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嵊州城往西约10公里，有一个典型的
江南小村。清澈的小溪环绕着村庄，村口
处，一株百余岁的老樟树茂盛如盖，树旁
立着一块青石碑——“越剧诞生地东王
村”。

甘霖镇东王村村委会原主任李秋顺
早早等在树下，他现在的身份是导游、讲
解员。带着大家，经过文化墙、闻越井，来
到稻桶戏台，在这个看似普普通通的戏台
前，他抬高声调——

“越剧，就是从这个乡村的第一个舞
台出发，倾其芳华，誉满全国。”

1906年的清明时节，几个嵊州唱书艺
人在东王村香火堂前，用最常见的四稻桶
倒置为台基，拆下门板铺在上面，搭成简
易草台，身着简陋戏服，演出了《十件头》
等曲目。

村子里仍陈列着四稻桶，斑驳的木板
上，仅容一人站立，当时的场景历历在目。

最早，越剧老调并不叫越剧，叫落地
唱书，其实就是田间歌唱，经过100多年的
演变，唱腔有了很大改变。李秋顺唱了一
段最初的越剧老调，嗓音有些嘶哑，“当初
就是边干活、边走路的时候随口唱几句，
后来慢慢上舞台，从其他剧种汲取营养，
成了今天的越剧。现在，成千上万的观众
喜爱越剧，我每天都会为全国各地的人介
绍这段历史，最多时一天接待四个参观
团，感觉非常自豪。”

那次简陋的演出，因为具备了戏曲元
素而作为中国越剧第一台正式演出被载
入史册。有固定班底、编剧和伴奏的落地
唱书正式进入“小歌班”时代。“小歌班，吊
脚板，男人看了懒出畈，女人看了懒烧
饭”，从嵊州传唱的民谣中可见“小歌班”
在当时广受欢迎。1907年，嵊州戏班多达
两百多个。

随后，“小歌班”勇闯上海滩，经历了几
进几出。这时期仍以男班为主，直到1922
年底，女子科班兴起，在上海演出加以改
良，大获好评，逐渐风靡全国。

与东王村相隔不到10公里的全国首
家专业戏曲博物馆——越剧博物馆，展示
了越剧百年历经风雨、走向繁荣的历程。

博物馆位于女子越剧的诞生地——
嵊州市甘霖镇施家岙村。走进越剧厅，一
张粉底的水袖女子图映入眼帘，“越地天
籁”四个字恰如其分。140多个版面，800
多幅照片，300多件实物，讲述了越剧如何
诞生在嵊州这片特殊的土地，又如何一步
步从一个江南小剧种发展成为具有全国
影响力的大剧种的故事。

展厅内，一张泛黄的1947年“越剧十
姐妹”合影格外引人注目。十姐妹个个都
是名角，包括袁雪芬、尹桂芳、筱丹桂、范瑞
娟、傅全香、徐玉兰、竺水招、张桂凤、徐天
红、吴小楼，因1947年同台演出《山河恋》
而被称为“越剧十姐妹”。当年，为反对旧
戏班制度，筹建剧场和戏校，发展越剧，十
人举行联合义演，同台演出，轰动上海。

担任讲解的小姑娘边介绍，边哼唱几
段越剧，唱腔之婉转、优美令人叫好。“在
我们这儿，几乎人人都会唱几段。”

许多村庄还保留着古戏台，政府也修
复了一批。在东王村，一座10米多高的仿
古戏台雕梁画栋，成为很多年轻人的打卡
地。初步统计，目前嵊州越剧文化遗存有
300多处，其中尚存古戏台210处，被列为
国家级重点文保单位2处、省级文保单位3
处、绍兴市级文保单位13处、嵊州市级文保
点33处。这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

有古戏台，就有演出。去年，嵊州市
推出“富乐嵊州·村村有戏”大展演活动，
各个村庄每年上演300余场；嵊州市首届

“村越”好声音火爆出圈，从小孩子到老戏
迷，能在台下听，也能上台唱……李秋顺
还参加了《中国好声音》的录制和比赛，很
多看了节目的游客奔着“越剧发源地”的
名头，慕名来到东王村参观。

和越剧博物馆相连的，就是嵊州越剧
艺术学校，青瓦白墙，宛若花园，充满诗情
画意。

去年，小百花越剧团青年演员陈丽君
凭借越剧《新龙门客栈》爆红出圈，登上央
视龙年春晚舞台，表演越剧《梁山伯与祝
英台》选段，圈粉无数。嵊州越剧艺术学
校就是她的母校。

