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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北京东城区美术馆后街，夏日的阳
光洒在青砖灰瓦上。在车水马龙、行人如织
的街角，77文创园安静地坐落于此，与周边
民宅融为一体，时而有三五成群的年轻人进
出，轻快与自在弥漫于空气之中。

位于美术馆后街 77 号的 77 文创园，前
身是成立于上世纪50年代的北京胶印厂。在
北京“控增量、促减量、优存量”的城市更
新思路下，这里也悄然发生了改变。

走进77文创园，红砖墙面的小楼带着浓
厚的时代气息，大烟囱、烫金模切机等工业
遗迹被保留下来，链接着过去与现在。据
说，好些胶印厂的老人时常还来园区逛逛，
寻找年轻的记忆。2012年开始改造，2014年 5
月正式亮相，77 文创园自创立之初就是以影
视、戏剧为核心内容的主题文创园区。这与其
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周边人文环境密不可分。

沿着园区里迂回旋转的钢梯来到楼顶，
眼前豁然开朗——与园区一街之隔有中国美
术馆、三联书店，向西是北大红楼旧址，向
南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向北则是中央戏剧
学院。“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周边戏剧、影

视资源非常丰富，于是考虑将园区定位与东
城区推进‘戏剧之城’建设发展的方向相契
合。”77 文创园运营方、东方道朴公司总经
理李明说。

77文创园园区本身是围合型，运营者甚
至在规划之初就融入了“剧场”概念。园区
里的主要文化地标——77剧场，前身是一个
机修车间。运营者在原有建筑结构基础上进
行加固并加以改建，使之成为符合当下运营
条件的现代剧场。剧场重达 3吨的大门可以
整体抬升，能够让四面封闭的剧场变身为三
面环绕的开放式空间。这样一来，77剧场就
变成了舞台，整个庭院就成了观众席。为了
强化“剧场”概念，运营者还在剧场两侧的
红砖小楼外墙上新增了铁锈阳台，看起来就
像是剧场里的小包厢。

在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和城市更新相关
政策的支持下，77 剧场于 2018 年拿到演出
资质。据悉，该剧场可容纳 200 多名观众，
两岸小剧场艺术节、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部
分演出单元等文化活动曾在这里举办。而这
只是77文创园戏剧生态中的一环。这里还包

括贾樟柯工作室、无用生活空间、单立人文
化等多家知名企业，它们聚合出园区鲜明的
主题生态，并推动园区内上下游企业合作。

77文创园是北京老旧厂房腾退利用、文
化赋能城市更新的一个缩影。东城区近年来
积极利用老旧厂房等疏解腾退空间建设文化
产业园区，扩大“胡同里的创意工厂”发展
模式。目前，该区共有文化产业园区 42处，
总面积超过 73 万平方米，入驻企业超过
5000 家。除 77 文创园，还推出了首创非遗
咏园、大磨坊文创园、新隆福文创园、雪
莲·亮点文创园、南阳·共享际等项目，成为
全国老旧厂房转型发展文化产业最聚集和最
具典型示范意义的区域之一。

从功能城市到文化城市，是国内外城市
发展的一个突出规律。“正是由于文化的牵
引，城市才能更好地传承过去的物质遗存、
空间和记忆，并使之活化为满足现代生产生
活需求的新产业和新场景。”中国人民大学创
意产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宋洋洋认为，文化
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北京历史底蕴深
厚，文化资源丰富，有着发展文化产业的天
然优势。宋洋洋表示：“北京在老旧厂房、
老旧街区改造中，探索出一种文化赋能城市
更新的特色模式，即尊重原貌、厚植文化、
跨界融合、场景多元的模式。”

当前，文化产业园区已进入转型升级、
谋求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既需要强化存量
更新，拓展文化产业承载空间；又需要园区
打开“围墙”，与商区、社区、街区融合共
生，实现文化生产、商业消费、城市生活的
有机统一。“要用文化把传统意义上的资
产、街区，从需求和供给两端全面激活。”
宋洋洋说。

