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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影灼灼映古今，如何流传至千年？

明代绘画《上元灯彩图》，描绘了元宵节期
间南京秦淮河畔的街市景致和繁盛景象。熙
熙攘攘的街市上，悬挂有各种灯彩，琳琅满目，
光影琉璃，“家家走桥，人人看灯”的市井繁华
跃然纸上。近日，秦淮河畔的白鹭洲公园里，
86组大型灯彩点亮城市夜空，再现《上元灯彩
图》盛景。与之相伴，南京老门东600多年历
史的明城墙脚下，一座高16米、长22米的巨
型“龙”灯昂首啸天，一条游龙灯“龙腾盛世”身
长80多米，盘旋在街巷上空拐了24个弯，寓
意2024龙年新春的到来。随着璀璨灯火的点
亮，南京城秒变古金陵，秦淮灯会也迅速“霸
屏”“出圈”，火遍全网。

流传千年，植根于深厚的历史积淀。每年
除夕秦淮灯会启幕以后，南京老城南夫子庙地
区，便成了色彩斑斓的花灯海洋，观者如潮。
秦淮灯彩之所以让人痴迷，与其流传千年的深
厚历史文化底蕴密不可分。据考证，秦淮灯彩
源于东吴，起初主要作皇家放灯表佛之用。兴
于魏晋南北朝，彼时灯彩逐渐从深宫禁苑走向
民间大众，“灯火满市井”的景象初现。隆于唐
宋，张灯时间由原来的一夜延长为农历正月十
四至正月十六共三夜，后又增至六夜，秦淮河一
带开始成为览胜佳地。盛于明代，开国皇帝朱
元璋在南京竭力倡导元宵灯节活动，更将张灯
时间延长至十夜，出现了秦淮河上放水灯、乘坐
画舫览夜景等新娱乐活动。至清代，秦淮灯彩
已经发展到一个很高水平，制作上愈加精巧，品
种样式上也有较大发展。近代以来，由于社会
环境的剧烈动荡，灯彩发展一度沉寂。新中国
成立后，历史翻开新的一页，秦淮灯彩迎来新
生。1977年春节，夫子庙首次恢复灯市；1986
年，南京市恢复举办一年一届的秦淮灯会。

流传千年，得益于技艺的薪火相传。灯会
的魅力在灯彩，灯彩的根脉在艺人。千百年
来，灯彩技艺依然保持着古朴细腻的制作手
法，随着秦淮灯会的恢复，灯彩艺人们也有了
更大的用武之地。国家级传承人顾业亮，8岁
跟随父亲学习灯彩，后又拜灯彩艺人李桂生先
生为师，将名家之长融入灯彩创作中。50余年
倾情灯彩，他初心不改。近年来，他创新设计
的大型灯组，多次参加重要的对外文化交流活
动。在德国莱比锡，他把亲手制作的一盏荷花
灯送给莱比锡市长，市长端详着荷花灯啧啧称
奇，“纸的东西也能做到这么精致，这个漂亮的
花瓣究竟是怎么做的？”“中国的，才是世界的。”
顾业亮表示。目前，秦淮灯彩已有超过百名扎
灯艺人，近万名从业人员，其中各级代表性传
承人30余位，其他专业灯彩艺人70余位。

流传千年，源自于灯彩的独特魅力。在时
间的光影流变中，艺术瑰宝秦淮灯彩逐渐形成
独有的个性特色：造型上，有狮子、水牛、兔子、
老虎等不同动物形象和各种人物、卡通造型，
形成了造型各异、简约大方、色彩瑰丽明快、品
位大俗大雅的特点；制作上，融合了中国传统
编扎、绘画、书法、剪纸、皮影、刺绣、雕塑等手
工技艺于一体，综合了木工、漆工、彩绘、雕饰、
泥塑、编结、裱糊、焊接、机械传动、声光音响等
诸多工艺技巧；材质上，拓展到纸、绸、绢、纱、
塑料瓶、瓷器、亚克力等；主题上，既有鱼跃龙
门、百鸟朝凤、二龙戏珠等传统文化内容，又有

“嫦娥”登月、“蛟龙”入海、追梦逐梦等时代主
题。秦淮灯彩的魅力，就在于这赏花灯、上画
舫，或领略“一园灯火从天降，万片珊瑚驾海
来”的意境，或遥望“楼台见新月，灯火上双桥”

的热闹，徜徉在灯照水、水映灯之中，对话历
史、触碰文化。

秦淮两岸灯火灿，为何如今放异彩？

秦淮灯会因其灯展、灯市、灯景三灯齐放、
庙市合一的特色，在全国众多灯会中独树一
帜。自1986年恢复至今，每一届都精彩纷呈，
观者如潮。2016年以来的历届秦淮灯会，即
使在新冠疫情期间也通过线上形式来展现，吸
引超过1000万来自国内外的“灯迷”观灯赏
景，社会影响不断扩大。