在学校的优秀校友墙上，作为2008届
校友的陈丽君位列其中。老师介绍，这位嵊
州姑娘很有越剧天赋，在校学习的3年时间，
非常刻苦用功，被称为“练功房女孩”。

这所中职学校前身是越剧之家，由著
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于1962年倡导
筹建而成。2010年秋，新校园投入使用。
走在校园中，满目苍翠，心旷神怡，亭台间
有学生练唱功，宽敞的练功房有学生凌空
吊腿。学校负责人介绍，办学60多年来，
已先后向全国200多个专业文艺团体输送
了2000多名优秀演员、演奏员，培养了艺
坛明星白雪、李玲玉和“梅花奖”得主黄美
菊、徐铭、蔡浙飞等优秀演员30多人。目
前，学校生源来自全国各地，学员毕业后
很受省内外演出团体的欢迎，几年来一直
供不应求。

走在嵊州街头，时常能听到越剧唱
段，一些餐馆还配有小戏台，用餐者现场
点“乐单”。嵊州还自发形成了100多个越
剧戏迷角，热爱越剧的游客若来到这儿，
总能找到听戏唱戏的地方。

嵊州，仿佛一座没有围墙的越剧博物
馆。越音袅袅，升腾在此；越音绵延，生生
不息。

1947年“越剧十姐妹”合影

三江街道江南社区的越剧小戏迷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为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方琳 摄）

花木扶疏，老幼一堂，书声琅琅，其乐融融。
麻城市木子店镇细石岭村后山书院创办十年来，
成为放学放假后孩子们的必到之所；浠水县清泉
镇东门河村兰溪书院播撒阅读的种子，为孩子们
开办国学讲堂……这些乡村书院多由反哺乡村的
退休干部、文化学者出资、筹资创建，为当地村民
和学生提供精神文化给养，渐成一道文化风景。

无从到有、从小到大，一座座乡村书院从选
址、出资、建造，到藏书、开课、运管，每一个过程
都凝聚着创办者的心血，是乡贤、能人回报桑梓，
以文化人，助力乡村振兴的务实之举。不少乡村
书院在筹建中充分调动当地人的积极性，尽可能
照应当地村民和学生诉求，渐渐与乡土融合、与
村民融合，展现出扎根于现实需要的蓬勃生命
力。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是传文
化、扬精神、启民智的大工程。办农家书屋，在党

群活动中心开辟读书室等，一直是乡村文化建设
的重要举措之一。乡村书院的兴起，是另一种补
充。让“天下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成为朴素的
文化认同，让“上书院”“听讲座”成为乡村孩童的
行为习惯，需要我们在文化的传播实践上不断创
新形式，更好接洽乡村百姓对于文化知识、农业
栽培、学前教育、医疗护理等方面的需求，更好地
服务当地群众。

乡村书院、农家书院要避免重“建”轻“管”。
不管是乡村书院还是农家书屋，要真正发挥作
用，就要用活、用好，防止落灰、冷清。如果文化
供给不强，运维管理不善，平台功能较弱，就会只
新鲜一时。对乡村公益性文化场馆而言，如何保
持长久的热度，在维管上有坚强的支撑，并获得
当地群众认可，是一个现实命题。书院、书屋要
真正嵌入当地群众生活，形成良性运转的维管机
制，还要根据实际需要不断自我更新、自我激活，

才能为乡村文化“给养站”不断注入源头活水。
一庭院落，一缕书香；一方空间，一片希望。

在黄冈麻城，后山书院已形成“一院四馆”的格
局，为村民搭建读书、交流、休闲的公共空间，并
成了麻城市图书馆毕家河分馆。在大理南涧，由
清华大学帮扶建成的“清华乡村书院”不仅为当
地学生提供学习、成长空间，还通过书院引流，积
极融合文化旅游，拓宽当地百姓致富的路子。在
湖南衡山，一位退伍军人十年创办了5家泉蓉书
苑，借助大学生志愿者的力量，助留守儿童寻找
诗和远方，从这里走出去的学子又纷纷加入志愿
者队伍，循环往复、生力军充沛。

在孩子们纯净的眼睛里，在村民们朴素的面
庞中，我们真切感受到，充分发挥文化在涵养乡
风文明上的作用，推进乡村文化创新大有可为，
为乡村振兴注入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和产业
振兴力大有可为。