在北京市政府相关政策引导下，一个个
特色鲜明的文化产业园正成为城市更新的承
载地、文化科技融合的创新地、优质文化企
业的聚集地、市民文化消费的打卡地……

城市是栖身之所，也是心灵安放之处。
文化产业园不仅让北京老城焕发生机，也赋
予城市居民更多美好生活的空间和可能。期
待文化赋能城市更新的探索，让城市、环境、
产业协同发展，让文化的芬芳滋养更多人。

文化赋能城市更新——

胡同深处有剧场
本报记者 赖 睿

本报电 （记者黄敬惟） 近日，北
京市档案馆与首都图书馆、首都体育
学院联合推出的“奥林匹克教育数字
孪生馆”上线，通过多种前沿技术，
再现“双奥之城”精彩瞬间。该网上
展馆设有“冬奥之约 中国之诺”“双
奥之城 北京你好”“奥运足迹 点燃
梦想”“科技助力 共迎未来”等展
区，结合 3D 模型、AR 技术，打造科
技、奥运、知识全方位融合的展示平
台，为观众带来线上奥运知识的盛宴。

扫描二维码进入虚拟展厅，观众
可在虚拟讲解员带领下，通过热点延
展操作、智慧阅读、AR互动等前沿技

术，回顾奥林匹克运动的起源与发展
史，了解历届夏奥会和冬奥会的海
报、火炬、吉祥物、运动员代表性装
备以及赛场精彩瞬间，近距离感受奥
运文化。此外，在网上展馆配套的AR
互动体验板块中，观众能够与奥运吉
祥物、冬奥火炬、冬奥场馆等进行合
影并生成照片，足不出户即可“打
卡”现场。北京市档案馆相关负责人
介绍：我们希望观众能在“奥林匹克
教育数字孪生馆”网上展馆，再次重
温一个个令人心潮澎湃的激动场面，
感受中国奥运事业的蓬勃发展，品味
奥运文化的魅力。

如果说部队是一座大熔炉，那么军校则
是军官的摇篮。在湘江边某炮兵院校，一批
新学员在火热的军校里，一起学习、一起训
练、一起分享秘密、一起经受考验，谱写出
一曲当代军校生的青春之歌……这是曾剑长
篇小说《山河望》的主题。作为一名军旅作
家，曾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背景，还原出
一段当代军人朝气蓬勃又刻骨铭心的军校生
活。6月25日，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北方
图书城主办的该书作品分享会举行，与会者
围绕作品的思想内涵与艺术特色展开讨论。

《山河望》 的时空设定在军校，宿舍、
中队卫生区、训练场等构成一个个具体的叙
事空间。在这里迎来的新一批学员中，有

“许三多”一样沉默而坚韧的李大林、有情
有义的周善仁，也有聪明却爱说风凉话的王
正君、自卑胆小却不失真诚的赵多等。他们
意气风发地步入军校，“有了军校的青春，
心里就永远有了家国和山河”。

在创作中，作者试图以日常化叙事还原

军旅生活中的苦与乐，小说着墨颇多的是日
复一日的平凡生活——内务、文化课、军体
考核、球赛等琐碎的日常，但学员们又无一
例外地怀揣着“英雄梦”。他们在细微的军
旅生活中践行着当代军人的职责和使命，在
练就本领的同时也磨炼着精神意志。

作家、评论家高海涛认为，《山河望》
是一部军校生活的记录，一段军人青春的心
灵史，一部成长小说的力作。“这部作品不
仅是突出责任和使命的军旅小说，又作为一
种成长叙事，蕴含了多样的人生感悟和艺术
启迪。在年轻的主人公身上既有确定的目标、
军人的理想和信念，也有青春的懵懂、爱情
的迷茫以及对诸多不确定和可能性的思考。”

