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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江苏文脉大讲堂，将于 12 月 26 日（周四）14:00，在南京市江宁
实验小学（金箔路校区）开讲。为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同步开设网络
直播。诚邀您共赴这场非遗之约，探寻江苏文脉里别具一格的年味。

12月26日，“江苏文脉大讲堂”将走进南京江宁

薛冰讲述江苏文脉里的“年味儿”

还有一个多月就过年啦！
2025 乙巳蛇年春节，意义尤为
非凡——我们将迎来第一个世
界非遗版春节。

北京时间 2024 年 12 月 4
日，我国申报的“春节——中国人
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成功
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在这
年味渐浓时，12月26日，“江苏
文脉大讲堂”将走进南京江
宁。著名作家、文化学者、江苏
文脉大讲堂首批特聘专家薛冰
以《我们都是非遗传承人——江
苏文脉里的“年味儿”》为题，带
领大家重拾孩童时对新年的热
切期盼与纯真向往。

本期江苏文脉大讲堂由江苏
文脉整理研究与传播工程工作委
员会办公室、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主办，现代快报社承办，南京市江
宁区文旅局协办，南京市江宁区
非遗保护中心支持。

春节是中华民族历史最为
悠久、内涵最为丰富、庆贺最为
隆重的传统节日，在漫漫数千
年的时光长河中，承载着赤县
神州亿万子民的深厚情感。从
懵懂孩童时对过年的热切期
盼，到垂垂暮年仍对贺岁之景
念念不忘，岁月更迭，无人不曾
在这盛大的节日里留下独特的
印记。

谈及新年的典故与风俗，每
一位中华儿女都能兴致盎然地
娓娓道来。庆祝春节，已然成
为镌刻在每一个中国人DNA里
的仪式感。

而江苏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又有着怎样别具一格的年俗风

情呢？对此，薛冰先生颇有心
得与研究。

就拿南京来说，人们素有在
后门张贴钟馗画像的传统，威
风凛凛的钟馗像，寄托着驱邪
避灾的祈愿；家中接待宾客时，
必备“欢喜团”——用饴糖黏合
的糯米饭团，满含着对新春的
祝福。这些饶有趣味的习俗，
在《江苏文库・史料编》所收录
的《金陵岁时记》中也有记载。

本次大讲堂的举办地江宁，
更是一片孕育着丰富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沃土。金箔锻造技艺在此
熠熠生辉，闪耀着匠人的智慧与
心血；谷里鱼圆制作工艺代代传
承，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更饱含
着家的温暖与传承的力量……每
逢春节，江宁的大街小巷都洋溢
着独特的年节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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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作家、江苏文脉大讲堂首批特聘专家。著有
长篇小说《城》《盛世华年》，文化随笔集《家住六朝烟水
间》《漂泊在故乡》《书生行止》《拈花意》及专著《烟水气
与帝王州：南京人文史》《南京城市史》《格致南京》《秦淮
河传》等 70 余本，其中关于南京的著作 20 余本。编著有

《春节》一书，是国内最早研究春节民俗的学者之一。

薛
冰

题材的突破与深意
据猫眼专业版数据，目前《误

判》的点映票房已超1.3亿元，数据
还在不断攀升。影片根据真实事
件改编，从关注度较高的话题“误
判冤案”入手，检控官打响拳拳到
肉的正义之战。

而在此之前，《九龙城寨之围

城》凭借其精彩的动作场面与独特
的视觉风格吸引观众走进影院，累
计票房突破6.84亿元；大场面与故
事性双管齐下的灾难题材电影《焚
城》累计票房超2.58亿元；《年少日
记》《白日之下》在口碑传播的带动
下，票房成绩同样亮眼。

在今年上映的一众港片中，不
难发现，影片在题材的选择上更加
多元化与贴近现实。以《白日之
下》为例，影片将一些社会不公现
象，以较为直白的方式展现给观
众，这种突破，使得影片具有了强
烈的现实冲击力。《年少日记》同样
在题材上有所创新。影片聚焦于
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敏感话题，如
校园霸凌、心理疾病等。《九龙城寨
之围城》不仅满足了观众对于动作
片视觉刺激的需求，也从侧面反映
出影片所构建的九龙城寨这一特

殊环境下的生存法则。

港片的未来值得期待
回顾港片的辉煌历史，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可谓是其黄金时期。
彼时，香港电影以其独特的武侠
片、警匪片、喜剧片等类型风靡亚
洲乃至全球。然而，随着好莱坞大
片的冲击以及香港电影市场自身
的变化，港片在世纪之交逐渐走向
衰落，产量与质量均出现下滑，市
场份额也被不断挤压，甚至一度流
传着“港片已死”的论调。

在经历了多年萎靡后，港片通
过拓宽题材边界，不再局限于传统
的娱乐范畴，而是能够承担起更多
反映社会现实、探讨人性复杂的功
能。这不仅提升了港片的艺术内
涵和思想深度，也使得港片在面对
全球多元化电影市场竞争时，拥有

了更为独特的竞争力。
总体来看，近期港片的出色表

现让人们对其未来充满期待。无
论是热血沸腾的动作场面，还是感
人至深的情感故事，或是对社会现
实的深刻洞察，港片都有着独特的
魅力与价值。这些港片佳作在尺
度与艺术之间也找到了较好的平
衡。不少观众认为，或许港片全新
的辉煌篇章，就在不远的将来。

继《破·地狱》高口碑收获观
众喜爱后，港片《误判》以黑马之
势杀出重围，仅在点映阶段便已
收获破亿票房。今年，港片佳作
频出，《九龙城寨之围城》《焚城》
《年少日记》《白日之下》等皆为口
碑之作。有观众发问：港片是否
正在迎来新一轮的复兴？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丁梦莎

