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1文化万象
责编：黄敬惟 邮箱：hwbwybhjw@163.com

2024年2月22日 星期四

“这些灯彩太壮观了。”“新年逛灯会，
希望讨个好彩头。”“我要和这个恐龙灯彩来
个合影。”……夜幕降临，中国工艺美术
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场馆内外一组组
灯彩亮起，往来游客纷纷驻足拍照打卡，享
受着这绚丽多姿的视觉大餐。

日前，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馆举办“张灯结彩过龙年”新春灯彩
会活动，呈现了四川省自贡地区的特色灯彩
艺术。活动展出了龙年生肖、山海经主题、

自贡恐龙主题、创意灯彩以及创意仿真动物
等多组作品，观众不仅可以领略到传统工艺
和创新工艺相结合的独特魅力，沉浸式体验
上古传说里“神兽”的奇幻世界，还可以通
过灯彩了解相关科普知识。

自贡灯彩历史悠久，早在唐宋年间就有
新年燃灯、元宵节前后张灯结彩的习俗。清
中叶以来，自贡的“狮灯场市”“灯竿节”

“提灯会”“瞒天过海”“牛儿灯会”等会节
活动相沿不绝，显示出浓郁的地方风情。自
贡灯彩主要包括工艺灯、座灯、组灯等几
种，其中以组灯最具特色，多表现优秀民间
传统、古典名著、神话故事等题材内容，具
有大型、群体、联动的特点。自贡灯彩用料
独特，瓷器餐具、玻璃瓶、蚕茧、细竹篾、
扎染、丝绸等均可用为制作灯彩的原材料。
2008年，自贡灯会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据介绍，今年的新春灯彩会将传统文化
与现代科技相结合，为观众带来全新的观展
体验，展出的大型花灯数量较去年有所增
加，技术含量也更胜一筹。同时，还在制作
上注重可持续发展理念，采用环保材料和节
能技术，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为环保贡
献力量。

新 春 灯 彩 会 的 参 观 路 线 贯 穿 室 内 室
外，观众既可以在室外欣赏大型灯彩装
置，感受浓厚的节日氛围，也可以在室内
感受冬日里的浓浓春意，还有机会体验和
购买各种精美的手工艺品和非遗文创产
品，留下难忘的记忆。

据悉，“张灯结彩过龙年”新春灯彩会
活动将持续至3月9日。

大年初一，《2024年北京广播电视台
春节联欢晚会》（以下简称“2024北京春
晚”） 上线播出。在近4个半小时的播出
时长里，2024 北京春晚通过 34 个节目和
5 条短片，聚焦“闪闪发光的平凡人”，
表达“我的春天看我的”主题，让亿万
观众在欢声笑语中迎接新春。

数据显示，2024 北京春晚 CSM35 城
（35 城在线实时观测） 收视率达 3.12%，
市场份额 14.2%，同时全网传播超 91 亿
次，关注度再创新高。

传递昂扬精神

晚会一开场，由京剧演员白金、音乐
剧演员阿云嘎和影视剧演员李若彤带来
的《我的春天看我的》融合戏曲、歌舞、舞
龙等元素，结合明快的镜头语言，带动全
场观众喊出“我的春天看我的”，传递不负
春光、追逐梦想的昂扬精神状态。

随着晚会的进行，现场气氛在数次
全场互动中不断升温。在融合串烧 《三
百六十五个大喜宙》 中，蔡国庆与大张
伟联袂上演抢话筒、玩跷跷板的欢乐场
面，手势舞“吉祥的光”引发全场模仿
互动；在歌舞 《迎春花》 中，舞龙队伍
从台上“游到”台下，融入“庙会”的
人群中；在群口相声 《快乐密码》 中，
演员们致敬经典，融合新梗，耳熟能详
的春晚金句让观众竞相附和。

“‘看我的’并不是简单喊口号，而是
希望通过春晚这个窗口，展现出普通人
实实在在的生活和真真切切的快乐。”总
导演秦峥介绍，2024 北京春晚设置了 10
个语言节目，冯巩、贾冰、李雪琴等老
中青三代喜剧演员取材现实生活，讲述
百姓故事，用诚意满满的表演为观众奉
上一个个笑点密集的精彩节目。

晚会不仅内容欢快，而且采用短片
串联的创新方式，节奏明快，衔接流
畅，给观众以沉浸感。在 《龙行天下》

《龙耀九天》《龙马精神》《龙吟千年》
《龙腾大运》 5 支短片中，主持人从台上
的“报幕员”化身成为深入现实世界的

“寻龙队员”，以“龙行北京”为主线，
穿行于街头巷尾和文化地标，在寻找

“北京最有特点的龙”的过程中，与群众
玩在一起、舞在一起、乐在一起，既传
递了春节喜庆欢腾的氛围，也展示了北
京的文化特色和魅力。在秦峥看来，这
种全新的串联方式也是 2024 北京春晚最
大的亮点。

