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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十二生肖中最具奇幻色彩的生物，“龙”
不仅象征着吉祥如意，更给人以无限的憧憬与想
象。或许是因为龙的特殊性，当龙年到来之时，

“奇幻”元素往往成为这一年里人们偏爱与追捧的
对象。

在这个背景下，充满着神话色彩与浪漫元素
的“山海经”IP毫不意外地走上舞台，成为龙年中
颇受追捧的“国潮”时尚。

山海的“不夜城”

一入新春，青岛便营造起浓厚的“山海经”氛
围。在位于城阳的青岛明月山海间，雍容的唐风
搭配着“山海经”主题，让这座不算太大的“不夜
城”成为区域内最聚人气的地方。

当夜幕降临之时，音乐渐起，灯火通明，明月
山海间与一墙之隔的青岛山海经财灯会交相辉
映。音乐、舞蹈、烟火、铁花……这些传统的年俗
聚集于一处，在光怪陆离的“山海经”元素加持下，
显得既古朴又时尚。

“今年是明月山海间迎接的第一个春节，很多
游客就是冲着‘山海经’来的。大家很想在龙年看
见点千奇百怪的东西，所以就很容易联想到我们
这里。春节这几天的晚上，客流量很大，比夏天还
要热闹。”青岛明月山海间的一位摊主说道。

IP渐受年轻人追捧

在西海岸的永旺梦乐城里，“入梦山海?山海
经光影艺术展”用更为精致的方式展现出“山海
经”元素。

“明月山海间更像一个特色小镇，光影充足，
人来人往，非常热闹。而艺术展更适合孩子们体
验，精致典雅，有互动性，能让孩子们比较直观地
感受《山海经》里的故事。”游客袁女士表示。

事实上，以“山海经”IP为核心的展会活动此
前已在李沧万达广场、奥帆中心等场所多次举办，
且受众群体呈现年轻化。“这几年国潮越来越热，
而‘山海经’这个IP又充满可塑性。一开始我们
将‘山海经’更多地定位在少儿群体，因为它里面
的故事和生物非常新奇，能吸引孩子们的目光。
但随着IP的深入发展，‘山海经’越来越有‘轻时
尚’的范儿了，很多年轻人喜欢对里面的形象进行
二创，也有人想重温儿时情怀，另外也是因为中国
风很受追捧，这些都让‘山海经’越来越受欢迎，这
也是青岛相关展会日渐增多的原因。”一位青岛万
达商管的工作人员说道。

“‘山海经’成为国潮，其实是意料之中的事
情，特别是在龙年，奇幻、神秘、神怪这些元素会非
常容易被大家所关注。”青岛市档案馆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山海经》是有着历史底蕴的古籍，里
面不仅有家喻户晓的神话人物，还有非常多超乎
想象的生物，随着我们的文化自信越来越强，国风
与国潮持续兴起，《山海经》里那些充满可塑性、创
造性的形象注定会被大众所重视，这个IP是无可
争议的新国潮，而且影响力会越来越大。”

除了本身强大的可塑性外，“山海经”影响力
的日渐扩大，也得益于消费的推动。记者了解到，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山海经”元素进入大众的消
费视野。

以《大圣归来》《捉妖记》《封神》为代表的影视

作品，融入大量“山海经”元素；从曾经风靡一时的
“养鲲类”网页游戏，到如今现象级手游《原神》，同
样存在“山海经”的世界观；同时，《山海经》的白话
本、儿童版、图册集，让该IP拥有广泛的读者群
体；而一些玩具厂商将“山海经”形象进行模型化、
国漫化、二创化，也让其具备了潜移默化的文化影
响力。