这是一份难舍的情结。秦淮灯会之所以
长盛不衰，背后是长期的文化习惯、难舍的年
味情结。在南京，过年赏灯，已经成为南京人
不可或缺的一种生活仪式和文化自觉。过年
不到夫子庙，等于没过年；到夫子庙不买灯，不
算过好年。每到农历除夕秦淮灯会启幕以后，
缤纷的灯火营造出欢乐祥和、喜庆热闹的氛
围，构成了南京传统习俗中特有的人文景致，
构建了南京人自己的历史人文空间，也滋养了

众多“老灯迷”的精神家园。
这是一股向上的力量。年年逛灯会，岁岁

有不同。秦淮灯会扎根时代、紧跟时代、反映时
代，具有攀高向上、拔节生长的不竭动力，每年
都会让人产生“熟悉的陌生感”。空间不断拓
展。第1届至第20届在夫子庙核心景区布展，
第21届至24届在十里秦淮河、夫子庙“水陆”布
展，第25届首次登上明城墙、实现“水陆空”立体
布展，第27届灯会首次走进老门东，第30届灯
会第一次延伸到中华门外、秦淮河南岸的大报
恩寺遗址公园和晨光1865产业园，“夫子庙—
老城南”保护建设到哪里，灯会就办到哪里。

工艺推陈出新。将传统灯彩与现代科技
相融合，以声、光、影等现代科技手段演绎传统
灯彩艺术，各种LED、二维码、电脑互动等高科
技灯组层出不穷，灯会娱乐性逐年增强。潮流
与时俱进。推出陆上、水上、城墙上“水陆空”
立体赏灯，投影、5G、快闪、3D等现代时尚元素
纷纷亮相秦淮灯会；灯彩小精灵、灯会主题曲、
云上灯会等秦淮灯会系列IP层出不穷；注重科
技赋能，借助微信、手机APP等网络客户端进
行秦淮灯会的营销推广，让传统紧跟时代发
展。2019年，创新360°全景云逛的二次元灯
会新形式，中国科举博物馆通过灯光投影、古
建筑、水晶灯等现代形式，推出别开生面的现
场音乐光影秀；2023年的灯会亮灯仪式，水幕、
无人机、机器人等科技元素唱起主角，无人机
载荷花灯在激光与一池碧水的完美融合中徐
徐绽放，为市民游客带来全新的观灯体验。

桨声灯影仍依旧，发展奥妙有几何？

在历史的光影流变中，虽然秦淮灯彩已走
过千年、秦淮灯会已历经数届，但依然生机盎
然、充满朝气。秘诀何在？

老城保护“遮起一片天地”。有人就有城，
有城就有灯。50万年人类史、6000多年文明
史、3100多年建城史，南京这座城市成为承载
中华文明的一个醒目坐标。秦淮作为南京城
市起源地、近代工业起源地、秦淮灯会所在地，

被称为老城之根、“特而精，最南京”的地方。
秦淮灯会的生发，始终与南京的老城保护同气
连枝，相伴相生。1984年，《南京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规划》编制出台，吹响了秦淮老城保护
的集结号，夫子庙复建成为当年南京市一号工
程；1986年，秦淮风光带被国家旅游局列为
“七五”期间重点开发项目，大成殿、明德堂、东
西市等夫子庙历史上的格局得到基本恢复，并
恢复举办第一届“秦淮灯会”。30多年过去，
从“旧城改造”到“老城保护”，“全域更新”到
“有温度的城市更新”，秦淮灯会紧紧伴随老城
保护更新的最新成果，不断拓展空间、提升颜
值，从夫子庙广场—秦淮河畔—白鹭洲公园—
明城墙—老门东街区—中华门外大报恩寺遗
址公园，走进了7.3平方公里的老城南，点亮
了越来越多的老城街巷。

古为今用“激活文化自信”。秦淮灯会充分
发挥自身价值引领度高、关联带动性强、转化创
新力大的独特优势，在保留传统灯会“原汁原
味”的基础上，着力打造新场景、催生新业态、丰
富新供给、激活新消费，让秦淮灯会这棵“参天
大树”不断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生机勃勃，枝繁
叶茂。今年第38届中国·秦淮灯会白鹭洲公园
展区，将传统灯会、艺术装置、新消费场景有机
结合，以灯彩非遗艺术的形式再现老城南元宵
灯会场景，鳌山灯、九色鹿灯等一批画中的精美
灯彩复刻展示，68组大小形态各异的主题灯彩
争奇斗艳；推出超大型户外裸眼3D光影秀，将
沉浸式互动游园与创意市集相融合；首次对外
展示《上元灯彩图》真迹，让市民游客感受传统
上元灯彩的文脉与情怀。

