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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初步尝试到形成品牌，从歌
手“一枝独秀”到“民星”积极参
与，从流行音乐到丰富多彩的表演
形式……近年来，不同主题、不同
形式的路边音乐会在各个城市的街
头唱响，吸引众多关注。

零门槛、零距离，但无限热爱、无
限精彩。“在街头巷尾偶遇一场浪漫
的音乐会”逐渐成为城市文化新风
尚，丰富了市民的文化生活。

音乐会来到群众身边

“欢迎来到由北京客厅找搭搭音
乐发起的落日音乐会。”当夕阳余晖
慢慢消散，舞台灯光点亮夜空，在
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北投购物公园
下沉广场，一场“落日音乐会”在
主持人梦龙和数百名观众的互动中
拉开帷幕。

从傍晚 18：30到晚上 21时，两
个半小时的时间里，5位歌手或独唱
或合唱，带来了 《星辰大海》《See
you again》《当你》等深受年轻观众
喜爱的中外流行歌曲，引发了一次
次全场大合唱。

一周一会的“落日音乐会”已
经陪观众走过了一年时光，组织者
梦龙和甜筒说，从最初在奥林匹克
森林公园路演，到室内live house演
出，再到如今在北投购物公园固定
演出，“落日音乐会”换过不少场
地，但这些场地都选在了最接近观
众的地方，因为他们希望“在不期
而遇的落日音乐会现场，观众能与
快乐撞个满怀。”

同样迎来“一周年”的，还有
贵州省贵阳市的文昌阁路边音乐
会。从一开始零星几人的“随性而
歌”到现在的千人合唱，越来越多
乐迷“如约而至”。截至目前，贵阳
路边音乐会文昌阁专场已成功举办

48场，现场总观看人次近 20万，演
唱歌曲900余首，登台表演者700余
人次，全网曝光量超40亿次。

本土歌手、外国乐手齐上阵，
流行歌曲、戏曲、歌舞等演出种类
换不停……每到周五，文昌阁路边
音乐会都会给观众带来一场视听盛
宴。今年，城市对对碰、全民 PK
赛、欢乐星期五·嗨唱之夜、LIVE
大直播等活动的开展，创新了文昌
阁路边音乐会的互动形式，进一步
增强了观众的沉浸体验感。

从“西北角吃早点”刷屏，到
五大道撒花大爷懂浪漫，近年来，
天津市的人文特色总是网友关注的
焦点。在穿城而过的海河边，每当
夜幕降临，市民自发形成的各类娱
乐演出便会纷纷上演。

“我们深切感受到市民群众对文
化的热情和需求，所以我们一直在
思考，希望通过策划和设计，激活
海河的艺术基因和文化资源，不断
优化公共文化服务。”天津市文化和
旅游局副局长李茁介绍，在此背景
下，今年4月，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
联 合 市 、 区 各 相 关 部 门 推 出 以
“‘桥’见海河，邂逅浪漫”为主
题的桥边音乐汇系列活动，串联起
海河沿线的众多桥梁及桥下空间，
实现景观与艺术的融合。

人人皆可当“主角”

目前已举办了 70 余场的桥边音
乐会，在整合天津交响乐团、天津
歌舞剧院、天津京剧院等专业艺术
院团演出资源基础上，还引入了天
津音乐学院、天津大剧院、天津市
群众艺术馆、南开大学学生合唱
团、市佰笛手风琴艺术团等艺术院
校、公共文化机构、学校团队及社
会力量参与其中，为市民游客奉献
了涵盖交响乐、民乐、京剧、合唱
等内容丰富、精彩纷呈的文化艺术
活动。

天津交响乐团副团长、首席大提
琴手张洪鲲已经多次登上桥边音乐
会的舞台。他表示，在街边现场演
奏，让他觉得和听众之间没有任何距
离，“每一个听众的眼神你都能看得
见，这是在剧场里感受不到的。”