现代快报讯（记者 李艺蘅）曾为
无数观众带来欢乐的喜剧大师陈佩
斯，如今当起了电影导演。12月23
日，荒诞喜剧电影《戏台》发布贴片预
告及概念海报，该片由陈佩斯执导并
领衔主演，黄渤、姜武、尹正领衔主
演，杨皓宇特邀主演，余少群、陈大
愚、徐卓儿主演，尹铸胜友情出演。

电影《戏台》改编自高口碑同名
话剧，豆瓣评分高达9.2分，民国年
间，正逢五庆班携名角儿金啸天要
演出《霸王别姬》，不料意外接踵而
至，戏班班主（陈佩斯 饰）、送包子
的伙计（黄渤 饰）、来视察的大帅
（姜武 饰）、大名角儿金啸天（尹正
饰），以及戏院经理、正在候场的花
旦、出逃的六姨太、恶霸刘八爷等各
色人物的命运阴差阳错地勾连在一
起，上演了一出荒诞十足的大戏。

此前，话剧版《戏台》历经舞台
打磨，以其精妙的剧情、鲜活的人
物、深刻的内涵，征服了无数观众的
心。如今搬上大银幕，既保留了话
剧的精髓，又借助电影独特的表现
手法，让更多观众了解到这部故事
的魅力。

片方还公布了一款概念海报。
层叠汹涌的浪花中，西楚霸王项羽与
乱世枭雄大帅分庭抗礼，交锋仿佛一
触即发；海报中央则是一座悬空的戏
台，戏班班主孤身一人站立其上。

发现雷锋精神时代新义
徐玲长篇小说《橘光》出版

现代快报讯（记者 姜斯佳）近
日，作家徐玲的最新长篇小说《橘
光》由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这是徐玲主题类儿童文学创作的又
一精品力作和重大收获。作品着眼
少年儿童思想品德构建，通过书写
志愿服务中的动人故事，引导读者
自觉践行新时代雷锋精神，共同营
造向上、向善、向美的社会风尚。

徐玲被誉为“亲情小说金牌作
家”，曾出版《流动的花朵》《我的狼
妈妈》《我和老爸的战争》《长大后我
想成为你》等少儿图书50多部。作
品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
华优秀出版物奖、冰心儿童文学奖、
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等众多奖项，多
部亲情小说版权输出海外。此外，
徐玲长期致力于阅读推广，关爱儿
童发展，在20多个学校和社区设立

“徐玲公益书屋”，系江苏省十佳全
民阅读推广使者、“书香中国万里
行”优秀阅读推广人。

《橘光》的主人公曹向阳是一个
贪玩任性的少年，却对发明创造特别
感兴趣。无意中发现妈妈参加志愿
服务，关心帮助别人家的小孩，他感
到无法理解，一次次阻止妈妈去参加
结对帮扶活动。然而，在他寻求解决
一连串发明难题时，意外发现自己也
一直得到志愿者的服务和帮助，为此
他陷入矛盾和纠结之中。懵懂少年
不断感受到来自他人的善意，也逐渐
成为一个传递温暖的人。

陈佩斯执导电影《戏台》
全阵容官宣

《橘光》
徐玲 著
辽宁少年
儿童出版社

年末“黑马”《误判》点映破亿
港片佳作频出引关注

这个冬天，玄武好戏连台
《一个人的莎士比亚》

20周年纪念版南京首演

作为第六届长江路小剧场话剧
展演季的亮点剧目之一，12月21日
至22日，全球闻名的经典话剧《一
个人的莎士比亚》的20周年纪念版
在南京首演。这部剧由美国百老汇
著名戏剧导演、演员和编剧约瑟夫·
格雷夫斯自编自导自演。

这是一部一人撑起全场的经
典独角戏，取材于约瑟夫·格雷夫
斯幼年时在寄宿学校的一段经历。

约瑟夫·格雷夫斯表示，南京
是一座充满诗意的美丽城市，有着
丰富多样的文化。“我推荐大家都

来这座城市走一走、逛一逛。”

好戏连连，原创话剧
演绎南京街巷文化

本届展演季亮点纷呈、好戏连
连，以“演艺+旅游”开启冬日文旅
消费新体验。

展演季期间，原创话剧“南京城
市印象三部曲”《丹凤街》《长江路·
代号1800》（又名《中央饭店》）《珠
江路·万万没想到》将进行全系列展
演。“南京城市印象三部曲”创造性
地以南京市玄武区三条知名街道
命名，通过舞台戏剧的形式诠释、
演绎南京独特的街巷文化和历史。

本届展演季还新增了“青年戏

剧竞演”板块，为有实力有梦想的
戏剧人提供展示、交流的舞台。

此外，展演季期间，国民小剧
场还将与南京的艺术院校联合举
办剧本围读、戏剧体验、主创对谈
等多种艺术沙龙活动10场，包括
剧场运营讲座、幕后实践工作以及
共同孵化创排剧目等。

观众的参与互动形式也更加
丰富多元。本届展演季设有剧场
开放日、十年之约征集等多种形式
的互动活动，市民游客可关注国民
小剧场公众号参与。

玄武区自2017年试点小剧场
文化惠民精品演出，已在国民小剧
场上演各类剧目200余部，引领城
市文化生活新风尚。

这个冬天，好戏连台！近
日，第六届长江路小剧场话剧
展演季在南京玄武区国民小
剧场开幕。现代快报记者了
解到，从2024年12月21日至
2025年 1月底，来自北京、上
海、广州、南京等地的多部优
秀剧作将轮番上演，涵盖话
剧、音乐会、儿童剧、即兴戏
剧、脱口秀、相声等多种类别。

通讯员 玄萱 实习生 彭嘉乐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杜雪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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