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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淮花灯诉说精彩中国故事
本报记者 蒋 波

“再过几天，秦淮灯会就要上灯啦。只
要在南京过年，逛灯会就是春节期间必打卡
的项目。”在南京工作生活了十多年的甘肃
人王致远，如今已经成为秦淮灯会的铁杆粉
丝，在他的推荐下，越来越多甘肃老乡坐火
车到南京来赏灯。“过年不看灯，等于没过
年；过年不到夫子庙买盏灯，等于没过好
年。”得知秦淮灯会1月17日正式亮灯，王致
远拿出了新买的相机，准备用镜头定格这场
盛大的文化“夜宴”。

秦淮灯会是流传于江苏南京地区的扎
灯、观灯、买灯、玩灯和闹灯的民俗文化活
动，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1700多年
前。明代时期，每逢农历新年，元宵前后，秦
淮河畔处处张灯结彩、欢歌笑语，家家走桥，
人人看灯，“秦淮灯彩甲天下”的美誉由此蜚

声天下。1986年，南京市秦淮区在大成殿
恢复举办夫子庙灯会，秦淮灯会以崭新面貌
呈现于世人面前。

“过去的33届灯会累计吸引游客超1.2
亿人次，是全国持续时间最长、参与人数
最多、办展规模最大的民俗灯会。”南京市
秦淮区副区长祁红介绍说，灯会年年办，
年年有新意，2020年南京秦淮灯会将紧扣
时代主题，以“情怀”二字作为灯会的创
意缘起，多角度讲述南京和秦淮的人文历
史故事。

记者在南京夫子庙核心展区看到，灯
组布展施工正在紧张推进。棂星门下，一
座大型灯组灯架已初见雏形。夫子庙大成
殿前，象征着“春夏秋冬”的巨型灯组已
亮相。认真诵读《论语》的书生、戏台上

唱京剧的演员、“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故
事原型人物模型，引来众多游客驻足
观赏。

说起秦淮灯会，南京市秦淮区文旅集团
副总经理殷晟难掩兴奋之情，他告诉记者，
灯会是载体，展示的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内
涵，为了扩大秦淮灯会的影响力、吸引力，本
届灯会将与上海、西安携手，采用互赠灯组、
互办活动、互动宣传等多种形式，共同讲述
有高度、有厚度、有温度的中国故事。

殷晟介绍说，本届秦淮灯会增加了许多
互动环节，重点突出了科技、时尚、国际化等
元素。“我们在灯展中安排了很多情景化、故
事化互动环节，采用了多彩变光技术，灯组
更具时尚感、现代感，水幕、无人机、机器人
等科技元素的加入，让传统灯会变得更加前

卫时尚，相信会吸引更多年轻人参与。”
自2006年秦淮灯会入选首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作为秦淮花灯国家级
传承人，顾业亮就担负起了让花灯“走出去”
的使命。他说，本届秦淮灯会将在更广的空
间实现秦淮灯会文化IP的输出与联动，面向
全球呈现一个“国际化”的灯会。“今年灯展
上，我们除了参与传统形象的花灯制作，还
与荷兰后印象派画家文森特·梵高的后代一
起策划了以知名油画《向日葵》为背景的创
意设计灯组。”

秦淮灯展前，顾业亮还带领秦淮灯彩艺
人先后到美国、法国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
进行展览，表演彩灯扎制技艺，其作品远销
日本、德国、意大利、英国、新加坡等国家和
地区，让秦淮彩灯在世界各地点亮。

随着互联网融媒体的崛起，以及观众文化趣味和观
剧习惯的改变等诸多原因，电视剧从制作到播出的方式
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播出作品的数量来看，近年
来，省级卫视播出电视剧数量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以当
代现实生活为背景创作的电视剧所占比例增加显著，而
古装仙侠、历史演义等类型电视剧则大幅减少。

盘点2019年国内电视剧，细数光影荟萃的荧屏佳
作，重温凝聚于中国故事的精彩和感动，我们不难发现，
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播出势头愈发强劲，精品数量显著
提升，唯明星、唯流量、唯收视率的现象得以改观。中国
电视剧的历程，也是当代生活发展的映照。

多元化趣味亮点纷呈

古装题材虽总量减少，但话题热度不减。《九州缥缈
录》《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等古装剧，或在改编原著的
架空历史中寻找突破口，或以历史文化为虚景融入古典
美学与细腻情感，融进了独特的文化气质。

主打情感牌的都市题材电视剧，以爱破题，推陈出
新。《亲爱的，热爱的》《幕后之王》《加油，你是最棒的》等
电视剧，在具备情感色彩的同时，进一步结合多种职场类
型，增加了故事的趣味性和可看度。《我的机器人男友》融
入了当下流行的科幻元素，进一步“破界”诠释爱的命题。