作家刘恩波认为：“中国文学传统讲
‘修辞立其诚’，如果一个作家没有表达内心
情感的强烈愿望，便无法写出好作品。书中
许多感悟和生命体验，都是曾剑在军校锤炼
自我的亲身经历所得到的精华。他和他的人
物既水乳交融，又形成一种间离效果。”

本报电 （记者郑
娜） 近日，由北京外
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
化研究院主办的“中
国戏曲在海外”研讨
会在线上举行。来自
北京大学、中国人民
大 学 、 中 央 戏 剧 学
院 、 中 国 艺 术 研 究
院、上海戏 剧 学 院 、
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
大学、国家图书馆、
梅兰芳纪念馆等海内
外 35 所 大 学 及 相 关
机构的专家学者参加
研讨。

与 会 学 者 围 绕
“中国戏曲在海外的传
播和译介”“中国戏曲
在 海 外 的 影 响 和 接
受”“海外中国戏曲研
究的历史与现状”“中
外 戏 剧 之 间 的 互 动 ”

“中外戏剧比较研究”
等 话 题 展 开 深 入 讨
论。有学者从梅兰芳
海外文献整理以及梅
兰芳访苏、访欧经历
等方面，聚焦梅兰芳
在戏曲海外传播中的
作 用 、 经 验 及 启 示 ；
有学者从俄罗斯、日
本、意大利、英国等
国汉学家对中国戏曲
的译介入手，解析跨
文化戏曲研究的历史
与现状；有学者通过
分析粤剧、潮剧、皮

影戏等剧种在海外的传播与流布，肯定戏曲在
中外交流中的作用，归纳分析戏曲海外演出的
类型和趋势；有学者从英文话剧《王宝川》、英
文五幕剧 《貂蝉》、英文音乐剧 《西厢记》、先
锋版 《牡丹亭》、戏曲 《借靴》、戏曲版 《俄狄
浦斯王》 等案例出发，研究中外戏剧之间的交
流、互动、融合，探讨中国戏曲海外传播的更
多可能性。

“中国戏曲在海外”研讨会是北京外国语大
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继举办 2017年“中国戏
曲在亚洲的传播”、2018年“中国戏曲在欧洲的
传播”、2019年“中国戏曲在北美的传播”研讨
会之后的又一次重要会议，旨在以全球视野探
讨中国戏曲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探索传统戏
曲研究新方法新视角。

俊美的小姑娘坐在一捆柴禾上托
腮沉思，一缕头发从围巾中逸出，垂
在额上；苍老的妇人，手脸的皱纹如
树皮，白发苍苍，银丝如缕；长白山
上，飞瀑流泉，参天大树，风吹叶摆……
这是民间艺术家李宝凤的剪纸作品，
第一次看到的人往往会发出这样的感
慨：“以为是油画，原来是剪纸，叹为
观止！”

李宝凤是吉林省宝凤艺术博物馆
馆长、吉林省工艺美术大师，潜心研
究创作剪纸几十年，作品多次在全
国、国际比赛中获奖。她的艺术创
新，改变了很多人对剪纸的印象。

一说到剪纸，人们脑海里往往会
出现红色的、喜气洋洋的窗花，而李
宝凤剪出的剪纸像画一样。她的油画
风格剪纸，纤毫毕现，细致精美；国
画风格剪纸，山水之间飘逸有致，得
其形，更得其意。

“这种艺术效果，源于我在技法上
采用了多层套色剪纸法。”李宝凤说，

“多层套色中的每一层，都是一幅完整
的单层剪纸作品，必须‘千剪不断’。
单层剪纸做出来后，再一层层地贴在
一起，有多少种颜色就有多少层，为
了保证效果，大部分画都有几十层。”

大约十六七年前，李宝凤试着用
不同颜色剪纸穿插创作，一遍一遍地
试。从剪出三四层，一直到 20 多层，
最后能达到七八十层。终于，自然风
光、器物人物，都变得栩栩如生。