追 梦 不 论 年 纪 ， 英 雄 不 问 出

身。在这些路边音乐会的舞台上，
只要是“爱乐之人”，不论年龄、身
份、职业，都能一展风采，成为

“主角”。
在“落日音乐会”的歌手团队

中，除了毕业于伯克利音乐学院的
“肉肉”之外，其他歌手都不是音乐
专业出身。他们中，有教师，也有
互联网从业者。出于对音乐的热
爱，他们不断打磨自己的唱功，收
获了众多粉丝。每场演出结束，都
有不少观众会在舞台边等待着和各
位歌手合影。

被大家称为“美声大爷”的秦
贤志已是 77 岁高龄，年轻时就喜欢
组织文艺活动。退休后，在文昌阁
路边音乐会与偶像、歌唱家张英席
的同台对唱，让他圆了表演梦。“到
了现在的年纪，我不再一味追求高
音，更希望能形成个人风格，同时
把唱歌作为养生的方法普及给更多
老人。”秦贤志说，自己最近正在练
习一首苏联歌曲，希望能在今后的
音乐会上再展歌喉。

“黑白先生”是贵阳的本土乐
队，该乐队鼓手和主唱都是视障人
士，但这并未妨碍他们追逐音乐梦
想。音乐会现场观众的掌声与欢
呼，让他们收获了自信和力量。

打造城市文化名片

如今，在忙碌的城市生活中偶
遇一场 live（现场演出）、在跳动的音
符里感受城市人文气息，已经成为
不少年轻人调剂生活、放松心情的
选项。这些在路边上演的音乐会，
在为观众带来精神享受的同时，也
成为了一张流动的城市文化名片。

笔 者 参 加 的 这 场 “ 落 日 音 乐
会”开场时间是傍晚 18：30，但在
下午 15 时就已经有不少观众在排队
等待现场放票。“很早前就在小红书
上关注到了‘落日音乐会’，这次错过
线上预约，特地早点来现场排队抢线
下票的名额。”乐迷小黄说，她已经
和朋友一起参加过好几场“落日音
乐会”，歌手唱得好、现场氛围足，
只要周末有空，她们都会来听歌。

“为满足居民文化需求，北京市
朝阳区亚运村街道策划了‘繁星演
出季’系列活动，打造选取特色文

化品牌。现在，‘落日音乐会’团队
是‘繁星演出季’的长期合作伙
伴。”亚运村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马淮
书介绍，依托政府搭台、企业支
持、团队演出的合作模式，繁星演
出季和“落日音乐会”已经成为亚
运村街道和北投购物公园的品牌活
动，溢出效应明显——演出团队积
累了表演经验，收获了众多粉丝；
商场吸引了客流，提高了人气；街
道居民及周边市民也有了休闲好去
处，丰富了文化生活。

天津的桥边音乐会将持续到今
年 10 月底。自活动开始以来，当地
坚持品牌战略，在每个重大时间节
点策划不同主题的系列活动。“六
一”期间，“匆匆那年”和“唱响青
春”两场音乐会带领现场观众一起
追忆童年；“端午”假期的“国粹芳
华”京剧专场，将传统文化与节日
氛围融合；接下来的中秋、国庆假
期，还将有多轮专场演出。结合每
周末常态化开展的小型音乐艺术活
动，多点开花、亮点不断的桥边音
乐会，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到天
津浓厚的艺术氛围，逐渐成为天津
特色文化品牌，增强了文旅目的地
吸引力。

扎根城市街头巷尾的路边音乐
会不仅是流行音乐的天堂，同时也
是展示当地文化的重要窗口。在贵
阳，《侗家恋歌》《阿杰鲁》《啊依
嫫》等民族歌曲在文昌阁唱响，《林
城谣》《红枫》《你好！贵阳》《茶经
里的贵州》 等多首本土原创歌曲相
继在路边音乐会现场首发。此外，
侗族大歌、月琴音乐、川剧变脸、
铃铛舞、侗族琵琶、蜡染、挑花刺
绣等非遗项目与音乐会的结合，更
让现场观众大饱眼福。

前不久，贵阳还把非遗民族时装
秀搬到了路边音乐会，在文昌阁刮起

“最炫民族风”。“在音乐会上举办贵
州村 T，其实就是在大家的听觉盛宴
上，再来一道非遗服饰的视觉盛宴，
双重盛宴。”苗族服装设计师古阿新
表示。

热闹的路边音乐会也吸引来国
际友人的关注。8 月 24 日，清华大
学国际青年对话贵州行的留学生来
到文昌阁，他们沉醉于美妙的歌声
中，随着音乐尽情摇摆，放声跟
唱，一起享受路边音乐会的松弛与
热情。

