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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优势 建链扩销

自贡龙腾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焊花
飞溅，一条中国龙的骨架正在成形。另一侧，裱
糊工将龙鳞拼贴上色，彩灯渐显神韵。

从设计形象、绘制图纸，到选用合适的材料
做出造型、布置光源与传动设施，再到完成裱糊、
粘贴和彩绘……彩灯制作流程繁多、对熟练工人的
需求大。“自贡彩灯行业节庆期间加上临时用工，可
以带动10万人就业。”公司董事长邓培林说。

早在 1964 年春节，自贡首届春节灯会亮起，
这座城市从此与灯结缘。“我们是以盐业、化工、
机械为主要产业的工业城市，工业门类齐全，能
工巧匠云集。”自贡彩灯行业协会会长沈宏跃告诉
记者，早年间灯会由政府主办、企事业单位做灯
参展，“美工、钳工、电工等多个工种协作完成。
灯会不只为节庆娱乐，还可以向群众展示生产建
设成就。”

经过多年发展，如今的自贡彩灯在设计、制
作、展出等环节分工日渐细化，催生出专业团
队，积聚了产业潜力。不断完善的产业链上，上
千家相关企业分工分类齐备，各自发挥作用。“玻
纤、工艺灯等彩灯所需的原材料，本地都能充分
供应，生产没有后顾之忧。”邓培林所在的企业专
攻彩灯设计与制造，利用工艺优势，业务范围已
扩展到夜间造景、仿真恐龙等多个方向。

车间管理看板上，订单密密麻麻，不少来自
国外。“自贡灯会有了知名度，推动彩灯产品在广
交会等重要展会及各大国际销售平台亮相，好产
品有了好销路。”邓培林说。

成立行业协会、制定自律公约、设立职称专
业、发布从业人员薪酬指导价……近年来，自贡
市多措并举引导彩灯产业健康发展。“企业间无序
竞争减少，营商氛围更好了。”沈宏跃对彩灯产业
的未来很有信心。

创新技艺 坚守匠心

烟花灯效映照下，巨大的机械年兽摇头晃
脑，时不时发出吼叫声。本届自贡国际恐龙灯会
上，科技范儿十足的 《年兽贺岁》 灯组吸引了不
少观众驻足欣赏。

“灯组以彩灯工艺结合仿真恐龙机械传动的方
式制作，别看它重达10吨以上，却能灵活地完成十
几个动作。”本届灯会总策划人钟逸介绍，年兽还搭
载了“AI大脑”，能与游客进行语音问答互动。

每年的灯会，既是自贡彩灯产业的“期末
考”，更是推广会。优秀的工艺技术、制灯材料和
设计理念，在灯会上集中展现在观众、客商面前。

新材料不断引入，“万物皆可成灯”。美轮美
奂的 《如梦飞天》 灯组凝聚了多项创新尝试。为
提升视觉效果，首次尝试采用水溶性树脂塑形，
使人物面部几如真人；仙子脚下的云彩则开创性
地全部用聚氨酯发泡剂做外饰，轻盈明丽。

设计理念也在迭代更新。热门游戏和潮玩 IP
角色坐上灯车，“潮”起来的灯会受到年轻观众喜
爱。不拘泥于红、黄等暖色系，灯会尝试多样化
色彩，使用喷枪、喷笔描摹色彩渐变，营造出流
光溢彩的视觉效果。

据介绍，自贡彩灯全行业已拥有 160 余项专
利，7000 余项彩灯著作权。“创新是灯会的灵魂，
也是产业竞争力的源泉。”钟逸说，2023年，自贡
市彩灯企业在各地承接彩灯项目200余个。

接续创新，离不开人才支撑。依托四川轻化
工大学成立全国首个彩灯学院、在自贡职业技术
学院等院校设立彩灯专业，自贡完善“中职—专
科—本科—研究生”的四级彩灯人才培养体系，
每年能培育超过 2000 名“彩灯工匠”。“源源不断
地造血，文化传承、产业发展就有了不竭动力。”
中国彩灯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张方来说。

彩灯样式多变，匠心本色不改。本届灯会

上，一只璀璨精致的彩灯孔雀备受关注，它的创
作者是 58 岁的工匠刘俊才。为将孔雀做得逼真，
刘俊才和工人一剪剪做出细如发丝的羽毛，单一
片尾羽就要3000多剪，手上磨出厚厚的茧子。“能
出好作品，花再多心血都值得。”刘俊才说。