此外，谍战题材的《光荣时代》《谍战深海之惊蛰》、体
育竞技题材的《奋斗吧，少年！》《青春抛物线》、农村题材
的《兰桐花开》《麦香》等类型多元、特色鲜明的电视剧，给
电视荧屏前观众带来更多选择的同时，彰显着当代多元
趣味和时代精神的活力与风采。

现实思考引观众共鸣

毫无疑问，越来越多的现实主义作品正一次次引发
全民关注和讨论。从《都挺好》中的“原生家庭创伤”，到
《小欢喜》《少年派》里的“中年焦虑”和“青春难题”，再到
《带着爸爸去留学》中“留学陪读困境”……2019年末，北
京卫视热播的《热爱》又一次聚焦当代都市的“情感围
城”，解码人与人之间微妙而亲密的情感，以智慧而诙谐
的风格，诠释出每个人感同身受的百态人生，令观众在谈
笑间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引发新一轮热议。

一系列优秀的当代现实题材电视剧，正与时俱进地
将现实生活中那些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对的“鸡毛蒜皮”以
戏剧化的手法，一次次冲击着观众的心底，激荡起他们对
生活应有的那份热爱。它们并不是简单呈现于荧屏上，
而是扎根在生活中，根植在每个观众的心里。

无论是剖析家庭伦理的“剪不断理还乱”，还是讲述
奋斗历程的“我的人生我做主”，优秀的电视剧创作者们
唯有扎根于生活，着眼于对现实个体生命的关照，才能有
效地对人性反思、有力地对生活叩问，给人以温暖和
力量。

主旋律力作深入人心

2019年，众多品质高、演员阵容强、剧情跨度长的年
代大戏，作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剧，擎起了电视剧
荧幕的大半江山，也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其中，《老
酒馆》《奔腾年代》《大江大河》《外交风云》等主旋律力作
以厚重的时代底蕴、个性鲜明的人物、宏大主题的表达和
细腻入微的切口，将新中国发展的各个时期、不同领域的
万象人生娓娓道来，每一段故事拼接起峥嵘的历史，抵达
观众的心间。

主旋律创作要符合时代的大潮，更要满足人民的心
潮。央视热播的《澳门人家》以庆祝澳门回归20周年为
主题，书写了三代澳门奋斗者坚守“有信，有心，有信心”
的信念，坚韧拼搏、心向祖国的故事，以小见大、生动印证
着“一国两制”基本国策的成功践行和强大生命力，获得
广泛赞誉。每个大时代中拼搏奋斗着的个人，他们的心
声在光影中凝聚，汇集成主旋律的时代合奏，感召着新时
代的人们，照亮前行的方向。

无论时代如何改变，好作品都是文艺创作唯一的正
道。中国电视剧正经历着新时代中的新变化，在承续过
往、扎根当代的过程中，开拓出一条面向未来的新
征途。

盘点2019中国电视剧

“剧”美看不厌
本报记者 覃皓珺

2019年8月25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启动了“优秀电视剧百日展播”。
图为在启动仪式上，主持人介绍推荐剧目。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

坐标，首都北京。
朝阳区五方桥，天海科技广场门口，漆黑色

的铁架托起两个硕大的工业除尘罐，瓶身涂着鲜
艳的红色、黄色和蓝色；园区内，工业风“混搭”艺
术风，各种气瓶制造器械成了别样的风景。

西城区车公庄大街4号，“新华1949”几个颇
具设计感的大字镶嵌在镂空红色砖墙上。走进
其中，包括开心麻花在内的一众企业在此落地生
根、拔节生长，凸显着产业园的分量。

打开一张北京市地图，类似的新晋网红打卡
地还有很多。之所以说类似，是因为它们皆由老
旧厂房改造升级而来。天海科技广场的所在地，
原来是北京国企京城机电旗下的天海工业公司
厂区，焊花四溅的作业线上生产的各类气瓶远销
海外；“新华1949”的前身，是成立于1949年的
北京新华印刷厂生产厂房及库房，这也成了园区
名称的由来。如今，被注入创意元素后，它们纷
纷发出了文化“新枝”。

破 题

老旧厂房是城市文化的重要记忆，也是城市
更新的存量空间，已成为广泛共识。利用老旧厂
房拓展文化空间，已是北京市的既定政策，相关
文件出台了不少。

所以，位于西城区的北京第二热电厂老厂区
在以装修改造由头获得批准后，4年前化身为天
宁1号文创园正式开园了，高耸入云的大烟囱就
是标志性的景致。但随后的二期改造计划却因
为陷入“两难”——改动大不再适宜“装修改造”
由头、那时又缺少专门针对老旧厂房改造的相关
条款作为批复依据，迟迟无法获得审批立项，就
这样迟滞了下来。

