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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听娱乐，呈现更多精彩
本报记者 姜天骄

让传统文化融进

国产电影“脉弦”
□ 梁剑箫

云端“三月三”

网聚也精彩
本报记者 童 政 周骁骏

樱花盛开 错峰赏花

近年来，福建福州市凝聚各方智慧与力量，不
断落实保护责任、加快历史文化街区建设、提高古
厝保护能力和水平……一系列新举措新办法使得
古厝不断焕发新活力。

随着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即将到来，福州立
足古厝特色，开展新一轮古厝保护提升与新一轮
城市品质提升行动。从3月12日起，鼓楼区率先
推行“古厝长制”，并制定下发了《鼓楼区全面推行
古厝长制实施方案》，全面提升鼓楼区的历史文化
遗产保护理念和成效。

保护古厝的保护古厝的““根根””与与““魂魂””

“福州古厝是福州历史文化的载体，我们可以
从中解读出独属于福州的历史文化基因。”福建省
建筑设计研究院原首席总建筑师黄汉民说，福州
古厝不仅让人们记住了乡愁，还有利于福州千年
文脉的传承。

近年来，福州累计投入300多亿元，全面梳理
老城历史记忆、古城符号和福州元素，突出闽都历
史风貌和文化内涵，统筹推进三坊七巷、朱紫坊、
上下杭3大历史文化街区修缮保护，实施烟台山、
冶山等历史文化风貌区、建筑群和明城墙遗址、新
店古城遗址保护修复工程，2018年又启动了15
个特色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建设。

“从三坊七巷的保护到如今打造15个历史文
化街区和200多个传统老街巷，我们能够看到，从
单体建筑到成片保护，这些文化遗产的整体氛围
发生了很大变化，非常可喜。”曾多次到过福州，参
与过三坊七巷、乌塔等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清华
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吕舟说。

随着各大公园逐渐恢复开放，于山风景区也
迎来了不少市民。然而，于山颇具盛名的戚公祠
仍处于关闭状态。在于山戚公祠前，不少工人正
在架设脚手架，空地上堆满建筑材料。据悉，本次
改造提升的古建筑包括白云寺、补山精舍等9处，
建筑面积共约1120平方米。

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不少古建筑屋顶杂草
丛生，墙面也存在掉漆、破损等情况。于山风景区
公园管理处主任孙伟表示，在改造中，园方将按现
存建筑面貌与残存痕迹，甄别拆除在后期使用过
程中因维修、改造、增建而产生的与历史面貌不协
调部位，从而最大限度保存建筑的历史面貌。“例
如：蓬莱阁在过去修缮中用红砖封住窗户，导致外
墙面青红交杂。本次提升将为蓬莱阁‘开窗’，去掉
红砖，周边水泥地也将恢复为条石路面。”

目前，正在实施的91项211个古厝保护提升
项目中，122个项目已完工，计划5月底前所有项
目基本完成。

推进古厝的活化利用推进古厝的活化利用

守住古厝守住古厝，，留住乡愁留住乡愁。。多年来多年来，，福州一以贯之福州一以贯之

地注重古厝个性修复和活化
利用，积极推动文旅融合，加
大宣传推广力度，充分展示
福州文化遗产保护成果。

当前，让文化遗产“活”
起来，已成为文化遗产保护
的新理念、新方式。“我们要
在科学保护的基础上，坚持
合理利用与转化创新，积极
推动文旅融合，千方百计让
文化遗产‘活’起来、‘火’起
来，让城市文脉更好传承下
去。”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局
长翁国平说。

以三坊七巷为例，三坊
七巷历史文化街区内保存有
200多座古建筑，其中水榭
戏台、二梅书屋等被辟为民
俗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场所，供游客参
观。同时，坊巷内还经常举办福州传统民俗展示、
体验活动，吸引了脱胎漆器、软木画等民间艺术业
态入驻，逐渐成为福州传统文化的展示中心、交流
平合以及文创产业基地。自2015年以来，三坊七
巷历史文化街区已连续4年每年接待游客量突破
1000万人次。