贵 阳 市 云 岩 区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文昌阁路边音乐会是一个开
放、包容、充满活力的舞台，在今
后的发展中，音乐会将始终保持公
共文化服务初心，以品牌化思维树
牢城市文旅 IP，有效推动流量向留
量的转变、游客向顾客的转换，以

“音乐+”促进文商旅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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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以华南教育抗战历史
为题材的纪录电影《同学们》在北
京公映，再度引发观影者共鸣。
有人说，以前听闻过这段历史，
但没想到如此让人震撼，令人动
容。也有观众留言，自己的祖辈
或父辈，正是在那一段烽火办学
史中完成了学业，纪录片唤起他
们心中隐藏久远的记忆。

教育同国家命运、民族前途
紧密相连。抗日战争时期，以西
南联大为代表的高等院校西迁云
南后方，弦歌不辍，为民族复兴
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而在岭南
大地，本应撤离的师生们同样有
一场规模庞大的烽火中的“逆
行”：国立中山大学西迁云南一年
之后，又因战时粤地高等教育的
需要举校东返；私立岭南大学、
广州大学，培正、培道中学等
大、中院校播迁粤港澳，三地教
育机构在民族危难中相互扶助；
还有在两广间九载十迁的省立文
理学院，以农、工教育支援抗战
建国的职业学校……师生们的足
迹穿越战火与封锁区，在靠近前
线的地方停驻，在战事的瞬变中
辗转，战时校园中的三尺讲台，
守护着青年学子的孜孜求学，也
守护着国家民族的未来。这段历
史在中国教育抗战历史中是罕有
的，其牵涉院校之众、地理范围
之广，彰显了顽强不屈的民族精
神，书写了国家记忆中光荣的一
页，中国知识分子的担当和坚守
令人动容。

粤北的韶关、清远，粤东
的梅州，粤西的云浮，曾散布
着众多战时校园。师生们租借
村中的民居、祠堂，修建竹笪
为墙、树皮作顶的校舍……简
陋的校园却有着蓬勃的青春朝
气。新中国 20 多位两院院士曾
在这样的校园执教或学习，世
界前沿的核物理科学，宇宙时
序的天文观测，临床医学的病
理研究，并不因物资的匮乏而
中 断 。 钢 琴 与 小 提 琴 曲 的 回
响，话剧舞台上下的欢笑，抒
情的诗歌与写生，也不因生活
的艰苦而停歇。无数青年学子
在这里学习知识、磨炼心性，
成长为祖国建设的栋梁之材。

这样的历史，不应忘却。
2019 年，广东省在南粤古驿道
保护工作中，率先对华南抗战
办学旧址进行了针对性、大规
模调查。工作者们在故纸中挖
掘，在乡野里跋涉，从乡亲的
口 述 中 追 问 ， 寻 找 故 事 发 生
地。对于具有重要价值的办学
旧址，首先要保护下来，经过
修缮利用、历史信息展示，营
造纪念园地，进而通过规划设
计，将众多节点串珠成链，整
合自然地理与人文历史资源，
建设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

如今，在广东各级政府部
门、文化教育机构及专业志愿者
的共同努力下，韶关、清远、云
浮和梅州四市研学基地已成规
模，以此为依托开展主题展览、
红色教育、研学、旅游及各类文
化体育活动，同时铺展开多渠道
的传播，触及更广泛的社会公
众。5 年来，华南研学基地迎
来了粤港澳大湾区各类院校、机

关团体及游客，人们在这里追缅
校史与先辈学人，接受爱国主义
教育，在历史发生地切身感受先
辈精神的鼓舞。

广东省对华南教育历史文化
遗产的保护利用，始终以历史和
精神文化价值的挖掘、研究为基
础。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科
研机构在数年的工作中，不断从
国内外各类史料保藏机构中搜集
档案史料、历史照片，整理近现
代文献，并推动学术论著与资料
汇编的公开出版，为研学基地建
设提供历史支撑。