事实上，地处丰台区的二七厂1897文化科
技创新城，也有同样的困惑。其项目实施方青旅
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程博就曾经表示，

“区里的相关部门很支持，但是政策上走不通，政
府部门压力也很大”。

困惑与压力，恰恰说明这并非易事，在老旧
厂房转型利用实践中，还存在一些深层次问题有
待解决。怎么办？唯有继续靠政策破题。在出
台《关于保护利用老旧厂房拓展文化空间的指导
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定向、定调、定说法
的基础上，近期印发的北京市《保护利用老旧厂
房拓展文化空间项目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
称《管理办法》），将着力点放在了落地实操的“最
后一公里”之上。

“《管理办法》针对老旧厂房拓展文化空间项
目‘如何走流程、怎么办手续’，进一步细化设计
了项目申请、立项、规划、施工、验收以及登记注
册等一整套流程规范，项目办手续涉及哪些部
门、流程怎么走、各环节有什么要求，在《管理办
法》里都有明确。”北京市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中心
一级巡视员郭小明说。

新 生

从朝阳公园东五号门进入，顺着小路走上不
到5分钟，就能看到一座红砖外墙的老房子闹中
取静、默默伫立。搁在十几年前，这里还是燕山
煤气用具厂，见证了北京工业的发展轨迹；眼下，

这里是朝阳规划艺术
馆，一座“用最新科技讲

述 朝
阳 故

事”的神
奇 又 神 气

的老房子。

3D大剧场、4D影院、数字沙盘……最新的
数字创意产品密集地出现于此，到朝阳规划艺术
馆逛逛，真的可能会颠覆你对科技应用与城市展
示的想象，所以神奇；打造中国3D技术与创意博
览会、推出“朝阳故事”IP系列原创内容、发布
《2019数字创意新技术清单》，因此神气。这座
老房子搭建起了数字创意产业的发展平台。

提到产业升级，人们经常会用一个词叫“腾
笼换鸟”。那么，笼子腾出来了，该换什么鸟进
去？这要看一座城市的发展方向在哪里、发展目
标是什么。今天，北京正在加快建设全国文化中
心，盘活工业遗存，大力发展公共文化空间，集中
打造现代创意园区，就成了那只“鸟”。而老旧厂
房独特的建筑风格、浓郁的文化气息，又注定这
只“鸟”要被换进去。

据来自北京市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中心的苗
文玉介绍，数字创意与内容版权是老旧厂房转型
的两大主攻方向，创意设计、媒体融合、演艺娱
乐、艺术品交易等，是重点发展的9个领域。

循着这样的思路，越来越多的老旧厂房，将
迎来新生。

聚 力

调查显示，截至2019年9月，北京全市各区
共梳理出老旧厂房资源774处，总占地面积约
3227万平方米，其中，城六区老旧厂房248处，
占地面积约1943万平方米，占全市老旧厂房总
占地面积的60%左右。随着疏解整治促提升专
项行动的持续推进，未来确认的老旧厂房资源会
越来越丰富。要让合规的每一处都能正规“办
照”，要让过往的诸多难题都能迎刃而解，难度显
然不小。

“老旧厂房拓展文化空间涉及业务领域较
多，希望相关部门在推进试点工作的同时，可以
进一步优化办理流程，细化规范设计，固化管理
细则，形成相互衔接贯通的办理规则程序，从政
策体系上构建‘1+1+X’也就是《指导意见》+《管
理办法》+各部门细则的体系架构。”郭小明说。

郭小明的“解题”方向是“聚力”，汇聚相关部
门的合力，为老旧厂房保护利用工作在北京市铺
开提供有力的制度支撑。全国首个老旧厂房保
护利用与城市文化发展联盟的“解题”方向同样
是“聚力”，汇聚智库、老旧厂房改造转型园区的
合力，有效应对“单兵作战”的局面，促进城市更
新转型和园区间错位协同发展。

这个联盟成立于2018年8月，秘书处就设
在朝阳规划艺术馆。去年一年内，联盟同相关部
门联合策划文化产业园区运营管理培训班，探讨

解决老旧厂房园区如何挖掘文化内涵、
构建产业生态等问题；利用2019国际
文化产业园区发展论坛的平台，与来
自英国、德国、荷兰等国内外知名的
20余家文化产业园区分享经验……
总之，为了老旧厂房更好地长出文
化“新枝”做着各种努力。

只要双脚走对了方向、力气用
对了地方，未来一定会有广阔又独
特的想象空间。

朝阳规划艺术馆的西门入口处，便是
老旧厂房主题邮局，既留存历史，又见证
未来。 （照片均由本报记者 牛 瑾摄）

天海科技广场的门口，第一眼让人以为这里上演着一场工业艺术展。

朝阳规划艺术馆创新运营方
式，成为数字创意产业展示的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