岁时记》 载：“ （腊月廿
三） 祭灶之后，（春联） 则渐次粘挂，千门
万户，焕然一新。”

今天已是腊月廿八，谨以此文祝福 《四
明周刊》 的读者，“家家门巷尽成春”。

桑金伟 文/摄

一
贴春联是厚重而有深意的民俗。春联又称“春

帖”“门对”等，是春节前用红纸写成、张贴在门上
的联语。

春联源自古代的所谓“桃符”，就是悬挂于大门上
的桃木板。有人认为，早在五代后蜀时的宫殿中就开始
在桃符上题写联语。这其中，后蜀主孟昶写的“新年纳
余庆，嘉节号长春”一联较有名，它大概可算是春联的
鼻祖了。到了宋代，在桃符上书写联语已是盛行。

据载，春联书写在红纸上兴于明代。陈云瞻在《簪云
楼杂记》中说：“春联之设，自明太祖始。帝都金陵，除夕
传旨，公卿士庶家，门上须加春联一副。”传旨后，朱元璋
还要微服巡视，当他看到千家万户大门上贴着红红的春
联后，非常高兴。可当他走进小巷，发现有一家门上并无
春联，得知这家是阉猪的，不会写春联，街坊邻居也不愿
代劳。朱元璋当即为其写了一副：“双手劈开生死路，一
刀斩断是非根。”翌日，皇帝再巡时又到其家查看，发现
春联竟没有贴出，他勃然大怒。这家主人跪地禀报：有人
告诉我这是皇帝的御书，不敢轻易贴在门上，已把它挂
在中堂，焚香供奉。朱元璋听后大喜，当场赐银 50 两。看
来春联的最大推手还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

在明太祖的倡导下，南京贴春联蔚然成风，求写
春联的市民络绎不绝。在春节前夕，文人墨客纷纷走
上街头市肆，摆摊设点现写现卖，于是写春联、卖春
联就此兴起。

发展到后来，还出现了撰写春联的“专业户”。
这在 《燕京岁时记》 中也有明载：“自入腊以后，即
有文人墨客，在市肆檐下书写春联，以图润笔。”到
了清代，贴春联已成为辞旧迎新的特定习俗，而且春
联的外延有所扩大，增加了横批、斗斤 （斗方）、春
条、挂签儿 （门笺）、门心等新的样式。

这长盛不衰的春联，一贴竟越千余年，可见此俗不凡。

二
在之前的很多年里，为了拍摄全国各地的过年习俗，我总是在除夕那天开始出门远游。2008

年春节，我在山西水源村看到一户农家，大门上贴了对联 2 副、横批 2 副、斗斤 3 副、横式春条 1
张、纵式春条 5 副，门楣上还飘着挂签儿 4 条，再加门神 1 副作为门心，总数有 31 张之多，真是琳
琅满目。看到这样的门头，怎不令我欣喜若狂？

凛冽的冬日，在鳞次栉比的破楼旧屋上，在层层叠叠的残窑老洞前，家家户户新换的春联，闪
烁着艳红，在乌黛灰黄中显得格外亮丽。不光大门口有层层春联，走进院落，鸡窝、牛棚、猪圈前
也贴着春联。如此深厚的民俗，让我怎敢停歇？

2014 年 1 月，得悉佛山的“挥春一条街”已经开张，我欣然前往。“挥春”在粤语里是春贴的
意思，在闽南则称“春仔”。挥春包括两个环节，即书写和张贴。我想挥春更简洁的定义大概是

“挥毫书春联”。
挥春一条街设在筷子路上，整条老街的两边都是旧式的骑楼，密密匝匝地挂满了红彤彤的春联。

驻足细看，每二三间店面为一摊，正面高处标注着诸如“英华挥春”“伟申挥春”“欧伯挥春”“聚福春联”
“朱伯写字”之类的铺号，以“挥春”为号的居多。再细察，陈列的全是现写的春联，有墨色的，有金粉的，
有墨钩金的，也有金钩墨的。顾客到此处购买春联，多是冲着现场手工书写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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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丹文

