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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味道
行走县城看中国

R

傍晚，村民们结束一天的劳作，从田间

或乐器厂归来。洗去尘土，邀上三五好友，

坐在院子里吹起萨克斯、长笛。优美的旋律

飞出小院，穿过田野，在夕阳下回荡……

这里是地处华北平原、滹沱河畔的河北

衡水武强县。

走 过 千 载 岁 月 的 武 强 ，有 着 传 统 的 一

面：自宋元以来以年画闻名，五福临门、四季

平安、三阳开泰……一张张构图饱满、色彩

鲜亮的年画，承载着悠悠乡愁。

近 几 十 年 来 的 武 强 ，又 有 着 新 潮 的 一

面：拥有 60 多家乐器制造企业，长笛、萨克

斯、单双簧管等西洋管乐器产量居全国前

列，是我国重要的乐器出口地。

游武强、品音乐，俯仰之间，体验旧与新

的交融，感悟音符与生活的和鸣。

变奏曲
一 个 土 生 土 长

的 村 庄 ，长 出 音 乐
小镇

旭日初升，行至距

离武强县城不到 10 公

里的周窝镇周窝村，

“周窝音乐小镇”几个

大字映入眼帘。不远

处，巨大的金色小提琴

雕 塑 仿 佛 在 弹 奏 一 曲

乐章。

一踏进村里，浓郁的

音乐气息便扑面而来。街

头巷尾的广播里，回响着优雅

轻柔的钢琴曲；沿街墙面、地砖

绘着钢琴、吉他的图案；道路指示牌设计成

了音乐卡带，垃圾桶也做成了手鼓形状；室

内室外、墙面树梢，挂着吉他和萨克斯做装

饰 ；带 有 音 乐 元 素 的 艺 术 涂 鸦 ，别 有 一 番

韵味。

时间充足，不妨再去提琴乐器体验馆等

特色场馆看一看，到艺术电影院、咖啡厅等

文艺范的店铺打卡，走进世界乐器博物馆参

观 1500 件珍贵乐器……在周窝村，一砖一瓦

充满乐器元素，一草一木浸润音乐氛围。

“咱周窝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乡村，是

充满艺术气息的音乐小镇。”周窝村村委会

主任周志学介绍，村民 1/3 都在乐器厂上班。

这 个 不 大 的 村 庄 ，如 何 建 起 一 座 音 乐

小镇？

上世纪 80 年代，随着人们对西洋乐器的

需求量骤增，村民陈学孔发现了商机，带着

在外地学到的乐器制造技术回到武强，与村

民周国芳合作，成立了县里第一家乐器厂。

黑管、萨克斯、单簧管等乐器每件都有

几十个乃至上百个配件，“制作这么精致的

乐器，最初的困难可想而知。”陈学孔说。跟

着大城市乐器厂来的技术员认真学，用白菜

帮子、胡萝卜削出零件模型反复练习，几个

月下来，庄稼人成了专业工，做出的产品销

售到大城市，获得了认可。

随着进一步引入先进技术，提升产品质

量，乐器厂发展为金音乐器集团，探索打造

中高端产品，逐步打开国际市场。如今，集

团的产品已囊括木管、铜管、提琴、吉他四大

系列 100 多种，西洋管乐器年产量 100 万件，

产值 4.26 亿元。

然而，“周窝村硬件条件差，很多外地客

户不看好，企业发展招聘的专业人才也留不

住。”陈学孔感慨，乐器产业虽然给百姓带来

就业、提升收入，但村里的旧貌仍未改变。

对此，衡水市和武强县决心拓宽乐器产

业链，将音乐融入居民生活，打造融乐器生

产、旅游体验于一体的音乐小镇。

改造缺资金？衡水市对周窝村水、电、

路、暖等基础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各个县区

认领翻新闲置小院。发展没经验？武强县

按照“政府引导、社会参与”模式，引进专业

的文化旅游公司整体规划，在保留北方民居

风貌基础上，“一门一景、一户一品”，对民居

院落进行单体规划设计、艺术包装。

2012 年，周窝音乐小镇初步建成。小镇

打造了特色民宿、咖啡屋、乐器体验馆等 80
多套院落；新建了周窝音乐体验中心、世界

乐器博物馆等场馆，供国内外院校师生、音

乐从业者、影视公司等开放使用。2019 年 7
月，周窝村入选第一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名单。2022 年 7 月，周窝音乐小镇被评为国

