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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晓菁心里，《听·见》 系列的十年，
是一段成长的故事。

走过十年，《听·见》 不止于舞台，它如
同一颗投入心湖的石子，激起层层涟漪，向更
广阔的世界蔓延开去。

自诞生之日起，《听·见》 系列一直致力
于用戏剧艺术讲好宁波故事，推广历史名人，
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于剧本朗读间，跨越
时空的长河，听到历史人文的回声，感受“书
藏古今”的深厚底蕴。

宁波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原副主席汤丹文认
为，《听·见》 以传统文化的“旧瓶”，勾兑
现代艺术的“新酒”，自然得到现代观众的理
解。

“金漆地板崭新房，骨玉镶嵌红木床⋯⋯”
2019年1月演出的《听·见 包玉刚的婚床》融
合了宁波童谣、甬剧、“十里红妆”等宁波元
素，在短短一小时内，让观众了解了船王的事
迹，了解了宁波风俗，了解了“包玉刚们”的
桑梓情深。

同年 12 月，《听·见 天一》 首演。短短
三幕剧本，天一阁透过几位朗读者的娓娓讲
述，在舞台上变得立体，也在声音中变得鲜活
而饱满。王晓菁担纲此剧编剧，她说，一代人
有一代人守护书阁的故事，一代人也有一代人
对天一阁精神的解读，所以天一阁的一半在历
史中，一半是当下。

“后来 《听·见 天一》 在宁波市文化广
场大剧院演出，结束时我听到观众说，没想到
家门口的天一阁，竟然有着如此曲折的传承故
事。”岑颖说，能通过剧本朗读的方式，让更
多人了解宁波的城市文化，非常有意义。

于是，我们“听·见”船王的开拓进取，
“听·见”天一阁的人文内涵，“听·见”宁波
的历史精神。

十年间，《听·见》 系列去过很多地方，
不 仅 有 专 业 的 剧 院 ， 也 有 校 园 的 舞 台 。
“ 《听·见》 系列就像一粒种子，慢慢地在很
多人心中生根发芽。”罗洁笑道。

罗洁还记得 《听·见 黄宗羲》 在浙大宁
波理工学院演出时的场景。当时二楼观众席已
经坐满，一楼观众席过道也满是坐着的学生。
现场的每个人都很专注，以至于罗洁很难从后
方看到手机屏幕的亮光，而在宁波诺丁汉大
学，《听·见 安石》 的剧本被翻译成英文，
十多个外国观众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对照着
英语剧本看演出。

王晓菁说，《听·见》 没有固定的形式，
可能就是一种氛围，它让越来越多人走进戏
剧。

种子在观众席生根，也在舞台上发芽。
2018 年 10 月，《听·见 阳明》 上演。为

了进一步扩大戏剧爱好者的参与度，早在准备
阶段，罗洁发布全城选“角儿”计划，邀请非
专业剧团的业余选手成为主演。

去年底 《听·见》 十周年聚会时，王灵灵
从温州赶来参加活动。读大学时，她有幸参与
了 《听·见》 系列的一次演出，尽管如今的工
作和艺术领域相去甚远，但她坦言，《听·
见》 对自己影响深远。曾经站在戏剧舞台上的
经历，赋予王灵灵自信，这股自信更融入生活
的方方面面。

“ 《听·见》 最大的意义是拢起了一支戏
剧 爱 好 者 的 队 伍 ， 让 一 些 民 间 人 士 参 与 其
间。”汤丹文说。

或许曾经，《听·见》 系列是在戏剧不景
气时，戏剧爱好者或者说是戏剧“同道”互相

“取暖”。
但在十年时间里，《听·见》 慢慢培养起

一些团队，有越来越多的人去关心戏剧，它的
影响在慢慢扩大，并且这种“影响”存在于平
常人的生活中。王晓菁说，一个城市的文化不
是空的，需要靠文化人、文化活动去塑造。

走出剧场，那些触动心灵的瞬间，在街头
巷尾、在日常琐碎里，被人们反复回味与咀
嚼。

《听·见》之外
“听·见”更多

纯白色的布景，3 把木质椅子，一架大提
琴，穿一袭长衫的朗诵者⋯⋯2015 年 1 月 10
日，宁波 117 艺术中心，一场名为 《听·见
苍水》 的剧本朗读会在此举行。

这是 《听·见》 系列作品的首演。总策
划王晓菁和导演罗洁坐在台下，期待又紧张
地观看了全程。

朗读极富感情，朗读者们时而站，时而
坐，时而踱步，时而沉思⋯⋯段落间隙，低
沉、宽厚的大提琴声响起，把观众带到剧中
人张苍水身处的时代。临近结束，一名身穿
古 装 的 美 丽 女 子 缓 缓 从 化 妆 台 前 起 身 ， 抬
头、举手，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韵味，这一
柔美的戏曲身段也给整个朗读会增色不少。

2014 年，首演前一年，宁波市文化艺术
研 究 院 （现 宁 波 市 文 化 旅 游 研 究 院） 启 动

“听·见”项目。宁波市文化旅游研究院副院
长、《听·见》 系列总策划王晓菁回忆，“创
作的初心非常简单，希望能以绵薄之力，让
城市的文化气息更浓厚一些。”