致敬人间温暖

小品 《装不装》 讲述了孩子步入大
学校园前与家人的不舍与温情，《伞下》
再现了各行各业奋斗者同在一把伞下避
雨的暖心瞬间，《你别骗我》在斗智斗勇
中表现了全民反诈意识的增强，《龙凤呈
祥》 描绘了北京市民多姿多彩的文化生
活，《请让我来帮助你》则在笑声中体现
了养老服务的稳步推进；周深的 《让世
界充满爱》 唱出了对世界和平和人类幸
福的呼唤，谭维维的 《惊蛰令》 表达中
国人脚踏实地、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
李宇春的 《人间值得》 致敬了每一位努
力生活的平凡人……

扎根人民，讲述生活。纵览整场春
晚，无论是在语言类节目中还是在歌曲
节目中，观众都能看到生活的烟火气，
感受到蓬勃向上的时代潮流，获得信心
和力量。正如 2024 北京春晚总撰稿王寅

所说，“让每一个平凡的‘我’都成为春
晚的主角，春天因每一个人共同的努力
而温暖。”

今年的北京春晚还设置了关于“父
爱”的对话环节，演员寇振海、陈建
斌、成泰燊分别回顾了自己与父亲的温
情瞬间。在回忆和讲述中，他们“褪
下”演员身份，“回归”家庭日常，当
寇振海讲述父亲在寒冷的冬日骑车往返
数十公里搬运酒糟的故事时，现场观众
与他一同潸然。此外，使用“优待卡”
的毛豆小朋友向全国军人和警察拜年，
也令不少观众为之感动。赞美“父爱”
的同时，2024 北京春晚更表达了对每一
位家国守护者的致敬，时代的暖意自然
流淌。

彰显文化内涵

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北京市拥有丰
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在 2024 北
京春晚中，这些传统文化元素也得到充
分的体现和运用。

畅音阁，是故宫中最大的一座戏
台，2024北京春晚借助 8组升降台、2组
车台、8块移动屏以及数控LED环等高科
技大屏把畅音阁大戏楼“搬”到了舞台
上，既为演员提供了丰富立体的表演空
间，也让观众能够感受到古建风采与现
代演艺的交融。主舞台两侧的游廊上，
雕漆、京绣、景泰蓝、宫廷插画等北京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动展示。

除了舞美设计，2024 北京春晚的节
目内容更是京味儿十足。歌舞 《龙拳》
将京剧、武术与流行歌曲融合，舞台效
果震撼且富有冲击力。晚会现场，2件器

物的出场格外引人注目——一件是出土
于金中都大安殿遗址里的铜坐龙，另一
件则是按照故宫太和殿龙吻 1∶1 烧制的
琉璃龙吻。铜坐龙的发现是对北京“都之
源”考古研究的有力证明。节目现场，来
自首都的大学生代表用妙趣横生的解说
词向观众介绍了铜坐龙的外观造型和它
背后的文化价值。对琉璃龙吻的讲解则
由演员何冰带来，他用铿锵有力的演说
展现了这座高 3.4 米、重 4.3 吨的琉璃金
龙气吞万里山河的气势，带领观众领略

“了不起的大国技艺”。
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

2024 北京春晚还将驻华大使的新春家宴
端上舞台，挪威驻华大使、突尼斯驻华
大使、斯里兰卡驻华临时代办纷纷结合
自己国家的经典菜肴送上新春祝福。这
桌“大使的宝藏家宴”，以美食为媒，展
现了“双奥之城”的开放包容，也为春
节这一文化符号注入了“国际范”，推动
文化的双向交流。

呈现文化景观，传承文化记忆，展
现城市精神，北京春晚既是属于所有中
国人共有的精神盛宴，又是独属于北京
这座城市的文化结晶。从 1986 年第一届
北京春晚播出至今，北京春晚始终秉持

“喜庆祥和温暖鼓劲”的创作基调，有年
味儿、有京味儿、有文化味儿、有人情
味儿。王寅表示，“让每个人都能放下辛
劳与疲惫，怀着喜悦与憧憬重新启程，
这就是北京春晚最想做到的事。”

本报电（杨桐） 当地时间2月16日，由文化和旅游部中外文化交
流中心参与主办的“龙腾四海·欢乐春节”——中国新年画美国巡展活动
在美国波特兰市兰苏园开幕。

本次展览共展出约40幅苏州桃花坞等中国传统年画以及新年画作
品，围绕“生肖拜年”“吉祥如意”“和谐自然”“迷人乡韵”等主题，向美
国观众展现中国年画艺术传承千年的魅力和当代创新活力。此外，活
动还通过年画和苏绣非遗互动体验、文创品展销及“欢乐春节·吉祥龙”
图案印章打卡等活动，烘托喜庆祥和的春节氛围。

此次展览是中外文化交流中心与兰苏园落实合作谅解备忘录的首
个项目。展览由两家单位联合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由天津市文化和
旅游局、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苏州市广播电视总台、苏州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公室、北京大学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院共同协办。
展览将在波特兰举办4周，并于2月24日元宵节当天亮相洛杉矶。

图为美国观众现场体验中国年画。 主办方供图

非遗馆里赏灯彩
本报记者 黄敬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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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现场灯彩。 主办方供图

