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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记者 马俊杰
实习生 黄丹琳 文/图) 7
月 31日，福州地铁南门兜站
内，一场公益文化展演活动
热闹举行，吸引许多市民驻
足观看。活动以“书香地
铁·文艺赋美”为主题，由福
州地铁携手福州市闽都文
化艺术中心主办。

记者在现场注意到，公
益展演舞台位于福州地铁 1
号线与 2号线南门兜站的换
乘中心处，人流量较大，许
多经过的市民停留观看。

福州市闽都文化艺术中心
的艺术家们表演了小提琴
独奏《如愿》《夜空中最亮的
星》、福州话歌曲《福州歌齐
来唱》等精彩的节目，为市
民带来了一场文化视听盛
宴。表演节目之间还穿插
着有奖竞答环节，观众踊跃
参与其中，现场气氛热烈活
跃。

据了解，此次在南门兜
地铁站进行的公益展演是
今年福州地铁首次举办的
展演活动。今后，福州地铁

将根据实际情况在不同站
点开展不同类型的艺术文
化活动。

记者从福州地铁工作
人员处获悉，福州地铁从
2022 年 起 打 造“ 书 香 地
铁”文化示范品牌，文化
艺 术 展 览 每 季 度 开 展 一
场，通过书画、摄影展的
方式呈现给来往乘客。同
时也不定时地打造经典展
演活动，用歌曲、器乐演
奏、舞蹈等形式提升站内
文化艺术氛围。

现实题材原创音乐剧《三坊七巷》7月23日首演，听听创作团队与三坊七巷的故事

对“闽都文化”根与魂的深情回望

地铁站里上演精彩文艺节目
福州地铁在南门兜站举办今年首次公益展演，未来还有书画、摄影展向乘客展现福州传统文化

N海都记者 吴雪薇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7月23日，由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出
品、福州市闽都文化艺术中心（福州市歌
舞剧院）创演的音乐剧《三坊七巷》在福州
海峡文化艺术中心歌剧院首演。这出以
福州旧城改造为背景的大型现实题材原
创音乐剧，讲述了上世纪90年代初，在三
坊七巷这片历经岁月的“里坊制度的活化
石”即将面临拆迁时，文物管理局工作者
陈晓榕与拆迁办副主任冯志新之间因林
觉民故居拆迁而引发的保护与拆除之
争。近日，海都记者采访了该剧的艺术与
舞蹈总监、福州市闽都文化艺术中心主任
林姝敏，了解音乐剧背后的故事。

“古建筑‘拆与不拆’的
问题，在文保意识普及的当
下听起来其实不是很难。
但是怎么去演绎它，能够让
剧目为更多人接受，让人们
对这个问题有更多鲜活的
体会与思考，这才是剧目所
希望展现的内涵。”林姝敏
说，古建筑保护的话题听起
来很遥远，但其实时时在我
们身边。一座我们身边习
以为常的老屋，它要不要保
留；修筑道路经过的古建
筑，也许承载了这片地区居
民最温暖的记忆，路要不要
改道……桩桩件件都是每
个人身边的故事，是属于每
一位周边居民的温暖时光。

因此，导演组选择了当
下广受欢迎的音乐剧形式，
加入旋转舞台与冰屏 LED
的炫酷舞台效果，以生活化
的音乐、舞蹈及对话，与年
轻观众幽默互动，以丰富的
表现力、强烈的感染力来展
现这些既有历史纵深，又不
失时尚与活力的故事。

不少同行专家与有关领
导都对《三坊七巷》7月23日

的首演有着很深的印象，说
要“二刷”，同时也提出了不
少改进的建议。这不仅是一
部关于城市发展与文物保护
的深刻探讨，更是一次对“闽
都文化”根与魂的深情回
望。正如导演，中央戏剧学
院表演系原系主任、教授、博
士生导师陈刚所言：“希望通
过我们的精心演绎，能让更
多的人了解三坊七巷，了解
福州这座城市，感受这个改
革开放伟大时代的风采。”

