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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遥城内，以市楼为
中心，南北、东西两条大街挑起

了全城大小190多条街巷。近4000
处民居、店铺、庙宇等各类建筑广布其
间，元、明、清三代建筑风貌犹存，是中国现
存最完整的四大古城之一。”配合着旁白，
山西平遥穿过2800年悠远的岁月，徐徐
展开，高高的城墙，巍峨的敌楼，日升昌票
号的故事和平遥国际摄影展的人群!!

《中国影像方志》新一季昨晚21：48在
央视科教频道开播，40分钟里，一座
活着的古城从过去走向未来。

! ! ! !本报讯（记者俞亮鑫）昨天下
午，上海影视文化产业传出重大利
好消息！一个集影视拍摄、制作、发
行于一体的集聚区———“海视界—
静安明珠影视城”将在上海中心城
区崛起。这也是落实上海“文创 !"

条”的首个项目落地。这座影视城由
静安区人民政府与上海文化广播影
视集团（#$%）携手打造，根据签署
的双方战略合作协议，影视城将对
标好莱坞，构建上海城区技术最先
进、服务最优良、最具前瞻性的影视
产业综合体。
据透露，项目建成后 &年，计划

引进 #$%旗下及相关影视游产业

类企业、战略合作企业近百家，出品
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影视作品。影视
城项目预计 '"()年中期开工，*+**
年建成试运营。

影视城位于静安区彭浦镇，属
于中环发展集聚带，邻城市中心，地
理位置得天独厚。影视城计划建设总
面积约 &"万平方米。影视城将新建

以摄影棚、后期制作公司、制景车间
为主的核心产业区，同时将配套规划
办公物业、商业酒店、人才公寓、生活
服务设施等，形成“设施齐全的拍摄
,-./012后期制作中心2商业街区2产
业园区2特色人居”的全产业链基地，
构筑起“影视传媒、数字内容、创意设
计等三大主导产业、文化金融、休闲

文化旅游等两大衍生产业以及多元
经营模式”的产业格局。
据悉，静安明珠影视城将提升

代表国际影视前沿水平的生产要素
供给，提升影视产业链的发展能级，
打造成政企合作、产业融合、生态互
补的标志性文化品牌。这将是具备
世界一流专业水准的影视内容生产

制作集聚区。静安区各方面都将主
动做好服务保障，提供便捷、高效、
周到的服务，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推
动要素集聚、推出精品力作。

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祥地，海
视界———静安明珠影视城的建设，
将打造全国影视产业新高地，让上
海影视产业焕发新活力。

落实!文创 !"条"首个影视基地项目签约

上海将打造中心城区一流影视城

#中国影像方志$将拍遍中国 #$%"多个县和县级市

新时代 盛世修志
新形式 光影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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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集"可以说是鸿篇

巨制"有网友开玩笑说要到

!#"$才能全部更新完# 但其

实每一集" 都是一个个鲜活

的中国故事# 比如本周三将

要播出的平泉篇"契丹人$青

牛白马%的传奇穿越千年"却

不好表现# 所幸当地皮影戏

也有着很久远的历史"当地

还有老艺人能够演出青牛

白马的传说这个戏#编导亢

子峰回忆说" 拍摄皮影戏选在了一个

村子的文化广场" 听说晚上有皮影戏

要演"附近的百姓也纷纷手拿板凳"三

五成群地往这边赶来# $一尺多高的皮

影在艺人手中晃动" 台下的观众也是

能跟着哼唱几句"这可能就是传承吧"

千年的神话就是这样流传在今天# %而

央视科教频道总监阚兆江说" 作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国家

级重点选题"把握好$古%和$今%的关

系"是&中国影像方志'创作的关键点#

于是"我们看到&中国影像方志'

努力在历史中寻找当代故事的文化

根源"以确定$来处%"也在当代故事

里努力发掘其历史文化的创新" 以寻

找$去处%#从历史走到当代"从当代走

向未来" 在贯通古今的中国故事里"