把乡村文化“给养站”用活用好
□ 湖北日报评论员 艾丹

阅读提要

书院、书屋要真正
嵌入当地群众生活，形
成良性运转的维管机
制，还要根据实际需要
不断自我更新、自我激
活，才能为乡村文化
“给养站”不断注入源
头活水。

为解决“一老一小”看护难题，一些城市开始试点
“老幼共托”一体化模式，让老幼两代人共享服务。一
些地方的幼儿园也开始转型做起养老服务。

幼儿园转型养老，对应着社会人口结构的变
化。老龄化趋势不可逆转，老幼共托一方面可以解

决一些幼儿园的运营困境，也为社会养老注入了一
股重要力量。让社会资源与养老需求、托幼服务有
效衔接起来，在基础设施、服务水平等多个方面还
要进一步提升质量，进一步强化保障，才能解决更
多家庭的后顾之忧。 （文/余姝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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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蔬香”“博览群蔬”“天生我菜必有
用”“卤菜熟食救我于厨房水火”“看山河远
阔，也看人间菜场”……在武汉首个地铁站内
平价菜市场——百大鲜生洪广市集，一个个
语言生动俏皮的招牌格外引人瞩目。在拥有
30 年历史的武昌小东门菜市场闭市、拆除
后，原市场众多商户整体迁移至此，既有回头
客又添新顾客，市场生意相当红火。

菜市场是城市里最具烟火气的地方之
一。平价菜市场“开”进地铁站，让都市白领
和周边居民在下班途中，就能顺道买点菜，享
受触手可及的便利。买菜是再琐碎不过的生
活日常，在合适的地点、用合适的价格，买到
既新鲜美味又品种丰富的瓜果蔬菜，由此而
生的“好滋味”，不止在味蕾，更在心绪。

在散文《食道旧寻》中，汪曾祺这样写
道：“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我宁可去逛逛菜
市，看看生鸡活鸭、新鲜水灵的瓜菜、彤红
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
种生之乐趣。”菜市场是链接生活和文化交
融的重要场所，那些带着新鲜泥土与晨露
的蔬果，那些独属于菜市场的吆喝叫卖，那
些顾客与摊主讨价还价的情节，都是最原
始最接地气的大众生活。眼下，菜市场也
成为很多年轻人热衷的打卡地，挑挑拣拣
里藏着最实在的获得感，可以体会到生活
的热烈滚烫。

由于城市发展需要等综合原因，这些年
来，陪伴我们日常生活的菜市场，有的走进了
历史，有的则以另一种形态继续生长。一些
大城市因为菜市场的退出，让周边居民感到
各种不便，而新建的超市菜场等却门庭冷
落。菜市场的搬迁、改造、升级，依然要紧紧
围绕“以人为中心”来展开。无论是挂上深受
年轻人喜爱的文创招牌，还是买菜之余还可
以喝咖啡、购书籍，抑或是引入花店、裁缝铺、
理发店满足民生小需求，以及打造文化活动
室、老人活动中心等公共空间，不少焕发新生
的菜市场，不仅环境变得整洁明亮了，而且注
重从生活便利的尺度出发，延展其社会服务
功能，更好满足消费者多元化、个性化的消费
需求。

镶嵌在街头巷尾的菜市场，是了解一座
城市最直接的地方。热闹的菜市场，不仅是
充满烟火气的生活空间，也是感知城市文化、
风土人情的渠道。期待更多的菜市场展现出
精细化的治理水平，继续传递城市温度和生
活态度。

在菜市场
感受“生之乐趣”

□ 湖北日报评论员 周磊

近日，武汉汉正街、黄石交通路
步行街获认定为第四批省级步行
街。至此，我省共有省级步行街 7
条。

一座城市，往往会有一条或几条
人来人往、热闹非凡的步行街。步行
街在商业发展史上并不陌生，《清明
上河图》就展示了成熟的民间街肆。
作为城市商业和服务高度集聚的区
域，步行街是满足居民消费的重要场
所，每个城市的步行街各具特色，但
共性就在于“步行”，是一种体验式的
消费。当前，不少城市的步行街正在
进行升级改造，打造新的消费业态、
消费形式、消费场景，为“体验感”注
入持久活力。

步行街不仅是城市消费的重要
载体，也是彰显城市文化的窗口。如
北京的王府井大街、上海的南京路、
西安的回民街、成都的春熙路、武汉
的江汉路……这些步行街与城市深

度结合，连接着城市的许多角落，不
仅汇聚着人气，还承载着一座城市发
展的历史记忆。

城市步行街的发展也存在一些
问题。一些城市的步行街缺乏规划，
定位不清晰，各方面管理混乱；有的
步行街同质化严重，只是简单模仿，
自己的特色反而被抹掉；有的步行街
仅仅是个“打卡地”，功能不完备、缺
乏持久的吸引力……步行街成了“不
行街”，对于城市治理来说，其中的经
验教训必须吸取。

步行街要焕新也要“念旧”。焕
新，就是要让步行街不断对市民游客
们产生一种新鲜感，业态、场景可以
玩儿出“七十二变”；“念旧”，就是万
万不能丢掉城市自身的特色文化和
创新能力。变与不变有效互动起来、
外观与内在有机统一起来，一条条步
行街才会焕发出持久生命力，持续点
燃消费热情、壮大城市发展引擎。

步行街要焕新也要念旧
□ 湖北日报评论员 余姝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