家 4A 级景区。

如今，武强依托乐器产业优势，将周窝

村打造成集乐器生产、观光旅游、体验教学、

文艺演出、餐饮住宿等功能于一体的特色音

乐小镇，发展音乐文旅产业。2022 年全县乐

器产业年营业收入达到 19.12 亿元，同比增

长 18.7%。

交响乐
乡亲们在家门口享受音乐

会，吃上“音乐饭”

在周窝音乐小镇里，有一道“网红打卡

墙”：近万片鱼形木板组成一条几十米长的“巨

龙”爬满几面墙，每一片都有着与音乐有关的

图案和文字，五彩斑斓。这是 2013 年小镇举

办首届乡村艺术节时，由 30 多名艺术家驻村

带领学生、村民、游客共同创作的艺术作品。

“艺术家们鼓励村民参与创作，他们说，

画得不好没关系，要敢于展示自我，把自己

想到的用笔写下来、画出来就成。”周窝音乐

小镇游客中心工作人员葛杏丽说。

有了舞台，还要有演出。近年来，小镇

加强线上线下策划推广，陆续组织中国吉他

文化节、麦田音乐节、露天广场音乐会、艺术

家采风等文化交流活动，吸引了众多国内外

知名演奏家、歌手、乐队等前来演出。游客

既可以观看表演，又能欣赏小镇特色音乐风

貌，体验乐器的制作过程，还能购买原厂直

销的乐器。

“很多游客说这里将北方村庄的气质与

音乐文化相结合，很独特。”葛杏丽说。

月月有活动，周周有看点。开放至今，

音乐小镇每年都举办涵盖音乐、美术、影视

等多个艺术门类的大小活动。一场场活动

成为一张张展示小镇音乐文化的名片，让乡

亲们在家门口享受音乐会，吃上“音乐饭”。

葛杏丽说：“现在村里大爷大妈看到游客过

来，都能聊上几句，还会推车叫卖自己种的

农产品。”

在音乐会馆乐器体验店，店员韩强一边

抱着吉他，一边向游客介绍，时而即兴弹上

一首，引来阵阵叫好。

40 岁之前，韩强是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

农民。“种了 7 亩地，偶尔在附近工地上搬砖

打零工。”韩强说，音乐小镇改造时，他在现

场刮腻子，一来二去对吉他弹奏产生兴趣。

40 岁以后，韩强成了小镇乐器店里的销售兼

乐手，“光景好时，一天能卖三四把吉他、提

琴，一年能挣 7 万元。”

逛 累 了 歇 歇 脚 ，不 妨 去 麦 穗 咖 啡 屋 坐

坐。音响里放着欢快的爵士乐，墙上张贴摇

滚明星海报，挂着流行音乐杂志。店主刘美

宁原本是县城超市的理货员，几年前来小镇

经营咖啡馆，“听着音乐，看着客人喝着自己

磨的咖啡，很闲适。”

“建设周窝音乐小镇，要让发展成果惠

及村民。”武强县委书记王悦说。据悉，周窝

村年人均收入由建音乐小镇前的 3000 多元

增至如今 2.5 万元，还带动了周边西辛庄、李

封庄等 6 个村发展。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丰富小镇业态，加

强招商引资，打造周末旅游文化。”武强县文

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刘默说。

如今，武强各类乐器制造相关企业也发

展起来。当地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了占地 3
平方公里的乐器文化产业园，先后引进德国