2020 年的最后一个夜晚，当
宁波交响乐团中提琴手周捷在宁
波文化广场大剧院参加新年音乐
会演出之时，在宁波大剧院，宁
波学生艺术团交响乐团也上演了
一 台 青 少 年 新 年 音 乐 会 。 事 实
上，这台青少年新年音乐会迄今
已坚持了 14 年。20 多年前，周捷
正是这个学生艺术团的成员。

宁波学生艺术团的雏形，是
30 多年前相继成立的宁波市中学
生艺术团和红领巾艺术团。1989
年 12 月，当时的宁波市教育委员
会和共青团宁波市委作出了两团
合一的决定，更名为宁波市学生
艺术团。

4 年后又公布了首批分团的名
单：宁波师范学校铜管乐分团、海
曙区青少年宫民乐分团、市红领巾
艺术舞蹈分团、江东中心小学合唱
分团、宝韵音乐幼儿园器乐分团，
它们可以说代表着当时宁波青少
年业余音乐舞蹈的最高水平。

如今的宁波学生艺术团，由
宁波市教育局、共青团宁波市委
联 合 举 办 ， 宁 波 市 青 少 年 宫 承
办，拥有学生交响乐团、少儿合
唱团、少儿舞蹈团、男子舞蹈团
和民乐团等团队。

宁波市青少年宫原主任孙福
昌，在 30 年前是“两团”的常务团
长。他回忆道，当时办团的目的就
是举办各类学生音乐教育活动，培
养青少年学生的艺术才能，为学校
音乐教育起到示范作用。

到青少年宫前，孙福昌是宁
波中学的音乐老师，在近 30 年的
青少年宫工作生涯中，孙福昌见
证了许多青少年艺术人才在这里
起步成长。据不完全统计，每年

有近 300 名学生在宁波学生艺术
团各团队学习，而团员考入专业
艺术院校或进入专业艺术团体的
也不在少数。

1988 年出生的周捷五六岁时
开始学琴，师从宁波著名的小提琴
教师王百红。他在当时的青少年宫
管弦乐团担任乐手。在完成了宁波
的学业后，周捷最终从德国德累斯
顿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

回溯过往，周捷第一次登上
专业舞台，是以宁波学生弦乐团
的一员，在香港红碪体育馆参与千
人交响乐演奏，挑战吉尼斯纪录。
而跟随学生艺术团出访韩国，也让
他印象深刻。如今，他和同是乐手
的夫人一起回到宁波，成了宁波交
响乐团的专业演奏员。

对 于 爱 菊 艺 校 校 长 朱 宁 而
言，在她的记忆中，学生艺术团
最为红火的时候是宁波的各个学
校成立了分团，爱菊艺校也是其
中之一。“当时学业不太重，学生
和 家 长 都 以 参 加 学 生 艺 术 团 为
荣。我感受最深的是，现在宁波
教育系统中从事音乐舞蹈专业的
老师，大多得益于学生艺术团的
经历，爱菊艺校的学生尤其多。”

宁 波 市 文 化 馆 副 馆 长 孔 燕 ，
曾作为舞蹈干部在市青少年宫工
作十多年。她估算，光是在宁波
市区，有着宁波学生艺术团少儿
舞蹈团学习经历的舞蹈老师，在
岗的就有十多个。

“也有一些学生走上了专业艺
术的道路，像海政歌舞团独唱演
员苗嫣妮、现在上海戏剧学院任
教的孔令琳等。与张学友在音乐
剧 《雪狼湖》 中携手演出的女歌
手 王 若 卉 也 是 学 生 艺 术 团 的 成
员。”孔燕说。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30

年，宁波市青少年宫的艺术教育
从无到有，从有到优，宁波学生
艺 术 团 少 儿 合 唱 团 、 少 儿 舞 蹈
团、民乐团、交响乐团等纷纷建
立，艺术团成员的足迹遍布祖国
大江南北，艺术团成员的风采闪
耀在宁波市、浙江省乃至全国的
重大活动和重要场合，国际童声
合唱节、中东欧文化交流活动、
中韩运动会、中国少儿服饰文化
周 、 省 少 代 会 、 宁 波 国 际 服 装
节 、 市 团 代 会 等 都 有 他 们 的 身
影。主动参与和承办的宁波市各
类大型的青少年文艺演出活动更
是不计其数。各个团队还参加全
国和全省的各项专业比赛，多次
荣获金奖和一等奖。