为满足广大市民和游客的古厝旅游需求，福
州市文化和旅游局还推出了4大经典福州古厝、8
个福州古厝必去“打卡点”，打造了古园林系列、古
祠系列等10条福州古厝主题旅游线路，展示了福
州文物古建筑保护的积极成果。

在南公园历史建筑群保护修复项目现场，路
通街64-66号木结构建筑的外立面修复基本完成。
在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库成员陈木霖的指导下，
多名戴着口罩的工人正有条不紊地加工木构件。

“南公园历史建筑群在福州市区建筑群里独
树一帜。”陈木霖说，该历史建筑群是福州历史
文化名城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外友好见证
地、琉球乡愁承载地、外贸港市空间展现地。本
次修复将紧扣“海丝之路，中琉友好”以及“朝
贡港市，河图盛景”主题，结合各部分建筑形态
和空间环境特色，科学布局和引导，打造集海丝
印记、贡赐文化、异域风情于一体的历史文化
街区。

“为探索历史建筑可持续发展利用新路径，福
州积极开展历史建筑保护利用示范项目建设，一
期为35处。”福州市名城委主任杨勇说，通过推进
历史建筑保护利用示范项目，我们将有针对性地
从利用模式、改造技术、管理机制、公众参与等角
度探索有效历史建筑活化利用路径，总结形成可
推广的工作经验。

古厝保护和城市建设协同发展古厝保护和城市建设协同发展

水清河畅，岸绿景美，漫步台屿河公园，花海、
诗廊、林荫道映入眼帘。曾经黑臭的福州台屿河，
在建成串珠公园示范段后，周边不少老建筑显现
出身影。其中，一栋名为长埕红砖厝的百年老宅，
成了公园的标志性景观。

台屿河原来是条断头河，2017年列入黑臭水体
治理范围。为保护沿河的一座民国时期红砖厝、一株
二级古树，当地分别建设了古榕广场与红砖厝广场。

福州市还积极探索文化遗产保护新模式，推
动古厝保护与城市建设协同发展。

走进鼓楼老城中心的秘书巷，放眼所及的是
粉墙黛瓦与生机勃勃的花木。

“巷子以前很杂乱，线缆在天上，两边有违建，
还是水泥路，夜晚路灯也不够亮。”居民夏元夫妇
回忆。这条全长260米的巷子，通过老街巷整治，
违章及不协调建筑、线缆做起“减法”，“口袋公园”
等做足“加法”，庄重、儒雅的总体风貌被延续
下来。

“在老城区，有不少街巷可与秘书巷媲美。”福
州市建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19年，城区有92
条老街巷改换新颜。今年，福州市将继续围绕居
住密集、文化底蕴丰富的老街巷，系统综合整治提
升。按“一街一策”理念，每条小街巷的历史文化、
功能定位都会被深入挖掘，道路铺装、建筑立面更
加精心雕琢。

除了老街巷，福州市还注重街区的综合提
升。今年，福州市资源规划局将牵头对中心城区
重要商业、文化、景观街区整体规划、整体提升。

每一座古厝，都是一段历史，装满了故事。作为一座有着7000多年历史文化积淀与2200多年建城史的国家历史文

化名城——福建省福州市留存有大量历史建筑，古厝是其中最鲜明的特色之一。三坊七巷、宏琳厝、三落厝等诸多古厝使

得福州保存着相对完整和原生态的古城格局。近年来，福州市通过一系列新举措新办法，使得古厝不断焕发新活力。

宅家期间，您是否期待着新一波优质视
听作品为心灵增添食粮？目前，广电行业正
有序推进复工复产。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提供
的数据显示，浙江省制作机构已基本实现有
序复工复产；首都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业协会
155家本市会员单位已有90%以上有限复
工；上海市影视企业复工率为50%左右……

