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刘小燕

“不管是个人、公司，还是大的企业，都要

敢于承担责任，更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

识。”随着主角许半夏的一番自白，并透露自

己将为当年以不正当手段占有滩涂的行为自

首，这部聚焦民营企业家改革奋进历程的电

视剧《风吹半夏》也迎来最终的结局。

事实上，除《风吹半夏》以外，《麓山之歌》

《大博弈》《沸腾人生》《硬核时代》等多部类似

题材的工业剧也在今年播出。这些剧集不仅

在数量上形成现象级爆发，还在内容上深耕

各自的“硬”技术领域，讲好工业“软”故事，收

获了观众的一致好评。

工业剧迎来创作爆发

刷短视频时，正好是女主角在酒局上和

人谈生意的片段；刷社交平台，分享的是女主

角的复古造型和穿搭；刷音乐软件时，热播曲

目是在电视剧中出现的经典老歌……在多个

平台都遇到《风吹半夏》后，90 后孙嘉终于忍

不住打开了视频软件开始认真追剧。连续看

完 36 集后，孙嘉告诉记者，自己的感受就是

“酣畅淋漓”。

该剧主角团三人白手起家，最初以收废钢

铁为业务，后逐步接触钢铁行业，周旋于大型国

企、外企、私营企业之间，最终闯出了一片天地。

钢铁，仅是 2022 年爆发式播出的工业剧

所关注的“硬核”工业元素之一。在 2022年播

出的工业题材电视剧中，除了有关注废钢收购

的《风吹半夏》，还有聚焦国企重工转型升级阵

痛的《麓山之歌》，展现中国重汽行业改革过程

中企业家精神的《大博弈》，刻画中国汽车人继

承父辈理想的《沸腾人生》等，讲述中国具有完

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

诞生过程的《硬核时代》也即将播出。

截至目前，《风吹半夏》收获近 30万人评

分，成绩稳定在 8.2 分，《麓山之歌》的评分也

达到 7.8分。从钢铁到重工、汽车，再到核电，

这些工业剧向观众呈现出我国工业制造领域

的精彩图谱，不仅在数量上形成现象级爆发，

还收获了良好的口碑。

根植丰厚的创作土壤

中国工业剧的发展实际上早有成果，也

为后来者的创作提供了优秀的参考。1949
年 5 月，由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新中国第

一部故事长片《桥》首映，讲述了东北某铁路

工厂的工人们克服一系列困难完成抢修松花

江铁桥的任务，也是第一次在银幕上正面展

示工人阶级的形象。

此后，《乔厂长上任记》《车间主任》《大工

匠》《钢铁年代》等作品，则从不同阶段、不同

侧面展现了我国工人、工厂和工业的成长与

发展，留下了乔厂长、段启明、肖长功、尚铁龙

等诸多鲜活的荧幕形象。最近几年，《大江大

河》两部曲、《奔腾年代》《山海蓝图》《逐梦蓝

天》等工业剧开始集中呈现，并逐步拓宽细化

题材涉及的工业领域。

另一方面，我国聚焦工业题材的文学作

品，也成为工业剧创作的丰厚土壤。例如，

《风吹半夏》就改编自作家阿耐 2006 年出版

的小说《不得往生》，作家肖克凡的《机器》《最

后一个工人》《生铁开花》等反映工人情怀的

作品，均多次获奖。在网络创作领域，“工业

风”也是近年来的一个重要类目。以“工业”

为关键词在起点中文网搜索就有 379部相关

作品，其中，被称为大神级作家的齐橙也有

《大国重工》《材料帝国》《工业霸主》等多部作

品上榜，最高推荐值高达近 130万。

“我看完原著小说和故事大纲就非常喜

欢，这个故事里有着扑面而来的真实的激情，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一直到 21 世纪开