当时，王晓菁经常收到业余戏剧爱好者
寄过来的剧本，其中不乏优秀的作品。同为
编剧的王晓菁明白，这些剧本要搬上舞台有
相当的难度，因此，她希望用简单的剧本朗
读形式，让更多人听见年轻编剧的声音。

导演人选的确定，源于一次偶然。“当时
我在一张校园戏剧的海报上看到了罗洁的名
字，意识到宁波又多了一个青年导演。”王晓
菁说，计划制作 《听·见 苍水》 朗读剧本
的时候，她想起了罗洁。

2014 年暑假，王晓菁和罗洁碰了头，两
人一拍即合。

罗洁介绍，剧本朗读类似于沙龙，是一
种落地排练之前通读剧本的方式。“不过单纯
读剧本无法作为一种演出形式，所以我试着
在 视 觉 上 做 一 些 尝 试 ， 让 观 众 既 能 听 到 故
事，也能看到故事。”

读剧本的过程中，罗洁觉得张苍水所蕴
含的气质和大提琴的音色特别像，于是她联
系 了 大 提 琴 演 奏 者 鞠 晓 。 通 过 一 遍 遍 的 磨
合，从音效到乐句，再到整体氛围，大提琴
慢慢地也变成一个独立的形象，“相当于张苍
水的内心”。

另一方面，罗洁在现场安排了舞蹈演员
郑莹。后者先是身着休闲装上台，伴着演出
进行，一步步摹白、上妆、包头，最后用一
曲以张苍水的妻子思念丈夫的古典舞方式收
尾。“剧本朗读是正式演出前的一个工作环
节，而上妆也是演员变成角色的一个工作环
节，两者具有共同之处。”罗洁说。

由此，《听·见 苍水》 创造了一种介于
传统剧本朗读和戏剧之间的形式，既可以是
一部作品，又是一个戏剧的半成品。

《听·见 苍水》 演毕，《听·见》 系列
在 2015 年又以端午、重阳、七夕、冬至等为
题，探索了传统节日在当下的创新性传播；
2016 年，《听·见 牡丹灯》 和 《听·见 家
风》推出，两部戏从宁波历史文化中挖掘内容。

2018年4月，《听·见 苍水》复排；同年10
月，《听·见 阳明》出炉。此后几年间，《听·
见 包玉刚的婚床》《听·见 天一》《听·见
红色家书》《听·见 鄞令王安石》《听·见 安
石》《听·见 黄宗羲》相继与观众见面。

不同剧本，多样尝试。《听·见》 系列一
次 次 以 实 验 性 的 方 式 进 行 跨 界 融 合 ， 有 戏
剧、朗读、音乐、舞蹈、乐器等艺术，既秉
持着中国传统舞台的写意韵味，又融入现代
艺术表现的多样性，以新的舞台样式来演绎
传统故事，不断推陈出新。

2016 年 4 月上演的 《听·见 牡丹灯》 聚
焦发端于古代明州城月湖，流传于日本、韩
国 的 民 间 传 说 《牡 丹 灯 笼》。 演 出 过 程 中 ，

“宁波走书”的加入仿佛点睛之笔，其与表现
月湖美景的沙画有机结合，生动再现了这段
爱恋别情故事。

2019 年，在 《听·见 阳明》 实验戏剧
版中，罗洁尝试了拟音——演出现场没有音
效和乐器，转而用黄豆和竹篓模拟下雨，用
铁片模拟打雷，用塑料袋摩擦模拟焦虑撕裂
感音效。“这一切都由八名朗读者完成，他们
时而作为角色进行表演，时而坐在舞台上八
字排开变成拟音师，营造场景氛围。”

2021 年，《听·见 鄞令王安石》 更是打
破常规，采用庭院实景浸入式戏剧录制，进行
线上展播。罗洁利用演出场地宁波戏剧书房的
四方院落，打造了一个多维度的戏剧秀作品。

“从‘剧本围读’入戏，结合剧本的情节主
线，让演员自然地游离在镜头下。”海曙区作
家协会影视创委会主任、《听·见》 系列统筹
薛云评价，整出戏的调度既像读剧、排练般自
由松弛，又具备正剧的严谨和顺畅。

回望来时路，王晓菁感慨：“最早制作
《听·见 苍水》 时，很难想象 《听·见》 可
以陪很多人走过十年。”

10 年来，《听·见》 系列 12 部剧目扎根于
宁波城市历史，持续挖掘本土人文底蕴。舞
台虽简单质朴，但朗读者的表演令人沉浸其
中 。 每 一 场 演 出 都 宛 如 一 场 穿 越 时 空 的 对
话，引领观众深入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故事。

“听·见”
陪伴城市成长十年

“我平时经常会看戏剧，但是当自己站在舞台
上排练时，会感觉到一种奇妙的交汇——此时我既
是输出者，也是接收者。”回忆第一次排练，效实
中学语文教师、《听·见》 系列朗读者岑颖如是说。