“其实，推动高雅艺术的全民
普及，宁波的学生艺术团也是做
得最早的。”市青少年宫相关负责
人表示。

学生交响乐团从 2007 年成立
至今，已为宁波市民献上了 30 多

场专场音乐会，举办了“仲夏夜
之梦夏季音乐会”“穿着 T 恤听古
典”“中韩交流音乐会”“管行天下
青少年音乐会”“宁波包头交流音
乐会”等多项全民艺术普及活动和
演出。他们的实力更是不容小觑，
学生交响乐团是宁波最早成立的
一支准三管制的交响乐团，下设弦
乐团和管乐团，曾经由国家级指挥
林友声、张国勇、旅澳小提琴教
育家张世祥亲自点拨指导。

宁 波 青 少 年 新 年 音 乐 会 ，自
2007 年起每年一届，没有中断，已
是宁波最为知名的青少年校外教
育品牌。即使去年最后一天因疫情
防控，演出现场没有观众，但他们
还是完成了线上直播。2011 年，宁
波学生交响乐团被中国青少年宫
协会命名为中国青少年宫交响乐
团，国内获此殊荣的仅有三家。

学生交响乐团曾多次出访波
兰、韩国等国家，并到中国台湾、
中国香港等地区进行交流演出。在

参加波兰国际青少年艺术节的活
动中，宁波学生艺术团被授予彼得
格勒市“市长奖”。宁波学生交响乐
团与韩国大邱少年少女管乐团结
为友好团队，被韩国的《大邱日报》
称作“音乐宁波”的一张名片。

当下，宁波学生艺术团在国
内青少年宫系统中，是实力比较
强 劲 的 团 队 ， 除 了 演 出 活 动 较
多、艺术水平较高，门类更是比
较齐全。

宁波的合唱事业如今有着深
厚的群众基础，与宁波学生艺术
团也是分不开的。孙福昌回忆：

“当年，宁波市青少年宫代表宁波
与香港、广州共同举办了第三届
国际童声合唱节，那时宁波的合
唱水平，还停留在初级阶段。通
过童声合唱节的举办，开启并推
动了宁波合唱事业的蓬勃发展。”
他说，参加那届童声合唱节的许
多选手，长大后成了宁波合唱界
的中坚力量。

宁波学生艺术团的少儿合唱
团先后获得省青少年合唱比赛一
等奖，连续参加全国青少年宫艺
术节均获合唱类金奖，获评省 A
级 合 唱 团 。 本 土 原 创 音 乐 作 品

《阿拉村里的巧匠郞》《哎格仑登
呦》 等，还唱响了人民大会堂等
国家级艺术殿堂。

宁波市青少年宫主任潘建亮
表示，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少儿合唱团将用原创少
儿合唱 MV 《心中的红领巾》，让
少先队员在歌声中重温红领巾的
含义，培养少先队员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

在 宁 波 的 音 乐 之 城 建 设 中 ，
宁波学生艺术团实际上还起着一
个最重要的作用，那就是夯实城
市高雅艺术的“塔基”。

宁 波 大 学 研 究 “ 音 乐 宁 波
帮 ” 的 学 者 沈 浩 杰 对 此 深 有 感
触。他亦是早期宁波学生艺术团
的成员，作为曾经的歌手，后来
走上了音乐教育和研究之路。他
认为宁波建设音乐之城，更要响
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学校美
育教育的指示，进行美育教育改
革。“宁波学生艺术团的存在，正
是学校美育教育很好的抓手。”

高雅艺术的“塔基”，在于像
学生艺术团这样的社会团体，源
源不断地培养和输送青少年艺术
人才。宁波市音乐家协会名誉主
席陈民宪评价道：“即使他们成不
了专业的人才，也为宁波的各行
各业提供了文艺骨干。他们中有
些人成为高雅艺术的知音，比如
小时候学乐器的，长大后成了专
业的乐迷。正是这群人，引领着
城市的艺术气质，提升着市民艺
术欣赏的水平。”

（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一场坚持了14年的青少年新年音乐会
一个走过了30多年的学生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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