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业遗产的构成包括生
产、生活和配套设施，是一个

“综合体”概念，其内涵跟我们
以前熟悉的文物不同

无论是具有年代感的厂
房建筑，还是水塔、冷却塔、高
炉、焦炉、铁路等大型设施，抑
或是带有浓厚行业特色的工
业景观，都具有独特的吸引力

工业遗产在城市更新的
背景下，是非常热门的话题，
工业遗产保护利用与满足社
会文化需求相结合正在成为
新的探索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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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
程远大的当代中国，我将继续努力，
拜人民为师，为人民起舞，舞出青春
正气，舞出时代风采

前 不 久 ，我 有 幸 与 众

多 文 艺 工 作 者 共 同 参 加

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

协十大开幕式，现场聆听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的 重 要 讲

话，内心感到无比激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

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

和 人 民 的 重 要 战 线 。”同

时，对文艺工作者提出了

希望和要求，指明了前进

的方向。对我个人而言，

不仅要在日常训练中练就

扎实基本功，更要到人民

中去感受生活，与人民同

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塑

造 好 有 血 有 肉 的 舞 台 形

象，创作出饱含真情实感

的文艺作品。

在我走进练功房的第

一天，老师就教育我们要

刻苦训练，将优秀的文艺

作 品 献 给 人 民 。 从 12 岁

进入舞蹈学校学习，到毕

业后走上工作岗位至今，

回顾舞蹈之路，我曾担任

大型主题演出的领舞，在

国际舞台上舞动中国风，

与世界顶尖舞者切磋，也

有到各地下基层的难忘经

历。从汶川地震灾区到残

奥会火炬传递站点，从海

南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到成

都女子特警队营地，从西

昌卫星发射基地到长春一

汽生产车间，从江西井冈

山、宁夏盐池等革命老区

到浙江偏远的下姜村，每

到一地，我们除了慰问演

出，还以拉家常的方式为

当地群众上艺术辅导课，

甚至共同表演舞蹈。这个

过程虽然辛苦，但令我感

到无比充实、快乐。

舞蹈表演对演出场地

有一定要求，而基层的演

出环境比较简陋，舞蹈演

员难以借助舞美特效、灯

光烟雾、环绕式立体声等舞台效果进行艺术呈现，只能

单纯通过舞蹈动作、舞蹈形体与现场观众沟通交流。

这更加考验舞蹈演员的基本功，同时也让我们舞蹈演

员从中得到更严格的锻炼以精进技艺。下基层“面对

面”演出，给了我“复得返自然”的体验，舞者和观众的

心紧紧连在一起。一方面，我们被观众的真挚和热情

打动，另一方面，舞蹈演员在精神上“充电”——虚心向

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中汲取营

养，在生活深处、人民中间体悟生活本质。只有这样，

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激荡人心。

作为一名从事中国舞创作和表演的舞蹈演员，我

深知中国舞蹈博大精深。故步自封、陈陈相因谈不上

传承，割断血脉、凭空虚造不能算创新。在当下舞蹈实

践中，确实存在基本功不够扎实的现象，在舞蹈创作方

面，也存在为了创新而创新等问题。创新的基础是守

正，是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练好基本功，在前辈们口传

心授下习得中国传统舞蹈的精髓。没有传，何来创？

没有承，何为新？为此，我们首先要系统学好、学扎实

中国舞蹈技艺，学到传统中国舞蹈的精髓，同时更要学

习前辈艺术家高尚的道德情操。27 年前，我还是北京

舞蹈学院的一名学生，曾为 70 多岁高龄的贾作光老师

担任群舞演员。排练那天早上，贾老师比原定时间提

前近 40 分钟到达排练厅并开始热身训练。当我们这

些小字辈们啃着馒头、掐着钟点赶到排练厅时，贾老师

已练得大汗淋漓。那天的排练，我是带着对前辈艺术

家深深的敬意和深深的自责完成的。从此，我暗下决

心：只要还有一场演出在等着自己，就要持之以恒坚持

训练。我是幸运的，遇到了许多恩师，他们将我从一个

年幼无知的孩童教育成一名光荣的文艺工作者；我还

遇到了许多热情的观众，他们让我的舞蹈有了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只有深入人

民群众、了解人民的辛勤劳动、感知人民的喜怒哀乐，

才能洞悉生活本质，才能把握时代脉动，才能领悟人民

心声，才能使文艺创作具有深沉的力量和隽永的魅

力。”生活在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的当代中

国，我将继续努力，拜人民为师，为人民起舞，练好每一

趟功、编好每一支舞、完成好每一场演出，和同行们一

起舞出青春正气，舞出时代风采！

（作者为国家一级演员、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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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音乐剧《追光者》剧照。