在龙年遇上“山海经”，注定会掀起一轮新国
潮。而新国潮的到来，不过是水到渠成。

在百年的历史沉淀中，青岛与中山路共同谱
写了无数的故事。这条历史悠久的街道见证了青
岛的发展，承载着这座城市的梦与魂。

随着第二届青岛?市南新春逛街里节的举办，
也正式宣告青岛百年商业街——中山路的新生。
在这里，游客可以漫步在中山路上，用脚步去丈量
历史，用眼睛去记录时代变迁，感受这座城市的韵
味，聆听岁月的故事。

穿越百年历史，需要走多少步呢？

一二一，上街里

中国有很多中山路，比如南京的中山路、上海
的中山路、广州的中山路，而青岛的中山路始建于
1897年，以德县路为界，分为南北两段，南段称为

“斐迭里街”，北段称山东大街，俗称“大马路”。
在1922年中国收回青岛后，南北两段合一，统称

为“山东路”。随后为纪念孙中山先生，1929年改称“中
山路”。20世纪70年代曾再度更名，后恢复原名至今。

如今的青岛中山路，其实并不单指中山路一
条路，而是指以中山路为主干道的周边地区，其中
包括天津路、肥城路、黄岛路、四方路、湖北路、湖
南路等纵横交错的多条道路，共同形成了中山路
片区，这也是老青岛人口中所说“上街里”的范围。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中山路片区的商铺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形成了门
类齐全、琳琅满目的商业景象。涵盖服装、鞋帽、
食品、眼镜、药店等众多零售行业，其中不仅有顺
兴楼、春和楼、聚福楼、天真照相馆、鸿新照相馆、
万宝金楼、国货公司、山东大戏院、福生德茶庄等
青岛本地的老字号，还有瑞蚨祥、谦祥益、亨得利、
宏仁堂、盛锡福等国内享誉盛名的老字号。其中
不少老字号营业至今。

在1933年出版的《青岛指南》中详细记载了当
时中山路的商业状况：绸缎铺以海泊路占多数，中
山路及天津路亦有相当家数。鞋子店多在海泊
路，其他各路殊不多见。帽子店亦以海泊路、天津
路、高密路三处居多。

“身穿谦祥益、头戴盛锡福、吃饭春和楼、看戏
去中和、看病宏仁堂。”老青岛人的吃喝玩乐在这
里实现了“一条龙”式满足。

还有句童谣这样唱道：“一二一，上街里，买书
包，买铅笔，到了学校考第一。”

彼时的青岛中山路全国闻名，与上海南京路、
北京王府井等商圈齐名。

“中央之山东街（即中山路旧称），在青岛最为
繁盛，与上海之黄浦江畔、济南之西门大街同占重
要之位置。”叶春樨在其1922年所著《青岛概要》中
这样写道。

老街焕发新生

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山路片区一直是青
岛最繁华的商业中心。而随着青岛行政中心的东
移以及台东、东部及李村商圈的崛起，中山路片区
作为青岛商业中心的地位发生了变化。

2019年，青岛市政府启动新一轮历史城区保
护更新工作。如今的中山路片区在保留了历史风
貌和建筑特色的同时，引入了现代商业元素，提升
了片区的整体品质，使历史城区成为一个集购物、
餐饮、旅游、文化于一体的综合性目的地。

漫步于中山路的街巷，仍会被它所独有的风
貌所感动。这里的建筑、街道、店铺都充满了浓郁
的历史气息，仿佛让人穿越时空，回到了那个充满
故事的时代。

如今的中山路，不仅是青岛一张璀璨的文化
名片，更是这座城市充满魅力的文旅胜地。这条
街区不仅见证了青岛的历史变迁，也是城市现代
化的象征。

青岛中山路焕发新生，它在历史的长河中还
在书写着自己的新故事……

除夕守岁，少不了“春晚”这道盛宴。
今年各地的春晚创作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以优

秀传统文化渲染底色，让中国元素在更深邃的立意
上实现纵深表达，尽显国风国潮的意境之美、文化
之美、科技之美，激发起中国人内心深处引以为傲
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