在这次疫情中，电视行业的创作环节受
到严重冲击，创作进度普遍推迟。停工造成
企业收入锐减，企业流动性压力快速上升。

针对广播电视行业普遍面临的困难，近
日，国家广电总局印发了《关于统筹疫情防控
和推动广播电视行业平稳发展有关政策措施
的通知》，提出复工复产12条措施，加大对内
容创作生产传播的支持力度。围绕统筹推进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大决策部署，指
导创作生产一批优秀的电视剧、纪录片、动画
片、短视频等，并通过现有资金渠道，调整优
化结构，统筹存量资金，加大资金扶持力度。

与此同时，主管部门还明确将优化业务
审批流程和方式，进一步推进“互联网+政务
服务”，加快推进“不见面审批”，逐步实现重
点电视剧、网络影视剧等通过“线上+邮寄”
办理备案审批。

许多地方的广电局加大了专项资金扶持
力度，有的已经设立电视剧网络剧创作生产
专项资金，对反映当地防疫抗疫与支援湖北
题材的优秀作品给予重点扶持补助。

据了解，目前已经复工的剧组很多都是
聚焦主旋律题材的。譬如时代报告剧《在一
起》、庆祝建党100周年系列单元剧《我们的
新时代》以及“一带一路”主题电视剧的创作。

疫情之下，网络视听行业的表现十分亮
眼，很多企业表示，一直在通过媒体融合、科
技创新等手段继续工作。优酷人文是最早一
批关注疫情的创作团队之一。

为拍摄疫情纪录片《冬去春归》，他们在
2月初就到达了武汉及其他疫情重灾区，克

服重重困难，成为唯一进驻到一线拍摄的互
联网纪录片团队。目前，优酷在广电总局国
际合作司与中国公共外交协会的部署和指导
下，联合咪咕制作推出了中外联合抗疫系列
短视频，传递中外守望相助抗击疫情、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正能量；邀请中外媒体业界
人士、外交使节等携手为共抗疫情加油鼓
劲。优酷网相关负责人表示，优质内容始终
是核心竞争力，作为内容创作者，优酷将在创
新驱动下，继续推出一批优质网络视听节目，
不断丰富网友精神文化需求，更好陪伴网友
居家防疫。

还有一些企业探索到新的发展方向。疫
情发生以来，百视通积极响应教育部“停课不
停学”的号召，发挥多年大屏教育运营经验优
势，集结顶级教育资源，服务全国学生家庭。
早在2月4日，百视通就与好未来集团达成
共识，联合推出专门为防疫期间打造的公益
直播课。2月5日至6日，这项直播课工程完

成了在全国21个省级内容平台的上线，为全
国中小学生提供免费在线教育直播课程。

爱奇艺则在疫情期间创新推出“云录制”
模式，制作播出多档温暖有趣的“云综艺”节
目，涵盖音乐、体育等多种内容题材。该“云
录制”系列节目从内容策划、制作到播出等所
有环节均在线上完成，虽然与平常具有全套
场地设备、精心打磨的完整台本等专业化综
艺节目相比仍有不足之处，却为综艺行业提
供了一种新的创作思路。

业内人士分析指出，疫情改变了很多观
众的收视习惯，可以预见，疫情之后，线上教
育、线上观影等将迎来爆发式增长，这也给网
络视听平台加速发展创造了机会；广电行业
的创作者也获得了难得的思考和沉淀，沉寂
之后的爆发一定更加有的放矢。专家建议，
广电行业应变被动为主动，在用好国家政策
的同时，找到一条合适的发展路径，加快复工
复产的脚步，创作出更多精品力作以飨观众。

“怎么共庆‘三月三’嘞，嘿嘹嘹啰；什么时候聚广西嘞，
嘿嘹嘹啰……”日前，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发布了

“壮族三月三”主题宣传片，广西歌手与来自各地的歌手隔
空“开撩”，对唱山歌。

3月26日，是广西“壮族三月三”传统节日。“战疫情奔
小康奋进新时代——2020年‘壮族三月三·八桂嘉年华’”
特别节目通过广播、电视、网络等多种渠道面向全国播出，
正式拉开今年“壮族三月三”活动的序幕，让广大群众足不
出户即可“身临其境”，共度佳节。