图①：铜坐龙。
图②：歌舞节目《迎春花》。
图③：话题节目《大使的宝藏家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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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部聚焦两代铁路公安干警的工作与生
活，时间跨度长达40年的情感群像剧 《南来北往》 正
在爱奇艺热播，“时代列车”穿梭在铁路大动脉上，折
射出国家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巨变。

在年代剧创作的记录簿上，普通人的生活留下浓
墨重彩的一笔。《南来北往》将目光对准奔驰的“时代
列车”以及与之相关形形色色的人，既是视角的创
新，又是视野的拓展。纵贯40年，中国铁路从蒸汽机
车、内燃机车到动车高铁的轨道交通升级转型，鲜明
的时代烙印将观众带回与之相应的年月，勾起独一无
二的个体记忆和年代回响。汪新、马魁师徒作为全剧
核心人物，他们是时间的见证者，同样也是穿梭在这
条路上的守卫者。铁路警察不仅肩负行车过程中保障
旅客生命财产安全的责任使命，同样守卫沿线车站及
属地的平安，师徒二人警魂相承，在反扒、打拐、缉
毒、巡线、守护、打击盗抢骗、扫黑除恶等工作中，
令铁路警察这一公安干警队伍中默默奉献付出的基层
干警群体走进大众视野。

剧中，围绕一条铁路、一趟列车，展开的不止有
职业荣誉，还有生活百态，带着各时期不同印记的乘
客走上走下，上演着一幕幕人情冷暖的故事。在故事
的开篇，跟车归来的汪新俨然成了整个大院最受欢迎
的人，忙不迭给各家送去受托带回的物品，年代感在
细节中流淌并清晰起来：在交通不甚发达的上世纪七
八十年代，铁路上的工作注定令人艳羡——随车出行
意味着能够去到脚力不能至的远方，并为等在家中的
亲朋邻居带回必需品或稀罕物，既属于“职业的光
荣”，也自带家长里短的“交响”，表现出鲜明的时代
烙印。

《南来北往》对于“大院生活”的刻画同样鲜明生
动，在粗粝中流淌着诗意。“大院”作为计划经济向市
场经济过渡的产物，是集生产、生活于一体的“单位
共同体”。铁路大院里，汪新父子，马魁、马燕一家四
口，沈大夫，姚玉玲一家、牛大力一家、蔡小年一家
等，他们因职业的联系成为邻居，共性中见个性。在
这个特定的生活场所里，人情练达与处世哲学浸润在
生活的琐碎里，现实书写因真善交融而兼具温度力
度。马魁一家浓缩了典型中国家庭朴实、勤劳、向上
的美好品质，纵使自身日子过得紧巴，见到弃儿马健
仍忍不住留下抚养；在物质不甚丰盈的光景下，仍不
忘给丽丽端上一杯泡好的牛奶补充营养。老一代铁路
人之间即便曾有龃龉心结，困境中依旧互相扶持，“远
亲不如近邻”的俗语回响有声；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
韶华蓬勃，他们在时代的浪潮中尽情追求爱情、奔赴
理想，向上走的精气神折射时代的活力。

《南来北往》同时也将彼时东北黑土地的生命力重
现给青年一代。正像“南橘北枳”和“一方水土养一
方人”等俗语所揭示的那样，中国传统文化历来讲求
地缘的意义和价值，并以影视剧为载体传播开去。

从地缘维度而言，《南来北往》注意深挖和凸显东
北地缘潜移默化的影响力，自带幽默喜感的东北话、
地域特色浓郁的土灶土炕、北方寒冷地区御寒物品的
代表耳包、缅裆裤等细节，进一步充盈丰满了从改革
开放到新世纪这段时间内，往来列车上和铁路大院内
形形色色的普通人群像，唤起的不仅是共同的时代记
忆，还有难以割舍和磨灭的乡情。同时，时代变迁所
造就的新时势，更会给予人的性格及其命运以新的影
响以及改变，“时势造人”体现在剧中，就是令马燕、
牛大力等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沿着铁路动脉完成初次
的离乡“出走”，一路南下带着老工业基地的传统与

“他乡”进行碰撞；随着列车辗转来到宁阳的人们，携
各地的风气传统与黑土地发生激荡的融合碰撞，在跌
宕起伏的命运转轨中召唤归属感和认同感。

以普通人喜怒哀乐、苦辣酸甜为表现对象的影视
剧作品，无论是年代追忆还是当代书写，如记录“光
字片”半个世纪平民生活史的《人世间》，缀连现实生
活中无数鸡毛蒜皮小事的 《警察荣誉》 等，皆因为如
实、真切地反映了不同时代下普通人的心声，才具有
了超越时空的精神力量，成为精品。《南来北往》以深
情目光回望大时代中的小人物、黑土地上的众生相，
将个体、地域和社会紧紧绑在“时代”这趟列车上，
在汽笛的轰鸣声中驶向未来，共鸣当下。

电视剧《南来北往》——

乘着“时代列车”奔向未来
郑 娜

电视剧《南来北往》——

乘着“时代列车”奔向未来
郑 娜

中国新年画美国巡展开幕中国新年画美国巡展开幕

电视剧《南来北往》海报。 出品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