央视春晚：创“艺”表达中国式浪漫

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形式的创新融合是
今年央视春晚的一大亮点。

“愿你如沐春光，祥云围绕，康健永无恙。”随着
唯美风的中国传统纹样创演秀《年锦》登场，刘涛、
刘诗诗、李沁、关晓彤分别身着汉、唐、宋、明代中华
传统服饰，合唱祝福欢歌，把吉祥话穿在身上，以中
国传统纹样创演秀寄予美好祝福。

《年锦》通过“歌曲+虚拟合成技术”，使跨越千
载的文化元素焕发新生。节目中出现的《年锦图》，
则是由93岁的敦煌艺术和工艺美术设计研究专家
常沙娜首次亲手为春晚设计，优美典雅、别具韵味
的中国传统纹样，寓意吉祥喜庆和对幸福繁荣的美
好向往。

中国传统纹样历史悠久，种类繁多，寓意吉祥，
装点着一代代中国人的生活。节目通过歌曲与视
觉交互技术，“织”出一幅跨越千载的纹样变迁图
卷，将恢弘大气的中华服饰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

《锦鲤》是为央视龙年春晚打造的原创舞蹈。
据央视总台2024年春晚舞蹈组组长、导演刘惠子介
绍，“鱼的灵动很适合用舞蹈表达，四五年前我就想
创作和鱼有关的舞蹈。”

为了带给观众特别的视觉效果，主创团队将水
面“立”于舞台之上。“观众就能像在海底世界一样，
看这些‘鱼’游动。”

节目中，舞者身着红白色衣裙，仿佛自由自在
的锦鲤，此一时鱼翔浅底，彼一时又翱翔天际。

结尾画面，仿佛“齐跃龙门”，在新春佳节这个
特殊的时刻，为屏幕前的观众送上美好的祝愿。

如鱼得水。遥看神州大地，越来越清亮的水，
引得越来越多的“锦鲤”畅游其中，尽享碧波。

2024年，长江“十年禁渔”进入第4年，水生生
物资源得以休养生息，恢复向好。鱼儿数量多了，
渔民安顿好了，长江干流全线连续4年达到Ⅱ类水
质，长江之鱼，乐其沧浪。

咏春拳行云流水，香云纱内敛光华。咏春拳和
香云纱染技艺两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同台献
艺”——舞剧《咏春》选段武出兼收并蓄、刚柔相济，
舞出同根同脉、同声同气。“这是香云纱文化与设计
首次亮相春晚舞台，相信会激起更多人对于中华传
统服饰的赞赏与自信心。”舞剧《咏春》香云纱顾问
邢莉莉说。

咏春拳和八卦掌高燃对决，于惊心动魄中糅合
古典舞和现代舞之美。舞蹈演员的肢体动作干净
利落，将中国武术的美感和力道诠释得淋漓尽致，
为全国人民带来了一股来自岭南文化的热风。

陕西西安分会场节目《山河诗长安》中，高分古
装剧《庆余年》“范闲”扮演者张若昀与《长安三万
里》中的诗仙李白“梦幻联动”，同吟“我辈岂是蓬蒿
人”。“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
听。”表演最后，“李白”与全民齐诵《将进酒》，更将
长安城的浪漫具象化。

陕派说唱抑扬顿挫、创意舞袖灵动多姿、鼓乐
交响悠远绵长，《山河诗长安》不仅让观众沉浸在古
韵盎然的诗词世界，更是将长安城中的浪漫具象
化，激发出无数中华儿女满满的自豪感，实现了一
次古今文化的深度碰撞与交融。节目最后，众多文
艺名家朗诵流传千古的诗篇，使观众仿佛能听见那

些流淌在历史长河中的音符，感受到中华诗歌不朽
的魅力。

山东春晚：抒发浓浓家国情怀

2024山东春晚以“潮起东方中国龙”为主题，着
力展示一年来中国式现代化的山东实践，在打造乡
村振兴齐鲁样板、落实黄河重大国家战略、推进文
化两创等方面，突出新时代新山东的责任担当。山
东春晚实现了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的融合，抒
发了家国大爱和真切情感。