层层叠叠的套色技术，让剪纸焕
发生机。纤毫毕现到少女头上的银
饰，都仿佛在阳光下闪耀光泽，光影
交错间技艺尽显。有一次，一位知名
油画家的作品，被李宝凤用剪纸呈现
出来。画家本人看了又看，惊讶地
说：剪得比画得都好，剪纸让油画焕
发出新生命。

高台起于垒土，成功的作品背后
要有深厚的积淀。“剪纸从一层到几十
层首先要有素描基础，要学习构图。
还要研发剪纸的纸张。”李宝凤说。这
些年，她不断学习，吸收借鉴各种美
术形式，有一年去敦煌看壁画，如痴
如醉，非常受启发。

“ 我 小 时 候 就 喜 欢 剪 纸 ， 有 天
赋。”李宝凤笑着说。1966年，她出生
于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一个普通农民
家庭。小宝凤看着老太太、小媳妇，
手里拿把剪刀剪啊剪，一幅漂亮的画
就出来了。六七岁时，她终于忍不住
也拿起剪子，有样学样，剪了起来。

“大人们都不禁惊叹，这小丫头，怎么
剪得这么好呀！”时至今日李宝凤说起
这事，眼里还忍不住都是笑。

最让李宝凤遗憾的是，因为家庭
原因早早辍学。但她坚持自学，到处
找书看、借书看。没事的时候，她就
趴在炕上画啊画；找不到纸，她就捡
起树叶子，不断地剪啊剪。

后来，自学不辍的李宝凤终于走
出乡间，考入职高。1986 年毕业后，
因为出类拔萃的绘画特长，她当上了
民办教师。

1996 年，李宝凤开始创作剪纸红
楼梦。人物众多，如何拿捏？“我一遍
遍看原文，找资料，甚至连环画都
看，主要是为了揣摩人物性格，思索
如何表现人物细节。每个人都一遍遍
地剪，直到满意为止。”作品完成后，
得到中国红学泰斗周汝昌的连声赞
叹。老先生赠李宝凤一首诗：“红笺一
丈现红楼，满眼群芳百态收。也似娲
皇铺彩石，神工巧剪世无俦。”

李宝凤不仅在国内受到认可，近

年来，她还到韩国、印度尼西亚、新
加坡、俄罗斯举办剪纸艺术展和现场
表演，推动中国剪纸走向世界。“在俄
罗斯，观众特别喜欢用剪纸的形式作
画。”李宝凤说，“无论在哪，我都是用
作品说话，努力用剪纸讲好中国故事。”

如 今 ， 李 宝 凤 最 大 的 心 愿 是 传
承。这些年，她开设师徒工作间，培
养各地学生近万人。她的学生也在带
学生。“前几天，有学生发来在小学课
堂上传授剪纸技艺的照片，我特别高
兴。更多的小孩子开始学，让这门古
老技艺后继有人。”李宝凤说。

她还花费很大心血开办了吉林省
宝凤艺术博物馆。这座集收藏、整
理、展览、保护、传承、抢救、研究
为一体的民间工艺和剪纸艺术博物
馆，位于长春市双阳区，2014 年建成
后常年免费开放。

“我一直在想，手艺不能流失，要
培养更多年轻人，特别是孩子。”李宝
凤说，“通过孩子们的小手，把周围的
美再现出来，多么美好！”

（本文配图为李宝凤剪纸作品，由
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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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展馆再现“双奥之城”精彩瞬间

《山河望》——

谱写当代军校生青春之歌
本报记者 张鹏禹

77剧场 受访者供图

近日，一批由小朋友原创的艺术作品在重庆市大渡口区美术馆展出，吸引众多家长
和孩子前来参观。 李洪波摄 （人民图片）

近日，一批由小朋友原创的艺术作品在重庆市大渡口区美术馆展出，吸引众多家长
和孩子前来参观。 李洪波摄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