在推出的特别节目中，广西精心设计了“桂风壮韵浓”
“暖心生活节”“相约游广西”“民族体育炫”“和谐在八桂”5
大板块线上活动，并以精彩文艺节目方式，逐一浓缩呈现。
《广西尼的呀》唱出了歌海风情；《春暖花开三月三》发出“云
上歌圩”邀请；“云游”《广西》打卡八桂美景；美食定制《家乡
的滋味》在舌尖品味不一样的乡愁……

此外，广西还推出了以往“e网喜乐购”的升级版——
“暖心生活节”系列活动，并将延续到5月26日。在此期
间，广西近4000家商贸服务企业、30万家线上线下门店参
与其中，通过向消费者发放消费暖心卡，着力带动零售、住
宿、餐饮、旅游、文娱等传统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全区54个
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也开展巡回带货直播，助力广西决
战决胜脱贫攻坚。

在近日召开的“电影行业应对疫情影响”专题网络会议
上，与会者认为，电影行业在资金紧缺、项目减产延期等多
重压力下，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但重大疫情冲击
也为电影生态深层次演进提供了新的机遇和窗口。不过，
对于电影创作者来说，大机会并非指急功近利的复工复产，
而应潜心聚力，彻底打通中华传统文化与本土电影叙事。

一直以来，很多国产电影试图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与创新性发展，想充分结合传统文化元素与电影语言，在
制作品质、思想深刻性、艺术高度方面独树一帜，塑造不朽
经典。然而，操作起来却磕磕绊绊，难以彰显中华文化鲜明
个性特点。归根结底，这源于电影创作人对中华传统文化
本质缺乏理论思考力、艺术悟性与高层次研究质素。

不难发现，很多电影创作者颇为擅长通俗故事情节的
编造和组织结构，却不懂得如何搭建中华传统文化的“七
宝楼台”，也就是考据、义理、辞章的创造性运用。三者
均为中华传统文化独特产物，紧密相连，最讲究“整体、
联系、协调”的三位一体，以及逻辑思维、形象思维、灵
感思维的互为表里。国产电影若要体现这种特点，发挥出
卓越非凡的创造性、思想性、艺术性，则须追求三者联手
并进的“视界融合”。

考据是基础、背景。须对中华传统文化之精粹珍异、精
血气骨，有深入领会感悟，而非用空镜头与空洞无物的对白
动作表现所谓“文化精神”，大而化之；在此基础上，还要寻
找到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外来文化之间最恰当的契合点。
西方电影文化特性在于其活跃的艺术思维、层出不穷的理
论、此起彼伏的各类方法论，国产电影亟需借鉴。但简单地

“拿来”并不能解决问题，必须具备有助于消化的中介，也就
是融入义理。

义理为意义、思想。须在考据基础上，寻找叙事背后的
传统文化意涵，追求富有深刻哲理和文化内蕴的大感慨大
希望大理想，找到故事人物象征的主体精神、文化价值、生
命向度，通过文化哲学色彩浓郁的动作和语言，让人物深入
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魄灵魂、义理文心，从而上升至更高境界
——辞章。

辞章乃审美、艺术。须提升国学根底和传统文化修养；
不断审视中华艺术审美与西方相通之处，在电影叙事中凸
显中华传统文化本质——中华诗的原创力和生命力，融入
儒释道精义；切忌以西方电影叙事框架“硬套”中国故事，规
避水土不服。

在东西方文化空前碰撞、交流对话的大时代，国产电影
需要在重塑再振民族文化精神过程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电影从业者只要沉下心、铆足劲、肯钻研，一定能从中华文
化的精光灵气中孕育出传世佳作，催动中华文化的血脉生
生不息。

福建福州鳌峰坊特色历史文化街区。 叶义斌摄（中经视觉）

三坊七巷景区三坊七巷景区。。 叶义斌叶义斌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福建福州市一座中西文化相融合的近现代传统建筑——永德会馆。 （新华社发）

近日，北京各大公园内樱花绽放，相关部门启动多项限
流、疏导措施，引导游客健康游园，分时错峰赏花。图为游
客在北京玉渊潭公园赏花。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