扬帆出海 交流互鉴

2月 11日，一场名为“奇幻世界、幻想之旅”
的中国彩灯节在法国蒙托邦市落下帷幕，来自遥
远东方的彩灯吸引观众超过 30万人次。参观人数
多，今年又恰逢中法建交 60周年，这让参与举办
此次法国灯会的自贡灯彩集团海外工程队队长黄
明述很有成就感。

去年 9月，黄明述与团队前往法国办展。“我
们 80多个人，包括彩灯设计、制作和安装所需的
全部工种。”制灯的材料和半成品通过中欧班列或
海运送达，团队到场后进一步加工，用3个月左右
的时间，将灯组制作完善。

1990 年，自贡彩灯首次走出国门赴新加坡展
出。从此，自贡灯会扬帆出海，足迹到达 80多个
国家和地区，占据海外92%的灯展市场份额。2023
年，自贡彩灯企业开展境外彩灯项目 90个，实现
文化出口5061万美元。

从事海外灯展工作 20 多年，黄明述去过不少
国家，也积攒了很多心得：各国技术与安全标准
不同，中国工匠需要下功夫适应；不少海外观众
更注重彩灯的设计和工艺细节，所以作品容不得
半点马虎。自贡成立彩灯元宇宙研发中心，将全
息投影、激光水幕电影等技术广泛运用于海外灯
会。“一定要把灯会办得安全、惊艳。”黄明述说。

不久前，灯彩集团收到一封来自法国观众阿
兰卡的邮件。阿兰卡说，她连续多年在法国各地
参观灯会，是中国文化的忠实“粉丝”。她今年举
办婚礼，很希望现场能摆上中国的大熊猫彩灯。

“我们答应了阿兰卡的请求。”灯彩集团国际
市场部总经理李仲文说，“要让更多外国观众喜欢
中国彩灯，不仅要讲好中国故事，也需要用彩灯
艺术表达当地的文化。”

本次在法国举办的灯会上，游客可以在一顶
神奇魔法帽的引领下走进浩瀚星海、神秘森林等场
景组成的奇幻世界，中国风光、大熊猫等元素穿插
其间，中西文化元素成功联动。“我们在灯会上引
入史努比、彼得兔等卡通形象，还将外国作家的绘
本作品用彩灯诠释，这些展品深受外国观众喜
爱。”李仲文介绍。

出海路上，有坚实的后盾支持。针对彩灯企
业面临的法律纠纷多、融资难等问题，近年来，
自贡市向企业精准提供涉外法律服务，创新推出

“彩灯文化经营快贷”“彩灯 e 贷”等专属信贷产
品，累计向彩灯企业发放贷款26.22亿元。

2023 年，自贡成功创建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
地，迎来更多发展机遇。“我们将在企业集聚发
展、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持续发力，不断壮大彩
灯产业，让自贡彩灯更明亮。”自贡市文化广播电
视和旅游局局长陈金洪说。

2月 12日正月初三 18时 30分，中国文字博物
馆内灯火通明，游人如织，“一字千年·博物馆奇
妙夜”龙年夜场系列活动正在这里举行。

领取“护照”、收纳袋后，游客们穿梭于“说
文解字”“龙舞九州”“众志成画”“拓古传今”等
14个打卡点，识甲骨文字、玩文字拼图、制作龙
灯、拓印、投壶……玩乐之中体验汉字民俗，感
悟文字魅力。来自济南的游客李庆伟在通关成功
后高兴地说：“这趟来安阳，真是不虚此行啊！要
感受中国汉字之美，就得来安阳，我已极力推荐
亲朋好友来这里打卡了！”

创新推出特色活动

中国文字博物馆所在地安阳，是世界文化遗
产殷墟所在地、甲骨文的故乡。今年春节期间，
安阳策划了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为广大游客

“上新”。
到安阳，殷墟是必须打卡的地方。2月2日腊

月二十三，北方传统小年，殷商祈福大典暨点亮
殷墟夜游活动正式开启，这是殷墟景区首次在夜
间开放，并推出“点亮殷墟”系列文旅互动活
动。景区亮化以“天、地、人、文”为主题，以
甲骨文字形构成光影造型，结合殷墟宗庙遗址公
园考古遗迹点位，意象化表达“天人合一”“自然
而然”“和合共荣”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活
动中不仅有盛大的祈福仪式、歌舞表演，同时也
有沉浸式互动体验，让游客穿越到商代，与古人来一场时空对话。