音乐剧《追光者》讲述上世纪 30 年代，共

产党员李耘生为重建并壮大中共地下党组

织与敌人斗智斗勇的故事。全剧以倒叙手

法展开，通过入狱的李耘生与妻儿深情对话

及 演 唱 ，回 望 烈 士 荡 气 回 肠 的 一 生 。 舞 台

上，李耘生两次入狱、多年潜伏的经历以谍

战剧的风格呈现，惊心动魄、险象环生。作

为音乐剧，《追光者》中的歌唱段落、背景音

乐契合故事主题，演员细腻而富有层次的演

唱进一步增强了艺术感染力。全剧一开始

的《序曲》就唱出了对同志、家人和事业深沉

的爱，伴随众人合唱，映照出千千万万舍生

忘死的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期待演出团

队继续精心打磨，打造一部留得下、传得开

的优秀音乐剧作品。

（雪 君）

深情吟唱 荡气回肠

公元 13 世纪左右，在今天北京的这块土

地上，宽宽窄窄的胡同巷子建立起来，许多故

事就此生根发芽。网络纪录片《胡同》聚焦生

活在胡同、心系胡同的北京居民，将胡同里传

统遗存与现代生活和谐共生的逸事娓娓道

来。对每个角落都烂熟于心的邮递员，曲艺、

风筝、楹联的传承者，守护胡同一方平安的消

防站……胡同不大，却包罗万象。干净的画

面、舒缓的旁白、平和的配乐，带观众感受当

代社会生活给胡同带来的变化，体会传统建

筑的文化内涵。不足的是，该片叙事较为松

散，故事完整性有待提高。如今，胡同仍旧熙

熙攘攘，呈现出新旧面貌的杂糅，展现新鲜独

特、充满烟火气的文化韵味，有关胡同的故事

还可以继续捕捉下去、讲述下去。

（林 竹）

胡同故事 生活滋味

随着北京冬奥会的临近，首钢园作为北京

冬奥组委所在地和冬奥会滑雪大跳台比赛场

地，频繁进入人们的视野。首钢园位于北京市

石景山区，曾经是北京最大的工业企业首都钢

铁公司的厂址，这次冬奥会将让人们近距离看

到首钢园作为工业遗产的“华丽转身”。旧有

的筒仓、料仓和工业厂房经过改造再利用，重

新焕发生机，粗犷震撼的工业风格与充满力量

感的冰雪运动完美结合，带来非同一般的观感

和体验。

近年来，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工

业遗产保护利用的生动实践令人关注。废旧

的工厂悄然变成文创园、科技园等新兴产业发

展的集聚区；大型厂房以及工厂里纵横的管

廊，以独特的工业美学氛围受到摄影发烧友的

追捧；工业建筑改造成为国际设计周、时装周

的秀场，成为文化活动、产品发布、影视节目拍

摄经常选择的时尚艺术区和网红“打卡地”；一

些工业遗产还变身城市文化公园、城市开放空

间，满足人们的休闲娱乐需求，焕发新的生机

活力。

重新认识工业遗产价值

工业遗产是新型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遗

产重要组成部分。工业遗产的构成包括生产、

生活和配套设施，是一个“综合体”概念，其内

涵跟我们以前熟悉的文物不同。工业遗产涉

及矿山、机械、冶金、化工、纺织、能源、航空、航

天、电子、通信、交通等行业，不仅门类丰富、形

态多样，而且规模巨大，占地面积几万、十几万

平方米的工业建筑非常普遍。

说起工业遗产的价值，人们首先想到的

是历史文化价值。工业遗产是国家工业化的

里程碑，是工业文明的见证，帮助后人认识工

业 活 动 的 产 生 和 发 展 、研 究 工 业 活 动 进 程 。

其次，工业遗产见证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

展 ，具 有 科 技 价 值 。 工 厂 选 址 规 划 、施 工 建

设、机械设备的调试安装、生产工具的改进、

工艺流程的设计等方面无不体现出人们的聪

明才智，给后世留下相对完整的工业领域科

学技术发展轨迹。再次，工业遗产还具有独

特的审美价值，尺寸巨大的工业厂房让人震

撼，高耸的烟囱、冷却塔分外壮观，工业遗产

以 其 宏 大 壮 观 的 力 量 感 和 饱 经 风 雨 的 沧 桑

感，孕育出时尚的工业美学。独特的工业景

观对于维护城市历史风貌、改变“千城一面”

的城市面孔、保持生机勃勃的地方特色，具有

特殊意义。

除了以上大众较为关注的价值以外，由于

工业遗产规模较大，所处地理位置较为优越，

因此经济利用价值也很高。很多工业遗产和

如今的生活依然紧密相连，那些建设者也许就

是我们的父辈和祖辈，当年建设的场景还历历

在目，他们对这些工业遗产饱含深情，工业遗

产的社会情感价值也较为突出。

随着社会对工业遗产认识的不断深入，

保护工业遗产的呼声越来越高。在国务院公

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近现代工业

遗产达到 140 余处。工信部从 2017 年起分五

批 公 布 国 家 工 业 遗 产 名 单 ，已 有 197 项 工 业

遗产入选。保护工业遗产是对我国工业发展

和科技进步历程的尊重，是对广大科技工作

者和传统产业工人历史贡献的肯定，也是对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等宝贵精神的传承和