始，时代的真实感——激情、蓬勃，解放思想、

勇于创新。”《风吹半夏》导演傅东育认为，不

管是不是钢铁行业，都在那段时代的浪潮中，

经历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因此自己也对那段

记忆充满了亲切感和表达的愿望。

业内人士坦言，以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

作为土壤，以及大国工匠、优秀产业工人、一

线劳动者的宣传表彰氛围，确实更能激发工

业剧的创作欲望。同时还需要注意到，工业

剧本身就自带主旋律“滤镜”，但以往的创作

模式偏严肃，难以打开受众范围。如今的处

理方式，则更善于在“硬”技术的基础上讲好

“软”故事，更能收到破圈层的传播效果，从而

给到创作者积极反馈，形成一种追赶式的出

品效果。

让剧集与现实相互回应

讲好故事，也成为剧集创作者们所尽力

展现的部分。据电视剧《风吹半夏》导演毛溦

介绍，为了还原钢铁行业的时代感和变迁，剧

组不仅在沈阳找到了迄今为止仍在生产状态

的钢厂核心场景，还在宁波钢铁拍到了老的

高炉停炉的珍贵画面，并且拍摄期间全程有

钢铁专家进行跟拍指导。

来自浙江宁波的孙嘉，就对该剧场景感

觉非常亲切。由于大量取景地在宁波钢铁，

她在此前就看见过老家对此的宣传报道。等

到真正观看时，一种熟悉的感觉更是扑面而

来。孙嘉说：“一方面是那种沿海城市的气

候，另一方面是整个怀旧复古的色调，包括家

用电器、主角的服装发型和配饰，都和我记忆

中小时候的画面特别像。”

“在饰演工人之前，先让自己成为工人。”

在电视剧《麓山之歌》中，为了还原最真实的

场景，创作团队不仅深入探访中联重科、三一

重工、山河智能、中国铁建等行业领先企业，

与管理者、技术人员和工人交流，还组织演员

换上工装、深入车间，向工人拜师学艺。

在该剧结尾，“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劳

模、“大国工匠”年度人物、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获得者、国际级技能大师等真正的重工人

逐一亮相……一声声“师傅”让剧集与当下的

时代产生互动，也让“工匠”的形象从荧幕回

归现实。

作为年轻人，孙嘉也认为工业剧仍然具

有相当的吸引力，并且尤其符合当下的观剧

需求。和身边人交流后，她发现实际上大家

一直在追这些工业剧，“电视剧没有执着于那

些太复杂专业的工业术语，而是把重点放在

人物和故事发展上面，就很有看头，看着行业

发展成果和那些优秀的工人前辈，感觉还是

非常自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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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提 示
从播出到收官，工业剧《风吹半夏》

在江苏卫视、浙江卫视和爱奇艺等播出

平台均有不俗的收视成绩，也多次引发

社交平台的话题讨论。除该剧以外，《麓

山之歌》《大博弈》《沸腾人生》《硬核时

代》等多部类似题材的工业剧也在 2022

年火爆荧屏。

“硬”技术遇上“软”故事，剧集创作焦点回归“世界工厂”——

爆 发 吧 ，工 业 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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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寸

追溯民谣上一次火了，应该是 2017 年初，赵雷在音

乐综艺《我是歌手》的舞台上演唱《成都》。

在这前一年，老狼在这个节目的决赛舞台演唱了《米

店》，歌曲作者、原唱张玮玮为其伴奏。

这段翻唱的故事，六年后还再提及。2022 年底，音

乐综艺《我们的民谣 2022》开播，张玮玮浅唱低吟“三月

的烟雨 飘摇的南方 / 你坐在你空空的米店/ 你一手拿

着苹果 一手拿着命运……”

《成都》之后，鲜有现象级民谣作品；因一曲《米店》被

民谣圈封神的张玮玮也曾在 2018年彻底隐退。这一次，

民谣综艺在时隔多年后才姗姗来迟。.

民谣综艺迟迟而来是有原因的。在绝大多数讲求快

娱乐、快节奏、快消费的综艺中，民谣的温吞、缓慢、走心

似乎并不具备综艺属性。如果说破圈是音乐综艺成败的

关键，那么民谣并没有足够的话题噱头成为观众茶余饭

后的谈资。

在综艺类型中，音乐是拥有“最大公约数”的，毕竟谁

还不听听歌呢。近几年，即便综艺数量呈下滑趋势，音综

还是层出不穷。2022 年的音乐综艺模式又出现了“音

乐+”的诸多融合元素节目，有主打“音乐+舞台”的《朝阳

打歌中心》《来看我们的演唱会》，主打“音乐+旅行”的

《边走边唱》，“音乐+故事”的《围炉音乐会》，“音乐+元宇

宙”的《元音大冒险》等……

总之，以往流行的音乐竞演被拆散成了不同的门类，

不再是流行音乐主打，更多细分品种，从大众走向分众。

即是所谓的音乐综艺走向“小而美”。民谣综艺自然也属

于“小而美”的范畴，只是如何做到“小”且“美”，大有学

问。比如外界对民谣印象是有误解的，就好像这种音乐

等同于简易化的旋律+小清新的歌词+纯吉他的编曲，向

大众普及“民谣是什么”就是优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综艺是“桥梁”，这是民谣音乐被重新介绍给市场的