岑颖第一次参演是在 《听·见 苍水》，她扮
演张苍水的夫人董氏。站在 117 艺术中心的舞台
上，她觉得自己和戏剧更近了。“从‘戏外人’变
成了‘戏中人’。”“在舞台上，我能够获得对一个
人物完整的情感体验，并通过自己的输出和表达，
让观众入戏。”岑颖说。

演出结束后，观众起身和朗读者聊天。其中一
名观众令岑颖印象深刻，这位观众说，曾经以为在
宁波喜欢戏剧的人不多，感觉自己就像在“孤岛”
上，但是 《听·见 苍水》 把“孤岛”上的这些人
都聚到一块儿，发现宁波有这么多志同道合的人。

“听·见”剧
“听·见”人

宁波市文化旅游研究院供图

后来，岑颖又参演了 《听·见 天一》《听·
见 安石》 等作品，她一次次地走进剧本，一次
次感受着舞台内外的一切。

《听·见 安石》 需要越剧唱段丰富作品的呈
现，虽然只是业余爱好者，但是岑颖临时担起设
计唱段的重任。岑颖哼唱，中阮演奏者付东尼记
录编曲，整个团队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就定下了唱
段的旋律。

演出之外，每一次登上不同的舞台，岑颖都
收获着独特的体验，其中，天一阁尤为特别。“我
最难忘在天一阁表演 《听·见 天一》，因为能感
受到环境和人物生命的共鸣，接通了内心和过
去。”岑颖说，当舞台灯光亮起的一瞬间，天一阁
里岁月的痕迹都被照亮，古建筑里的时空纵深感
让人仿佛穿越时光。

对于宁波电视台方言主持人、《听·见》 系列
朗读者韩震宇 （阿伟） 而言，参与演出有着另一
种意义。

《听·见 苍水》 第一次演出时，只是观众的
韩震宇被这部剧深深吸引。听说要复排，他找到
导演罗洁毛遂自荐，“其他朗读者有时间冲突的
话，可以由我来顶班。”

身为方言主持人，韩震宇经常以诙谐幽默的
形象呈现在观众面前。因此，当他在 《听·见
苍水》 复排的舞台上，以“张苍水”的身份亮相
时，下面的观众都笑了。韩震宇心里清楚，很多
人其实抱着好奇的心态来观看演出，想看看他的
表演是何模样。

“第一幕过后，大家都安静了，沉浸在演出当
中。”韩震宇说，习惯了轻松愉快的娱乐节目，演
绎正面的历史人物确实是一种挑战，“ 《听·见》
系列让我遇到不一样的自己”。

2019 年 8 月，应英国爱丁堡艺术节组委会邀
请，宁波本土原创剧目 《听·见 阳明》 首次亮
相国际顶级艺术节。

正如丹麦欧丁剧团创始人、欧洲戏剧大师尤
金尼奥·巴尔巴所言，“戏剧是桥梁，可以沟通世
界，将人与人连接起来。”

异国他乡的一切都令人感到陌生，比如，观
众得依靠自己上街宣传、拉票。因为语言不通，
团队没有及时租音响，在大街上路演时，发现很
难吸引行人的注意力。韩震宇刚好学过口技，伴
着一声清脆的鸟啼声，孩子们围到团队身边。“我
和其他成员趁机发放宣传册和小海报，记得负责
琵琶的叶晓红老师用力弹奏，最后琵琶的弦都断
了。”

演出前，为了舞台效果和节约经费，团队扛
着一块十几公斤重的白布飞往爱丁堡。舞台上，
这块白布变化成水纹、群山、桌台、画轴，空处
显像，实处生韵，尽显中国文化的丰富与含蓄。
大鼓不方便携带，王晓菁联系了英国当地的留学
生，他们在伦敦借到大鼓，坐了几个小时的火车
带到爱丁堡。

准备过程纷繁复杂，最终呈现却很短暂。
灯亮灯灭间，爱丁堡容纳千人的剧场座无虚

席，演出圆满完成。
罗洁说，不论是校园的汇报演出，还是国际

舞台上的展演，每一次谢幕她都会感动，因为每
一次演出都好像是重新焕发生机。“戏的重复性只
是在剧本台词，舞台上每一秒的状态都是不尽相
同的，每一次都是新鲜的，所以我每一次都会热
泪盈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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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有戏,
“听·见”城市的温度

著名舞台表演艺术家焦晃先生曾

说过，“戏剧是城市的温度。”在甬城

的文化版图中，《听·见》 系列闪烁

光芒。

十载春秋，《听·见》 系列成为

宁波本土文化传承的重要纽带。它让

历史在现代舞台上重焕生机，引发观

众对本土文化的热爱与探寻；它将戏

剧魅力渗透到城市肌理，彰显着一座

城市的文化气质。

《听·见 阳明》参加爱丁堡国际艺术节

排练现场 《听·见》演职员在爱丁堡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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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听
··
见见

安
石
安
石
》》

阿伟在《听·见 天一》中

《听·见 安石》影视化录制现场

《听·见 黄宗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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