&中国影像方志'触摸到了民族精神之

魂"也夯实了文化自信之根# 孙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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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未来的一周，建德、平泉、
高邮、黎平、安吉、阆中、宁城将陆
续播出。在未来的很长的日子里，
我国行政区划中的 *&++ 多个县
和县级市，将逐一被以光影的方
式记录，以电视的方式呈现。盛世
修志，大型文化影像工程《中国影
像方志》，将最终让世界看到一个
从历史深处走来、走进新时代、走
向伟大复兴的完整的中国。

沿袭 盛世修志
在中国，有句话叫“国有国

史，地有方志，家有家谱”，国史、
方志、家谱，这些典籍资料共同记
录了中华民族的奋斗史。而地方
志，承上启下，记录了各地的历史
变革、文化传承、地理风物、风俗
民情等，形成了独特的方志文化。

在中国，盛世修志是方志文
化的传统。历史上，每隔几十年，
各地都会续修地方志，以记录这
些年来当地的发展和变化。《中国
影像方志》正是站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这个重要时
点上，选择全国 *&++多个县作为
拍摄对象的一次纪录片史上的创
举。自 *+(3年端午节首播以来，
已经播出的 !&集，有闻名天下的
赤壁、安吉，也有不太为人所熟悉
的林宝、富顺，但每 4+分钟，都把
镜头聚焦于中华大地上的一个县
城，通过展示各具特色、丰富多彩

的地方文化，揭示中华文脉的传
承发展，弘扬昂扬的时代精神。

创新 影像表达
王立群教授说，改革开放的

三十多年，重修县志成为许多地
方文化工作的一个亮点。但是，所
有历史的、当下的县志，都有一个
共同点：用文字记载，即便配有少
量照片，但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修
成的县志往往沉睡在各地的史志
办，很少走进百姓的视野，“特别
是在新媒体时代，以文字记载为
主的方志，未能成为百姓关注的
书籍，实在是令人惋惜的一件
事。”而这一次，《中国影像方志》
完全打破了自古以来用文字记载

县志的写法，在灵动的光影之间，
中华大地上的古老县志以全新
的、饱满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昨天的《平遥篇》里，当 (*米

高、六千米长的古城墙反复出现，
*5 次修葺的漫漫历史被生动演
绎；当日升昌票号以博物馆的形
式闪亮登场，小小一纸汇票，承载
起平遥人以信赢天下的智慧和以
德聚人的情操……可以说声、光、
色、效的加入，使中华大地的历史
文明更加饱满，风土人情更显韵
味。创新的表达，不仅赢得了专业
人士的点赞，而且赢得了广大观
众和网友的追捧。据统计，截至
*+(6年 *月，节目在全网视频播
放次数超过 *7!!亿，独立访问人

数超过 (7!*亿。

鲜活 紧跟时代
“一座活着的古城，在吐故纳

新中，不断蓄积着前行的力量，一
座成长的古城，在历久弥新中，再
次焕发出勃勃的生机。“《平遥篇》
的后记里，旁白这样说。这并不是
一句空话，从叙事结构，纪录片从
日升昌和票号的衰落讲到了今天
中国领先世界的移动支付。本集
导演张超告诉记者，在具体拍摄
中，根据平遥国际摄影展的时间
安排，他们将原本定于一次的拍
摄分拆开来进行两次拍摄，“在保
证平遥古城历史风味得以展现的
同时，实拍时我们增加了一批鲜
活的现实人物和现实素材，以古
鉴今，以今见古。”

在《中国影像方志》里，这样
的例子比比皆是。《安吉篇》中“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重
要思想的提出，《赤壁篇》里中国
东西、南北交通大动脉的宏大展
现，《灵宝篇》里青年一代压延铜
箔的科技创新，《宁明篇》的生态
农业和绿色科技发展之路，无一
不在生动记录着当下中华民族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所做的奋斗与创新，
为这个伟大的新时代打上了鲜活
的印记。

首席记者 孙佳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