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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年一共只有十几场演
出，演员们都不拿演出费，自愿把
收入留给剧团，让剧团能够活下
去。”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
宁波民营剧团面临着一场突破生存
困境的考验。对此，北仑区大碶鸣
凤 越 剧 团 团 长 曹 丹 凤 更 是 感 慨 ：

“有些场次我们是贴钱演的，大家
都太爱越剧了，能演一场是一场。”

上周末，为期两天的宁波市民
营剧团发展论坛在宁波戏剧书房
举办，近 30 名剧团代表分别讲述
了疫情发生三年来剧团的现状及

演出情况。
据了解，近十年来，宁波民营

剧团已成为丰富乡镇人民群众精神
文化生活的重要力量。但近三年
来，民营剧团的生存发展受到了极
大挑战。

长期扎根基层，以文艺滋养乡
村的民营剧团应如何转变思路，激
发更多的活力和创造力共克时艰？
为破解这一难题，主办方在宁波民
营剧团及基层文艺骨干研修班的师
资上下足了功夫——

国家一级演员、甬剧领军人物
王锦文授了开班第一课；浙江省文
化艺术研究院戏剧研究所原所长朱
为总主讲中国戏曲复兴的必然及民

营剧团如何找准定位，以新的理念
来推动戏曲新的传承与发展；研修
班的最后一课，越剧名家、中国戏剧

“梅花奖”得主舒锦霞，以越剧为例，
分析了传统戏曲的守正与创新，特
别在新媒体时代如何善于利用新技
术、新手段进行戏曲文化的输出。

戏曲界大咖纷纷指出，疫情期
间线下线上演出此消彼长，直播或
成为民营剧团生存的突破关键。比
如北仑区大碶鸣凤越剧团，疫情期
间曾多次在网红打卡点直播演出，
既提升了人气，也增强了团队的凝
聚力，至今没有演员流失。

据了解，舒锦霞是最早使用直
播平台表演的“梅花奖”演员。她

认为，线上直播为演艺行业带来新
传承、新增量。

“演员通过线上直播，获得观
众关注甚至打赏，从而可以再精进
技艺、传承手艺。但与线下观看不
同，直播平台上的观众若观看体验
不好便会马上离开，这也要求演员
必须通过打磨提高自己的技艺来吸
引观众。”舒锦霞说。

活动现场，舒锦霞不仅进行了
唱念指导，而且还表示将会多创造
机会与宁波民营剧团进行戏曲文化
交流、戏剧评论沙龙等互动，帮助
民营剧团提升文化实力，丰富舞台
表演方式，培养一批上台能演、下
台能讲的民营剧团骨干。

戏曲界大咖共议破解行业生存难题

直播或成民营剧团转型出路

本报讯（记者孙吉晶 宁海县
委报道组蒋攀） 浙江省文化和旅游
厅近日公布了第三届民宿伴手礼大
赛获奖名单，宁海“桂语 7 号”民
宿的“布偶小玩具”获“浙宿好
礼”综合奖，为本届比赛中宁波市
唯一获奖作品。

本届比赛经资料审核、网络投
票、专家评审等环节，最终评选出
综合奖 25 名、单项奖 23 名。宁海
县大佳何镇葛家村“桂语 7 号”民
宿的伴手礼“布偶小玩具”成功
从 众 多 民 宿 伴 手 礼 中 脱 颖 而 出 ，
获 综 合 奖 。 据 了 解 ，“ 布 偶 小 玩
具”伴手礼是葛家村“艺术振兴
乡村”实践中以艺术为媒介创作
的文创作品，由宁海乡建艺术家
袁 小 仙 设 计 制 作 ， 包 括 了 大 象 、
长 颈 鹿 、 兔 子 等 各 种 造 型 可 爱 、
形态各异的绒布玩具，上架以来颇
受游客欢迎。

“布偶小玩具”伴手礼是宁海
发展乡村旅游的一个缩影。近年
来，宁海依托温泉、古镇、滨海等
丰富的乡村文化旅游资源，大力发
展乡村旅游，并通过实施乡村旅游
促共富“十百千”行动计划、全域

旅游再深化等，探索文、旅、农融
合发展模式，持续形成以精品民宿
为支撑、多元业态为补充的乡村旅
游产品体系。为进一步盘活乡村旅
游资源，满足游客对乡村旅游多样
化需求，带动富民增收，宁海还启

动“乡村旅游伴手礼培育计划”，
培育了手工刺绣团扇、古法酿米
酒、竹编香囊、霞客杯等一批颇具
宁海特色的乡村旅游伴手礼。

“乡村旅游伴手礼是乡村旅游
的一张特色名片。”宁海县文广旅

游局相关负责人说，接下来，宁海
将结合当地文化元素、非遗技艺及
潮流文化，研发具有设计感、乡土
味浓、带动性强、实用性高的乡村
旅游伴手礼产品，推进宁海乡村旅
游伴手礼转型升级。