顶尖乐器企业，实现集群化、规模化发展。

目前，全县乐器企业发展到 63 家，从业人员

1 万余人。

大合唱
与生活共鸣，音乐成为县

城的文化底色

手指拨弄、闭目吹奏，身体随着节奏摇

摆。聚集的人越多，演奏者越兴奋。

漫步音乐小镇，十字路口，一名吹萨克

斯的老人引起了记者注意。老人名叫郭玉

管，吹奏着《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旁边的小

孙女挥着手“指挥”。

60 多岁的郭玉管过去在金音乐器集团

干了 20 年乐器抛光，却对音乐一窍不通。这

也是大多数村民的生活写照。“大伙儿虽然

在生产线上整日操作，可没有真正接触乃至

享受音乐。”周志学说。

乐器是饭碗，更是生活。伴随着一场场

音乐活动，一颗颗音乐种子也在村民心里生

根发芽。王悦介绍，小镇多次举办公益课

程，邀请专业音乐老师定期教村民们演奏乐

器，还联系企业赞助乐器。郭玉管如愿收到

了一支中音萨克斯。

此后，郭玉管变成了邻里口中的“郭大

管”：她每天最大的乐趣，便是给游客演奏刚

学会的曲子，时不时找常住村里的外国音乐

家“切磋”一番。她拿出厚厚一沓纸展示给

记者，纸上全是手写的乐谱和歌词，足有上

百张，记录着从入门开始练习的各种曲目。

“吹萨克斯很快乐，增强心肺功能，锻炼

手指灵活性。”郭玉管说，“以前我对自己的

名字不是很满意，接触萨克斯后发现，这个

名字多么契合音乐！”

音乐，正逐步成为武强的文化底色。

近年来，武强县累计投入近 30 亿元，建

设音乐公园、音乐体验中心、乐湖东岸艺术

园、音乐小镇环城水系等重点旅游项目，成

为市民游客休闲体验、观光打卡的好去处。

夏日夜晚，皎皎明月映入湖中，漫步在

形如一把吉他的音乐公园中，晚风轻柔，乐

声悠扬。年轻人对着萨克斯、单簧管等器乐

雕塑拍照打卡，老人带着孩子认识贝多芬、

肖邦等音乐大师的雕塑。村民们自发成立

的多支乐队在广场上演奏，引得众人喝彩，

韩强和几个村民成立的“老男孩乐队”也在

其中。萨克斯爱好者周金香说：“乐曲旋律

有欢快的、庄严的、忧伤的、浪漫的，心情跟

着音乐走，生活更加多姿多彩了。”

武强还在全县中小学、幼儿园分层推进

“乐器进校园”，为学校配备萨克斯、长笛、葫

芦丝等乐器 1200 余件，培养专职和兼职音乐

教师 140 余人，打造 15 所试点学校，参与学

生达万余人。

与田野相伴，与生活共鸣。在武强，随

处可听、可见、可感知的音乐元素，跃然成为

这座北方小城的独特“音符”。悠扬浪漫的

管弦乐曲，与传承千年的县城文脉交织共

鸣，在更多人的热爱与演奏中，一座爱乐之

城正蓬勃生长。

图①：金音乐器集团有限公司的工人在

组装萨克斯。 苏小立摄

图②：位于周窝音乐小镇的世界乐器博

物馆。 赵宏超摄

图③：游客在周窝音乐小镇体验乐器演

奏。 苏小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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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强 田野上长出爱乐之城
本报记者 张腾扬

福建戏剧积淀丰厚、传承久远、剧种

繁多、特色鲜明。继去年歌仔戏《侨批》、

莆仙戏《踏伞行》分别荣获“五个一工程”