在暖意融融的新春氛围中，2月12日13时30分，一场华美璀璨的
新春时装秀在殷墟博物馆南广场上演。展出的80余套殷墟文化系列时
装，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专家王苹担纲设计。时装秀立足
殷墟深厚的历史文化，提炼出“熔金凝华”“活力绽放”“玉佩琼琚”

“萃图成字”“凤归洹滨”“山海无拦”等6个主题，巧妙地将殷商元素
融入现代时装。有的以殷墟的自然环境和生机勃发的景象为灵感，有
的借鉴了殷墟出土的玉器纹饰，有的将甲骨文元素融入服装设计。

殷墟博物馆常务副馆长赵清荣表示，模特们身穿传统文化与现代
元素互相融合的时装，传承了国风服饰的盛大与华丽，展示了伟大的
商文明。“在殷墟博物馆新馆开馆之际，我们将深度推动服装等文创产
业发展，助力殷墟甲骨文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

各具特色的活动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踏古寻今。据统计，今年
春节期间，安阳累计接待游客403.53万人次，与2023年同期相比增长
195.97%，与 2019年同期相比增长 249.98%；累计旅游收入 22.86亿元，
与2023年同期相比增长97.6%，与2019年同期相比增长79.46%。

打造文化新地标

火热文旅的背后，是安阳文旅融合战略的持续深入推进。近年
来，安阳聚焦“汉文字”这个独一无二的文化优势，积极融入“行走
河南·读懂中国”品牌体系，全力擦亮“殷墟甲骨文”历史文化标识，
走出一条文脉传承创新、文旅深度融合的发展新路。

为高水平打造形象标识体系，安阳启动实施了一批重大文旅项
目：安阳市文体中心建成并投入使用，中国文字博物馆续建工程及汉
字公园项目开馆开园，殷墟考古文旅小镇一期工程建成并投入使用，
曹操高陵去年“五一”前对外开放，殷墟博物馆新馆即将开馆，殷墟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安阳古城保护整治复兴工程取得重大进展。同
时，深入发掘安阳古城、周易、红旗渠、岳飞庙、二帝陵、大运河等
历史文化资源以及太行大峡谷、“中国画谷”等优势文旅资源，打造出
一大批彰显安阳特色的文化新地标。

此外，安阳还推动考古研学、红色研学、航空研学、写生研学
等项目；推出一大批交互性精品文化旅游活动，如“点亮殷墟”“洹河
夜游”“一字千年”等；将汉文字元素融入城市规划建设、市政设施标
识、百姓日常生活以及旅游活动各个环节。

“今年春节，在安阳夜游了殷墟，打卡了仓巷街，观看了殷墟文化
系列时装展演，体验非常棒！”来自天津的游客张美芳说，“下次有机
会我还会再来，带着朋友一起来。”

安阳的文旅“出圈”，让殷墟甲骨文这个中华文化标识更加闪亮。
下图：中国文字博物馆“一字千年·博物馆奇妙夜”现场。

安阳市委宣传部供图

位于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岭下镇的坡阳古街，有“浙中第一
古街”之称。近年来，金东区探索村集体联建共建模式，助力坡
阳古街建设。逛文旅市集，赏民俗表演，看春光好景，这些带着
浓郁风土人情的活动，让游客在古街中感受文化韵味和时代脉
动。今年春节期间，坡阳古街成为金东人气最旺的打卡点，吸引
游客41.08万人次。图为游客从坡阳古街上绘有戏曲脸谱的入口处
经过。 陈方恺摄

灯会到达80多个国家和地区、占据海外92%灯展市场

自贡彩灯闪耀五湖四海
本报记者 李凯旋

新春的四川自贡是座不夜城。遥望去，城
市仿佛披着缤纷彩灯织就的华服，光影流转，
似在翩然起舞。

中华彩灯大世界景区，第30届自贡国际恐
龙灯会现场热闹非凡——2 月 2 日开园亮灯，
截至2月11日入园游客已达37.35万人次。

彩灯是这座城市的名片，也成为当地经济
发展的重要引擎：制灯售灯、策展办会，彩灯
相关企业上千家，年产值约60亿元，国内灯展
市场占有率达85％。30余年来，自贡灯会已在
80多个国家和地区举办。