据悉，后续《三坊七巷》
将据此进行更多完善与提
升，让它能在 9月中旬以更
完美的面貌与观众见面。

在本次音乐剧《三坊
七巷》的演出中，福州市
闽都文化艺术中心便将
这一段往事搬上了舞台，
并以感情线串联起“文物
管理局工作者”与“拆迁
办副主任”两个针锋相对
的人物，演绎出一段有冲
突也有欢乐的音乐轻喜
剧。

直到剧目的策划排演

紧锣密鼓地展开，在坊巷
间工作多年的林姝敏才
意识到，这位曾经的老朋
友熟悉又陌生。他们从
未真正认识坊巷，去触摸
砖瓦的厚度，了解个中的
文化历史与深远底蕴。

在三个月的剧目创
排 过 程 中 ，创 作 团队在
采风与讨论中与坊巷历
史对话，也与自身过往的

经 验 对 话 ，将 悠 远 的 坊
巷辉煌与鲜活的个人体
验 ，一 一 融 入 剧 目 的 表
现之中。

上世纪 90 年代夏天
流行的塑料凉鞋、街角的
卖肉燕老板、福州老人家
聚集在大树下打的四色
牌、路边的剃头小摊子、改
革开放时从广州进货的时
尚倒爷倒姐……舞台上呈

现的鲜活元素，将观众快
速拉回到当时福州的市民
生活中。演出团队中也有
很多“90 后”、“00 后”演
员，他们没有见过上世纪
90 年代的三坊七巷，但在
一遍遍磨剧本，与老演员
的对戏与对话中，一座跨
越时光的三坊七巷，在一
场场排练之中愈发洗练
出鲜活的面貌。

一片三坊七巷，半部
中国近代史。作为福州本
土的历史文化名片，三坊
七巷一带是福州的文化中
心，对于代代福州人都有
着别样的意义。 20 世纪
90 年代福州对三坊七巷
片区的旧城改造，成为福
州城市发展与文化保存
讨论的风向标。在全国
第四次文物普查热烈展
开，社会古建筑与文化遗
产保存意识愈发高涨的
当下，回首来时路便有了
更多的积极意义。

“我们也是三坊七巷
的‘老居民’了。”林姝敏
笑着说。2004 年以前，福
州市歌舞剧院坐落于三
坊七巷中的黄巷，在当时
还属剧院“萌新”的林姝敏
与同事们眼中，南后街正
如今天的东街口，是一条
很有烟火气的“潮街”，那
里居住着大量的居民，有
很多衣服店，小姑娘小伙
子们下了班就将一条街从
头逛到尾，“和店主买衣服
砍价，对半砍”。

但由于房屋与市政配

套的陈旧，居住的不便也
是有目共睹。破败的街
容，街上乱拉的电线，很
多杂院里没有卫生间，粪
水车在街上“哐哐”行走。
夏天里一来台风，剧院就
停电，因为风雨刮断了老
树的枝丫，压到了电线，练
舞中的演员们总是冷不
丁陷入一片黑暗。改造
三坊七巷，不仅是整改市
容市貌的要求，也是坊巷
居民改善居住环境的迫
切愿望。

拆什么？保什么？怎

么拆？个中的论争是城
市发展与文物保护间持
续的对话与抉择。上世
纪 80 年代，福州市有关部
门批准一家房地产开发
公司拆除林觉民故居部
分 建 筑 ，准 备 建 设 商 品
房。时任福州市委书记
的习近平力排众议叫停
开发，强调：“要在我们的
手 里 ，把 全 市 的 文 物 保
护、修复、利用搞好，不仅
不能让它们受到破坏，而
且还要让它们更加增辉
添彩，传给后代。”

古老与现代的抉择
是每个人身边的抉择城市进程中，三坊七巷“拆”与“保”如何抉择

创作的过程，是与坊巷的历史对话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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