奖、“文华大奖”之后，最近，福建戏剧又

在“曹禺奖”“梅花奖”评选中表现不俗，

在 20 个奖项中摘得三项。

从作品来看，莆仙戏《踏伞行》将形式

的精美和内容的深刻融为一体，既质朴又

典雅，既传统又现代，展示了莆仙戏的程

式之美、神韵之美。新近获曹禺剧本奖的

剧作家陈欣欣，与导演张曼君在闽剧《生

命》里的合作，让我们看到戏曲现代戏探

索的另一种可能，看到戏曲和二度创作水

乳交融迸发出的创作活力。

从题材来看，现实题材的戏剧创作

立足现实，艺术地呈现时代切面、当代实

践，以鲜活生动的人物和故事打动人心，

收获观众心灵的回响；新编历史剧沟通

古今，观照当下，深入发掘历史人物的当

代文化价值，注重历史的启示意义，赋予

作品以诗情哲思、深切关怀，在历史、人

文的生动演绎中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

神；整理改编传统戏和经典再创剧目，推

陈出新，激活文脉，汇聚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所蕴含的向心力。无论何种题材，戏

剧创作都力图紧扣时代主题，让剧目与现实社会产生最广泛

的连接，始终与人民情感共鸣、与时代价值共振。有继承有创

新、有坚守有突破，与时代偕行、为人民抒写，是戏剧创作的不

变选择。

当下，戏剧发展呈现精品迭出、人才辈出的良好态势。究

其根本，在于社会各方力量的协同推进。近年来，福建省进一

步健全戏曲保护传承工作体系，推进优秀传统剧目整理恢复、

剧种研究、资料挖掘抢救等工作，建立起良性循环的戏曲传承

发展生态；“文艺发展专项资金”“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等，成为

加大戏剧扶持力度的载体；艺术创作“火花茶会”，成为精品创

作的策划平台、剧目论证平台、思想碰撞平台、精品打磨平台，

充分调动专家、艺术家创作积极性，推动新创作品上高原攀高

峰；大学生戏剧节、八闽戏剧进校园等活动，提升校园戏剧创作

演出质量，激发学生参与戏剧活动的积极性，传承弘扬中国戏

剧文化。持续创新体制机制，加强规划引领、孵化培育，推动文

艺院团发展改革……一系列的政策举措，把对广大文艺工作者

的引导和团结落到实处，也激发出创作演出的内生动力。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出更多“叫好又叫座”的戏剧扛

鼎之作，需要进一步提升戏剧的艺术表现力、舞台生命力、文

化影响力。广大戏剧工作者将用智慧和汗水，记录波澜壮阔

的时代，以优秀作品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精神文化生活的

新期待。

（作者为福建省戏剧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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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语·让好声音成为最强音R

③③

①①

②② 本报北京 7 月 4 日电 （记者徐红梅）3 日，由国务院参事

室、中央文史研究馆、故宫博物院共同主办，国务院参事室中

央文史研究馆研究中心承办的“江山逸韵 时代新风——中

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书画作品展”在故宫博物院神武门开幕。

该展览集中展示了中央文史研究馆 20 名书画艺术类馆员

创作的 40 件书画作品，以及创作书稿、论文手稿、散文随笔、创

作草图、速写、画册、文集等 100 余件。个性鲜明、内涵丰富、形

式多样的书画作品，与富有人文温度的手迹手稿相呼应，全方

位展示了书画艺术类馆员的集体成就、个人风采。据悉，该展

览将展出至 8 月 6 日。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书画展开幕

本报北京 7月 4日电 （记者管璇悦）2 日，第四届中国广

播艺术团艺术季首场演出《人民就是江山》——唱响新时代大

型主题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上演。主题音乐会用艺术的语言

将耳熟能详的红色歌曲、创新编排的时代旋律，融汇交织成序

曲、领航中国、百年风华、人民江山、锦绣华章、尾声等 6 个篇

章，讴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描绘新时代的锦绣图景。

中国广播艺术团团长刘学俊介绍，中国广播艺术团始终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充分发挥国家级艺术院团的

示范引领作用，此前已连续举办 3 届中国广播艺术团艺术

季。8 月至 10 月，第四届中国广播艺术团艺术季还将上演民

族歌剧音乐会《莫高窟》、《桃李芬芳》专场音乐会、《新相声作

品晚会》以及《群星荟萃》相声专场晚会。

第四届中国广播艺术团艺术季启动

本版责编：智春丽 曹雪盟 陈世涵

本报上海 7 月 4 日电 （记者曹玲娟）历经 20 年筹备，中

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近日在上海举行开馆仪式，正式对

公众开放。

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分为主题馆和 5 个分馆，涵

盖新闻出版通史、印刷技术、儿童出版、艺术设计、数字出版、

音像出版等内容。6 个展馆陈列清末以来各类展品共 766 件/
套，包括图书、期刊、报纸、唱片、名人手稿、文件档案、生产工

具等。

博物馆主题馆呈现了自清末以来，我国新闻出版行业的

发展历史，展出文物 200 余件。博物馆一楼展出的中华书局

图书馆旧藏，创新性地复原、展示了中华书局的旧有图书馆。

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原中华书局图书馆）藏书是上海出版

系统的重要历史文献资源，是全国出版系统现存的最大单体

文物。一楼用透明书库展示的 17 万册藏书使用原图书分类

法和原书架，复原上架中华书局旧藏。

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开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