弘扬。

实现创造性活化利用

工业遗产见证了工业对经济发展的带动

作用，当初的工业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

力和财力，我们应该尽量延长工业设施的使用

寿命。同时，因为工业遗产规模大、年代近、价

值 大 ，在 保 护 中 利 用 、在 利 用 中 保 护 势 在 必

行。科学保护与创新利用并举，为工业遗产的

活化利用创造了条件。

将工业资源转变为文化资源、旅游资源，

可以讲好中国工业文化的故事。无论是具有

年代感的厂房建筑，还是水塔、冷却塔、高炉、

焦炉、铁路等大型设施，抑或是带有浓厚行业

特色的工业景观，都具有独特的吸引力。人们

或是为了怀旧，或是出于好奇，在这些保护改

造后的工业遗产间流连驻足。漫步工业遗迹、

感受昔日“中国制造”的历史，成为越来越受欢

迎的旅游体验。

三线建设的重要基地四川梓潼两弹城、宁

夏石嘴山大武口洗煤厂等虽然地理位置偏远，

但与区域文化旅游、红色旅游、工业旅游密切

联系，吸引不少游客前往。梓潼两弹城完整保

存着大礼堂、办公楼、图书馆等百余栋上世纪

60 年代建筑物及防空洞等，被认定为国防科技

工业军工文化教育基地、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

区和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2019 年累计接待游

客超 50 万人次。

发挥工业遗产的资源优势，引入商业办

公、文化产业、科技研发等新功能，通过功能

创 新 、空 间 重 组 等 手 段 ，实 现 工 业 遗 产“ 再

生”。在工业建筑的保护利用中，北京 798 艺

术区通过空间重组，释放出工业建筑空间潜

力，工业美学和艺术美学相得益彰。在对工

业构筑物的保护利用上，上海民生码头八万

吨筒仓作为曾经的亚洲最大粮仓，经过改造

利用，成为一座建筑面积约 1.6 万平方米的巨

型室内展场，游客还可乘坐外挂扶梯观赏黄

浦江江景。

服务城市更新 改善景观环境

工业遗产在城市更新的背景下，是非常热

门的话题，工业遗产保护利用与满足社会文化

需求相结合正在成为新的探索方向。

服务城市发展模式的转变。工业遗产的

特殊形象成为许多城市的鲜明标志，作为城市

文化的一部分，标识着城市曾经的辉煌。随着

城市建设从外延扩张发展向内涵提升发展的

转变，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不断深化，工业

遗产在城市更新中发挥新的作用。在传统企

业搬迁出城后，首钢园借助景观环境优势和冬

奥会的契机，变身为集合工业与体育之美的绿

色生态区，为举办大型活动、承担新的城市职

能提供了广阔空间。

助力新型产业发展。大量工业遗产保护

利用是通过打造艺术区、文创园、科创园实现

的，北京莱锦、朗园、惠通时代广场，以及上海

M50、八号桥、田子坊等，从传统制造基地转型

为科创研发、文化创意园区，实现产业升级。

这些园区不仅“好玩”“好看”，还创造可观的经

济效益和文化价值。工业遗产正成为城市经

济创新发展的孵化地、新容器。

改善生态景观环境。工业遗产的创造性

保护和利用，不仅体现出对历史和文化的尊

重，还实现了工业资源全生命周期的可持续发

展，避免了简单粗暴的拆除和大量建筑垃圾，

体现了绿色发展理念。上海黄浦江两岸废弃

的老厂房、老仓库经过保护利用、适宜性改造，

变为网红美术馆、沉浸式展厅和时尚艺术中

心，开阔的户外滨水空间成为亲民的露天剧

场，滨江景观带形成了宜人舒适的“城市森林

氧吧”，改善了生态环境，提高了景观质量，成为

体育、文化、旅游等功能集聚的城市公共空间。

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过程中，工业

遗产的科学保护和创新利用必将以更加丰富

的实践彰显多元价值，展现璀璨魅力，为城乡

综合发展增添新的活力！

（作者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中国

文物学会工业遗产委员会主任委员）

题图为首钢园冬奥会滑雪大跳台，下图为

上海民生码头八万吨筒仓。 影像中国

制图：赵偲汝

用好工业遗产用好工业遗产 点亮城市空间点亮城市空间
刘伯英刘伯英

核心阅读

网络节目《中国潮音》汇聚民乐、古风、民

谣、电音等不同音乐类型，通过 41 组音乐创

作 者 的 合 作 ，探 索 中 国 传 统 音 乐 的 现 代 转

化。在乐器结合、人声融合基础上，节目通过

展示原创作品，深入探索什么是具有中国特

色的潮流音乐。比如原创歌曲《踏山河》将电

子舞曲融入传统戏腔和具有地域特色的盘索

里、四物农乐等，充满时尚感和民族特色；翻

唱歌曲《生如夏花》将民族乐器与人声有机结

合，让民族乐器与歌手一起成为“主角”。节

目还细致呈现了尺八、长笛、古筝、唢呐、葫芦

丝、芦笙等中国传统乐器，让观众在视听享受

中收获音乐知识。节目的实验性较强，有些

歌曲虽在音乐制作专业领域获得认可，但和

大众形成有效共鸣不够，比较遗憾。

（艾 甸）

传统乐器 现代组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