宁海一民宿伴手礼获评“浙宿好礼”综合奖

袁小仙 （右） 和她的伴手礼。 （孙吉晶 蒋攀 摄）

本报讯（记者廖惠兰 通讯员
王伊婧 沈芳漪） 昨天，“一庐书
香 三代德馨——孙氏蜗寄庐捐赠
藏书展”在孙传哲邮票艺术馆开
幕。在开幕暨捐赠仪式上，孙传哲
先生后人向天一阁博物院捐赠古
籍、碑帖等藏品 80 套共 128 件。

蜗寄庐由孙家溎先生创于清末
民初，是近代宁波著名的私家藏书
楼，所藏古籍享誉士林。在这座小
小的书楼中，走出了新中国第一代
邮票设计大师孙传哲先生，故居地
蜗寄庐现已改造为孙传哲邮票艺术
馆。1979 年，孙家溎先生的长子
孙定观先生将蜗寄庐近千部古籍、
近百件书画捐赠给天一阁。时隔
43 年，孙传哲先生的子女向天一
阁捐赠其祖父孙家溎先生旧藏，让
蜗寄庐与天一阁再续前缘。

本次展览分“三世书缘”“楮
墨留芳”“传世致用”三个单元，
版本精善、四部兼备，既有 《养正
图解》 等艺术小品，也有 《四明山
志》 等地域文献。此外，还有藏书
印文和书画碑帖，充分反映了孙家

溎先生精致高雅的审美趣味。其
中，由清代著名画家任熊绘制、刻
工蔡照初雕版、文人王龄参与编纂
的 《於越先贤像传赞》《高士传》

《剑侠传》 等四种蜗寄庐旧藏人物
画传，是本次展览的一大看点。

捐赠仪式上，孙诗卫先生作为
孙传哲子女代表发言。他表示将这
些珍藏捐献给天一阁，既是父亲孙
传哲先生和祖父孙家溎先生的毕生
心愿，亦是整个家族的共同愿望。

“这次我代表孙传哲子女替父亲将
爷爷在抗战期间于上海收集的古
籍、碑帖捐赠给天一阁，让爷爷的
这部分藏书与大伯孙定观先前捐赠
给天一阁的爷爷的藏书合归在一
起，也能让这些珍藏有个好归宿。”

天一阁博物院院长庄立臻说：
“蜗寄庐藏书是重要的文化遗产，
天一阁将不负蜗寄庐后人的重托与
厚望，保护好、修复好、研究好、
展示好、传播好这些凝聚着藏家心
血和家族历史的文物典籍，持续推
动私家珍藏转化为大众共享的文化
资源。”

蜗寄庐后人时隔43年
再次向天一阁捐赠藏品

本报讯（记者廖惠兰 通讯员
房炜） 由四川艺术职业学院与四川
省川剧院联合提升打造的川剧 《草
鞋县令》，12 月 7 日将在宁波市天
然舞台首演。

据悉，川剧 《草鞋县令》 以清
嘉庆年间什邡县令纪大奎的故事为
素材，经艺术加工创作而成，通过
描述纪大奎赈救灾荒、安置流民、
平息纠纷、修建水渠等情节，刻画
了一个睿智果敢、求真务实、勤政
务实、敢于担当的“草鞋县令”形
象。该剧曾荣获第十七届中国文化
艺术政府奖文华大奖。

该剧演员阵容强大，由著名导
演查明哲执导，优秀川剧编剧杨
椽、郑瑞林担任编剧，国家一级作
曲家李天鑫担任作曲。四川省文联
主席陈智林携手“梅花奖”得主肖
德美、刘谊及李乔松、苏明德等川
剧名家联袂主演。

《草鞋县令》 在创排过程中充

分考虑了时代背景和地域特色，运
用了许多有趣又生动的细节去丰富
人物形象，使整部戏的观赏性和
教 育 性 巧 妙 地 融 合 在 一 起 ， 鲜
活、朴实地展现了一个基层“好干
部”形象。

在表现手法上，《草鞋县令》
深度融入舞美设计，采用山水画
般的文字、印章、诗歌的舞台背
景 ， 既 衬 托 出 纪 大 奎 的 文 人 形
象，折射出他的精神追求，也展
现出该剧强烈的中国传统文化气
息。导演查明哲曾表示，此次戏
剧改编追求鲜明的中国风格、民
俗文化风格，力求将传统文化表
现得淋漓尽致。

《草鞋县令》自推出以来，已先
后赴北京、上海、张家港、绍兴等地
巡演 70 余场。该剧凭借鲜明的人物
性格、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诙谐幽
默的唱词、浓郁地道的川味音乐，获
得观众广泛认可。

川剧《草鞋县令》12月宁波首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