一次契机。当然，民谣综艺也需要回归到音乐的层面，在

音乐性与情怀之间有个玄妙的度需要平衡，毕竟这些歌

曲不能沦为某一代人的情绪安慰剂。文艺作品真正的价

值在于反映人的内心、人的情感、人的精神，既不悬浮于

生活，更不是时代的附庸。音乐理当如此，民谣更是如

此。好的民谣作品经历了时代洪流的淘洗，也经过了时

间的酝酿而越发醇厚。

在《我们的民谣 2022》首期节目中，唱完《米店》后，

老狼讲起了另一段故事：2018 年冬天，在南极的最后一

天，老狼和张玮玮划着皮划艇，重返鲸湾，重温初见时的

美丽迷人。兴之所至，俩人划着艇，漂在冰川，唱起了歌：

“爱人，你可感到明天已经来临 / 码头上停着我们

的船 / 我会洗干净头发爬上桅杆/ 撑起我们葡萄枝嫩叶

般的家……”

“苹果”象征着爱情，“葡萄枝嫩叶般的家”来自小说

里的祈祷文，表达的是为生活与爱奔波的意义，是落魄困

顿时对生活的希冀与憧憬，这不就是打动人心之处吗？

但需要综艺的助力，共鸣涟漪才会扩大，歌曲才会被更多

的人听到。

“《米店》唱的是我的故事，你也会有你的故事。”好的

民谣作品，它在何时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出圈之作都有自

己的命运，听到的人们赋予它什么，作者也无法左右。最

美妙的瞬间莫过于唱歌的人和听歌者，在某个时分相遇，

像是老友，忽有故人心上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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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赖志凯 本报通讯员 陆瑶

终于等到了日落时分，太阳在祈年殿的

上方缓缓下行。不经意间，落日藏进了沉沉

暮霭，从这里望去，古都西边远远的天际线夕

阳无限，祈年殿就这样静静地矗立其中。“太

美了！”家住天坛公园附近的裴胜韬同爱人站

在红桥市场顶楼南露台一边欣赏着佳景一边

感叹。

站在顶楼览胜中轴美景，为市民提供绝

佳的观景平台只是观坛艺术空间项目的功能

之一。作为北京市东城区红桥市场新消费品

牌孵化基地的首批孵化品牌，观坛集艺术展

览、会议办公、品牌孵化运营、艺术咖啡书吧、

中轴线书店等综合性服务功能为一体，北京

市东城区因地制宜多元场景打造文化消费新

地标。

“这里的景色算独一份的”

“印象里的红桥市场还是我小时候海鲜

批发市场的模样，没想到楼上竟然还有一个

这么好的观景平台。”裴胜韬表示，虽然从小

在坛根下长大，却是第一次从这个角度看祈

年殿，心情很雀跃，“这里的景色算独一份

的。”

据悉，去年，红桥市场五层经过升级改

造，重新规划出了观景区、舞台休闲区、阅读

区等，其中观景区引入了光伏发电技术，建成

了双碳屋顶花园。

记者在现场看到，祈年红自在书房阅读

区的木质书架上摆满了各类书籍，涵盖古籍、

文史、艺术、社科、传统国学等图书类别，能满

足读者的不同阅读需求。

“2021 年底，红桥市场与观坛艺术空间

共同搭建了祈年红自在书房，我们设计中轴

线主题的书房，实际行动传播中轴线文化，讲

述北京中轴线故事。”红桥市场党支部书记、

董事长徐泽介绍，书房开设以来，曾多次开展

中轴线遗产价值宣传教育活动、图书签售活

动，助力中轴线申遗。“我们还与法南社区达

成结对共建协议，为社区居民提供读书会、摄

影展、书画展等服务。”