《资本论》 全三卷中国首译
者王亚南与郭大力，抗战时期均
曾在粤北执教，在高校课堂宣讲
马克思主义。王亚南以“野马
轩”命名自己的书斋，在韶关坪
石的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执教期
间，他发表了一系列以“坪石野
马轩”落款的论文，日后汇集出
版为《中国经济原论》一书，是
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
的代表性著作。

工作者以一份记载了“观音
堂左侧”的住址登记表为线索，
实地踏查，走访村民，考证地名
变化，找到了早已消失的观音堂
所在地，从而确定坪石野马轩的
位置。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通
过历史信息空间化表达，将王亚
南的学术生涯、师生教学相长的
互动、中国经济学诞生的历程等
内容，以户外景观墙方式呈现出
来，营造可游可读的纪念园地。

《同学们》 电影海报的主
体，是一棵葱郁的参天大树，在
风雨和炮火洗礼中依旧根深叶
茂，正如经历战火的华南文化教
育，因先辈学人的守护而生生
不息。树下讲课的先生与围坐的
同学，已走出战火，走进和平年
代，走上为民族复兴而奋斗的各
个岗位。

这是华南教育抗战历史留给
我们的宝贵遗产。关照历史、传
承历史、回应历史，华南教育历
史研学基地的建设，被赋予深远
的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那些曾
在抗战岁月中无私哺育和支持了
华南教育的乡村，因历史价值的
挖掘与传播，名字变得更加响
亮。它们以文旅融合的手段，为
乡村全面振兴引入多渠道的社会
资源和经济、文化发展机遇，继
续滋养一代代青年的成长。

粤港澳三地文化教育机构在
战火中的守望相助，为我们留下
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脉渊源，也
为今日大湾区文化教育的繁荣守
住了根本、奠定了基础。今天，
三地院校的校史中仍交织着这段
烽火岁月的记载，三地院校许多
师生走进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
地，了解他们的母校曾走过的光
荣历程。他们在历史发生地加深
彼此情感的亲近和认同，领悟民
族血脉和家国精神的内涵。

（作者系广东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院长）

本报电（记者赖睿） 由北京市
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文物局指
导，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和旅游局主
办 的 2024 “ 打 卡 鼓 西 、 漫 步 斜
街”文化消费活动日前在北京鼓楼
西剧场启动。本届活动以“微演
艺 探游径 靓中轴”为主题，包括
街区微演艺展演、“领读鼓西”、

“文化遗产赏鼓今”主题游径等系
列消费活动，生动展示鼓楼西大街
历史文化风貌与价值内涵，串联起
文物、文旅、演艺、商业资源，推

动文商旅融合发展。
鼓 楼 西 大 街 位 于 什 刹 海 北

岸 ， 西 北 到 德 胜 门 ， 东 南 到 鼓
楼，全长近 1.7 公里，至今已有近
800年历史。鼓楼西大街是西城区
重点推进完成的历史街区保护更
新项目，已经成为首都功能核心
区历史文化街区改造提升的“稳
静街区”样本。

“打卡鼓西、漫步斜街”是西
城区为进一步提升街区业态、激发
街区文化消费活力打造的特色文化

消费品牌。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和旅
游局局长靳真说，自活动举办以
来，鼓楼西大街街区业态持续提
升，品牌影响力不断增强。西城区
将继续深挖鼓楼西大街文化内核，
讲好老街故事，在文化产品、文化
消费、文化体验上下功夫。

据悉，本届活动还联动了“第
二届国际独角戏剧节”，来自中
国、希腊、俄罗斯、丹麦等国家和
地区的 14 部邀演作品将在活动期
间与观众见面。

纪录电影《同学们》在京公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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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西城区启动特色文化消费活动

北京鼓楼西大街微演艺快闪。
主办方供图

▲“落日音乐会”演出现场。
“落日音乐会”团队供图

▶清华大学国际青年对话贵州行留学生
登上文昌阁路边音乐会舞台。

贵阳云岩融媒体中心供图
▼“‘桥’见海河，邂逅浪漫”桥边音乐汇

演出现场。 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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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海报。
▼位于广东省韶关市浈

江区的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
地，这里曾是私立岭南大学
校址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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