以文兴业“共促人文经济”。南京市坚持保
护与开发并重，以产业思维做事业，依托秦淮区

作为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国家级示范区、文化
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国家级示范区的基础
和优势，推动灯彩事业和灯会产业共生共荣。
高标准编制《秦淮灯会中长期保护规划》，明确
秦淮灯会的发展目标、保护原则、工作重点等，
在全市层面统筹规划秦淮灯会、灯彩的传承发
展等工作。围绕灯彩协会、灯彩艺人、灯彩公司
分别制定管理措施，针对灯彩协会，由文化部门
牵头成立秦淮工艺灯彩协会，明确负责开展灯
彩艺术交流、灯彩展示和评比等活动；针对灯彩
艺人，实施中长期传承人培养计划，提升扎灯艺
人技能水平；针对灯彩公司，扶持秦淮灯彩公司
等一批龙头灯彩企业，专业化运作秦淮灯彩的
研发、设计、制作、营销以及秦淮灯会的市场化
运作、对外合作与宣传推广等。同时，深度挖掘
整理秦淮灯彩文史资料，编辑出版《灯彩秦淮》
《秦淮灯彩甲天下》等系列图书，设立秦淮灯彩
艺术馆进行集中展示宣传，推动秦淮灯彩进学
校、进课堂，让灯彩传承世代延续。

组织保障“守牢安全底线”。秦淮灯会时
长近两个月，参与人数超千万。每年灯会，南
京市都坚持“政府主导、各方参与、举全市之力
办灯会”的原则，调动全市资源对灯会给予全
面支持。作为承办单位和属地的秦淮区，在市
灯会组委会直接领导下，成立由区委、区政府
主要领导任组长的灯会工作领导小组，灯会期
间成立现场指挥部，围绕灯会的创意策划、活
动组织、安全保障、宣传推广等，细化目标任
务、推动责任落实。每年元宵节当天，夫子庙
核心景区都会迎来约50万的超大人流，最高时
接近70万。为此，每年灯会直接和间接提供服
务保障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超过4万人。灯会
期间，相关部门还暖心推出小额消费纠纷先行
赔付、免费茶水、联票优惠等便民惠民举措，积
极倡导诚信经营、错峰出行、网上预约等文明
行为，严厉打击虚假宣传、欺客宰客等违法现
象，游客满意度连续多年保持在95%以上。

历久弥新更坚韧，道出多少感悟？

红红火火的秦淮灯会，传承的是赓续千年
的文化情怀，开启的是一元复始的接力奋斗，
点燃的是潜力无限的消费激情，映射的是中国
经济的光明前景。

在思想上真重视，让文化遗产“立”起来。
南京始终把秦淮灯会灯彩视作“传家宝”“心头
肉”，制定规划、扶持艺人、持续投入、推动交
流，开展长期系统保护。秦淮灯会的发展实践
告诉我们：保护传承文化遗产是对历史的敬
畏、对现实的关照、对未来的担当，这种敬畏是
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是思想深处的刻骨铭
心，是真金白银的舍得投入。只有克服各种短
视近视、急功近利思想，以“水滴石穿”的执着
和韧性，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才能让文化的基
因代代相传。

在保护中善利用，让文化遗产“活”起来。
秦淮灯会灯彩较早实施生产性保护，成立专业
灯彩公司，打造“秦淮灯坊”聚合平台，将传承
人的作品推向市场，形成集展示展销、互动体
验、培训传承、活化利用等功能为一体的“创
意+非遗”产业生态链，促使花灯艺人收入增
长、地位提高，极大增强了传承积极性。

在传播中巧策划，让文化遗产“火”起来。
秦淮灯会自带流量，从一开始就是媒体关注报
道的热点，是当之无愧的网红城市“顶流IP”。
秦淮灯会的发展实践告诉我们：酒香也怕巷子
深，好东西还要会吆喝。社交媒体时代要出片、
出梗，必须具备有料的皮囊和有趣的灵魂。机
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只有改善软硬件，练好

“基本功”，当“泼天的富贵”到来时，才能接得住、
接得好，让流量变“留量”、网红变“长红”。

在交流中促合作，让文化遗产“扬”起来。
从一城一域到辐射周边、名扬海外，近年来，南
京市和秦淮区积极开拓国内国际市场，组织秦
淮灯彩参加旅交会、文博会、“中国南京周”等
国内外高端展会，走出国门或到港、澳、台等地
办展，发展域外灯会项目，做好品牌输出，将东
方神韵传扬到世界各地。 马俊哲 屠康敏

南京，何以“点亮中国灯”？
——解码秦淮灯会

她从历史深处走来，几经兴衰，千年不辍；她在美好时代盛放，人民节日，文化盛宴；她向光明未来奔去，点亮
中国，拥抱世界。在时光的万千淘漉、历史的披沙拣金中，秦淮灯彩走过了1700多年的发展历程，技艺精湛，薪火
相传，2007年入选首批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承载灯彩艺术的特定文化空间，秦淮灯会与秦淮灯彩相
伴而生，灯潮人海，生生不息，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穿过千年秦淮烟雨，进入新时代的秦
淮灯会，俨然成为一张代表南京、展现江苏、闪耀中国的亮丽名片。

2024年新春，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将“点亮中国灯”——龙年灯会灯彩迎新春全国主会场选在南京，第38届“秦
淮灯会”迎来全国15个省市35项省级以上灯会灯彩项目共150余件作品齐聚南京的“满堂红”。全国灯彩荟金陵，
人们不禁要问，秦淮灯彩，到底有着怎样的“时光传奇”；秦淮灯会，藏着怎样的“流量密码”，何以“点亮中国灯”？

第38届中国·秦淮灯会灯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