多功能空间助力市场转型升级

记者在这里的央企消费帮扶体验区看到

了宁夏枸杞、河南莲子粉皮、贵州七碗茶、新

疆核桃油等来自各地的特产，观坛艺术空间

通过对中国民族品牌进行培育与推广，助力

乡村振兴。

此外，这里还配备了庆城、祈福、众智、观

坛、天圆地方、祈年共六间风格各异的会议

厅，在观坛厅厅内更是可与天坛祈年殿遥相

对望。

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民族品牌研究中

心副主任明敬介绍，“未来，观坛作为文化传

播空间，将举办更多的文化类展览展出；作为

商业艺术平台，将组织现代京剧、昆曲、华服

表演秀，推广国潮文化，促进文商融合；作为

学术交流基地，将围绕品牌信用建设，开展一

系列课题研究，为国家、地区、城市、企业的品

牌建设提供咨询服务。”

”我们希望通过全新的运营模式提升红

桥新消费品牌孵化氛围与创新活力，让这里

成为吸引游客打卡的新消费场景，助力红桥

市场完成转型升级。”明敬告诉记者。

消费品牌IP推动消费提振升级

据了解，红桥市场近年来积极推进落实

企业转型升级、全力服务入驻商家和企业，观

坛艺术空间是与其共同开启新征程的典型商

家代表。

裴胜韬深有感触地告诉记者：“红桥市场

挨着天坛，特有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边独一

无二的文化氛围。我从小生活在附近，一直

特别喜欢天坛，曾用家里的 3D打印机专门打

印出了祈年殿。希望这儿能开发更多的中轴

线相关文创产品，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

了解天坛、了解中轴线文化。”

在红桥市场顶楼观落日后，裴胜韬跟记

者侃侃而谈，“中轴线有着生生不息的力量，

要靠一代代好好传承，我希望以后有越来越

多年轻人能来感受并喜欢传统文化的魅力，

像我一样，深深爱上脚下的这片土地。”

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了解天坛、了解中轴线文化——

北京东城多元场景打造文化消费新地标

忽有故人心上过

近一段时间，《故宫日历》《敦煌日历》
等文创日历热销。文创日历较好地实现了
优秀文化与日历产品的有机结合，逐渐成
为很多年轻人新年礼物的首选。也彰显出
年轻一代面对传统文化的自信。

重庆新华书店沙坪坝书城，市民在选
购文创日历。

视觉中国 供图

市民选购文创日历

秦皇岛面向全球征集文物展品
本报讯（特约记者朱润胜）“目前，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秦

皇岛段)建设正在紧锣密鼓地向前推进，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

馆（暂定名）、秦皇岛博物馆“两馆”将于今年与市民、游客见

面。”近日，河北秦皇岛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长城国家

文化公园（秦皇岛段）建设情况，同时，“两馆”面向全球发出征

集文物展品的倡议。

秦皇岛是长城文化资源大市，境内 223.1 公里明长城，集

滨海长城、海上长城、平原长城、高山长城、河道长城等精华于

一身，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秦皇岛段）也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

（河北段）的重点段。

据秦皇岛市旅游文广局党组副书记，山海关中国长城博

物馆(暂定名)党组书记、馆长张博威介绍，为提高“两馆”馆藏

品数量和质量、完善藏品体系，现面向全球公开征集文物展

品。此次征集范围主要围绕两个方面：一是反映长城重要历

史发展、文化信息的文物展品；与长城有关的重要人物或历史

名人文物展品；反映历代长城沿线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传播

的文物展品。二是反映秦皇岛地区地理环境、地形地貌、山川

水系的文物、标本；反映城市文化特色、文学艺术成果、非物质

文化遗产以及城市发展的文物展品；反映秦皇岛地区重大历

史、红色革命、社会热点等事件的文物展品以及与秦皇岛有关

的历史人物、名人等相关文物展品。

苏州市首届雕塑作品展开展
2022年 12月 29日，“苏州市首届雕塑作品展”在苏

州美术馆开展。此次展览共展出 70多位艺术家精心创
作的75件雕塑作品。内容以“新时代”“人民为中心”“大
美苏州”等为主题，关注现实主义题材，并涵盖了隐喻、借
喻、诗意等浪漫主义题材。展览将持续至1月13日。

张锋 摄/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