■图片新闻

“浙中第一古街”展新韵

同一屋檐下母女如何更好地友爱相处？初入
职场如何适应全新环境？人到中年如何面对婚姻
危机……2024 年龙年春节期间热播的电视剧 《烟
火人家》 探讨的这些问题、讲述的普通人故事，
引发亿万观众的共鸣。在荧屏内外万家灯火的浓
浓年味中，烟火人家里的情感故事，传递着中国
式家庭相守相助的温暖力量。

《烟火人家》选取“一家三姐妹”的人物群像
设置，以鲜明的女性视角，细腻入微又颇具深意
地解读了中国家庭追求中国式幸福的人生思考。
在年夜饭、生日宴的典型生活场景中，《烟火人
家》 生动展现了当代中国家庭一幕幕较有代表性
的现实图景。一家三代人其乐融融，也有各自需
要面对的生活焦虑、情感困惑、婚姻危机：以家
为阵地的姥姥乔海云，操心着女儿们与孙女们的
婚姻生活；全力维护家庭和睦的长姐孟明玮，愈
发焦虑女儿的工作与恋爱选择；二姐孟菀青在商
界游刃有余，也得打起精神面对着小肚鸡肠无所
事事的丈夫；生活选择更加果敢洒脱的三妹孟以

安，虽然离婚了可也必须正视女儿球球的教育大
事；还有初入职场与学业打拼的孙女李衣锦、陶
姝娜，都到了需要在感情面前寻找自我定位、在
竞争中面对生存与发展的人生阶段。

她们的故事，折射了当代女性普遍面对的社
会议题与人生议题；她们的悲欢，展现着中国女
性在家庭与社会多重角色中的复杂关系；她们的
抉择，反映着当代女性由封闭到开放、从家庭走
向社会的思想状态。她们是母亲也是女儿，彼此肩
负的“孝亲慈幼”家庭责任始终在线，共同祈愿子女

“此生安好”的人生期盼从未放弃，这也是最终达成
“家和万事兴”的亲情和解的精神支撑。

以爱之名，也可能为爱所困。《烟火人家》中
大姐孟明玮所代表的母亲极具典型性，对待家庭
全心全意，爱护子女含辛茹苦，但却一次次以爱
的名义，对女儿李衣锦的生活、工作、情感施加
影响，横加干涉。日益捆绑的亲情成为母女二人
的情感束缚和道德压力，不断紧张的亲子关系时
不时引发争吵。《烟火人家》没有回避当前普遍存

在的家庭代际之间的沟通障碍问题，也没有夸大
亲情冲突的戏剧性，而是以真切克制的笔触，展
现了亲情相处的现实与理想模式。母亲孟明玮与
女儿之间激烈碰撞的相处状态，令人嗟叹；同为
母亲的孟菀青与女儿做朋友的和睦相处模式，值
得赞赏；主人公们从疏离、对抗到和解的心路历
程，发人深思。

“家是软肋，也是盔甲”，家是讲爱的地方，
需要以爱相待的理解力、能量感与包容度来支
撑。作为软肋的家是爱的港湾，打造盔甲的家是
爱的加油站，二者共存，方能赋予每一个家庭成
员成长所需的温暖、护佑与力量。这或许正是

《烟火人家》 希望表达的主旨，从对抗走向和解、
理解，构成了故事的温暖与亮色。

在“家庭”之于人类普遍的文化价值与功能
意义上，《烟火人家》既在“家和万事兴”的中华
文化肌理上展现了中国人珍视的家庭温暖，也在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的时代观照中刻画
了中国人质朴坚韧的情感力量。来自普通人小事
的“中国式烟火”，既有物质层面日常生活的获
得感，也有精神层面美好生活的幸福感。它是一
家人因血缘、婚姻而不可分割的生活紧密性，更
是同在一个屋檐下彼此包容、相守相望的情感共
同体。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

传递相守相助的温暖力量
杨乘虎

传递相守相助的温暖力量
杨乘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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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2 月，“奇幻世界、幻想之旅”中国
彩灯节在法国蒙托邦市举办。

▶2023年11月，由四川自贡工匠制作的圣诞彩
灯在英国卡迪夫点亮。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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