历年来山东春晚都有对家国情怀的追求，2024
年不仅把山东籍“战斗英雄杨子荣”“民族英雄戚继
光”的人生故事搬上晚会，还邀请航天员王亚平、山
东“洋媳妇”等一起过年，整台晚会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创作导向，通过歌舞、戏曲、小品、相声、器乐
表演、情景戏剧、互动故事等多种形式，为大家献上
一场具有山东特色、全国意义、时代精神、国际表达
的春节文化大餐。

山东春晚创意舞台情景戏剧《寻找杨子荣》，由
四个角色在四个舞台展开跨时空对话，烟台籍表演
艺术家温玉娟领衔主演，用真挚细腻的表演，娓娓
道来杨子荣在林海雪原留下的英雄壮举，令人泪
目。作品用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迎来春色换人
间选段升华杨子荣的奉献精神和革命豪情，以点带
面地展现胶东红色文化。山东春晚讲好英雄的故
事，让观众厚植热爱祖国、热爱山东的家国情怀。

河南春晚：展现东方极致美学

“齐歌龍咚锵”年味儿扑面来，2024河南春晚用
一台洋溢龙腾盛世精气神的国潮盛宴给观众拜年，
营造喜庆、祥和、美好的“过大年”氛围。融合深厚
文化底蕴与视听技术，展现中原文明灿烂耀古今、
文化传承万千气象满目新。

《龙舞》是此次河南春晚重点打造的节目之一，
由春晚节目组与杨丽萍团队共同创作，以历史悠久
的“舞龙”祈福民间习俗为创作基础，融合不同地区
非遗高跷、民间舞龙还有少儿街舞等，以全新视角
展示春节社火表演，让观众再次感受中华民间民俗
文化的多样性。

龙凤呈祥贺新春。同样由河南卫视节目组与
杨丽萍团队共同创作的舞蹈《凤鸣朝阳》，则以充满
张力的舞姿，塑造极富东方美学中凤的形象，以凤
之对话承载着吉祥寓意，也象征着对新年无限美好
的祝愿和展望。

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表达，在节
目立意上，也打开格局，探索更加宽广的情感呈现。

戏曲还能如何演？在2024河南春晚中，让观众
看到了戏曲的又一种“打开方式”。

凭借《新龙门客栈》火爆“出圈”的越剧女小生陈
丽君，携手李云霄、于魁智等，共同演绎《戏曲盲盒》，
随着戏曲盲盒的打开，一个个戏曲盲盒手办“活起
来”，带来稀有剧种、名家名段的经典戏曲表演。

舞蹈《神马祥云》，以2022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的河南开封州桥遗址中的北宋巨幅石刻壁画为
创作依托，创意设置多彩场景舞段，在塑造“海马飞
云”艺术形象的基础上，演绎一出舞蹈版“东京梦华
录”，再现千年前大宋都城汴梁的繁华场景。

刀光剑影，快意江湖。“峨眉女侠”凌云的加盟，
带来不少惊喜。课堂“化为”江湖的演绎，酣畅淋
漓，让观众在童趣观感中重温少年“武侠梦”。

《若思念便思念》中，周深首次以古装造型亮
相，并与现代装扮进行时空对话。节目里，他既是
河洛的故乡亲人，又是遥远的客家兄弟。古今的
他在时空逆转间相遇，展现了客从河洛出的同根
血脉。

潮起“山海经”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记者 尹为鉴

一二一，上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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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记者 王振麟

国风魅力席卷春晚舞台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记者 高扬

▲“山海经”IP吸引了众多游客。

▲央视春晚原创舞蹈《锦鲤》。

▲中山路商业街街景。

▲游客驻足中山路商业街的糖画摊前。

▲“入梦山海?山海经光影艺术
展”中的卡通形象。

国国
潮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