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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淮灯彩：探出非遗跨界融合新路

陈渝

群众杂志社

火树银花不夜天，灯彩璀璨贺新春。秦淮灯会是南京最重要的民俗活动之一，也是我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秦淮灯会”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顾叶亮，自从入选省乡土人才“三带名人”培养对象后，更加注

重非遗技艺的有序传承、创新发展、经济带动和品牌塑造，推进秦淮灯会品牌国际化输出，为推动非遗与旅游、创意、科技等

产业跨界融合发展作出积极探索。

让非遗技艺走向“新生代”

秦淮灯彩技艺只有保护，没有发展，是走不远的。作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顾叶亮始终坚持一手托着传统，一手着眼未

来，在原汁原味传承非遗技艺的基础上，加快推进灯彩技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潜心钻研留住“原生态”。顾叶亮出生于南京灯彩世家，耳濡目染之下，对传统民间艺术产生浓厚兴趣，8岁开始跟随父亲

学习彩灯技艺，后拜著名灯彩老艺人李桂生为师并刻苦学习传统灯彩技艺，迄今传承灯彩技艺已 50 余年。在传承技艺过程中，

他首先坚持保留住非遗的原生态和“本真”，他认为失去了原生态，就失去了非遗保护传承的意义和价值。在每一盏花灯的制

作过程中，他都注重工序的传承，例如秦淮灯彩中最传统、最经典的荷花灯，看似简单却极其复杂，经过扎、糊、裱、拓、染、

书、剪、画等手法，制作完成需要经过 62 道工序，涉及到美学和多种工艺技巧。他将荷花灯全部工序精心保留下来，亲自教学、

亲自示范，使荷花灯成为秦淮灯会和对外传播最畅销的产品、最特色的名片。同时，他利用传统技艺，精心扎制的“仙鹤”“双

龙戏珠”等灯彩先后获得重要奖项，目前已成为秦淮灯彩对外展示的经典代表作品。

灵活传承融入“多元素”。传承不能原封不动地固态保存，而是要注入新鲜血液，才能活态传承。顾叶亮在保护传承灯彩

技艺时，一方面，与时俱进地融入现代科技手段，改进完善传统扎灯工艺，经过不断的摸索实践，他将手绘、剪纸、镂空、光

雕、立体造型、卡通等多种技艺，以及声、光、电、动为一体的现代艺术形式融入灯彩制作技艺，逐渐把秦淮灯彩事业做大、

做强、做精、做美；另一方面，注重文化艺术学习，不断积淀文化底蕴、提升艺术审美，并逐步尝试开展对大型灯彩展览的形

象策划和主题设计。他设计制作的《云龙灯彩》《秦淮娃娃闹春乐》《龙凤灯彩》《双狮戏球》等众多灯彩作品，先后获得中

国工艺美术最高奖“山花奖”银奖、江苏省首届“大阿福奖”银奖、南京市政府第五届南京市文学艺术奖铜奖、中国（苏州）

“苏艺杯”国际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金奖等重要奖项。

吐故纳新打造“新生代”。“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传统技艺只有走向世界舞台，才能创新发展，成为代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名片。顾叶亮作为“秦淮灯会”和“秦淮灯彩”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曾先后多次赴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

意大利、荷兰、澳大利亚、比利时等 50 多个国家参与文化交流活动，与海外文化名人交流合作，与埃因霍温、蒙特利尔等城市

的著名灯光设计师共同开发制作现代大型灯组。其中，联合梵高后裔、国际知名设计师雨果先生将梵高名画融入秦淮灯彩，创

作出“向日葵”灯组，在荷兰埃因霍温 GLOW 灯光节开幕式上亮相，埃因霍温市长在致辞中隆重介绍了秦淮灯彩，吸引了大批外

国友人成为中国非遗文化的粉丝，秦淮灯彩成为一张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美丽名片。

让非遗项目转向“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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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只有融入现代生活、走向市场，才能焕发新的生命力。从家庭作坊式生产、家族沿袭传承等方式生存到突破发展“瓶

颈”、联动各方资源，顾叶亮致力于推动秦淮灯彩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多元保障支持。他和其他传承人一起，共同为秦淮灯彩发展建言献策。秦淮区经过调查研究，先后出台《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秦淮灯会中长期保护规划》《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实施意见》《秦淮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

承绩效考核评估管理办法（试行）》等政策性文件，每年专门拿出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创新创业，为秦淮灯会和灯彩项目的可

持续发展提供了政策和制度保障。同时，秦淮区还持续打造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文化旅游景区，为秦淮灯会产业化发展提供良好

环境。

联动专业平台。灯彩可持续发展需要大平台支撑。在顾叶亮的建议下，区政府发挥夫子庙文旅集团平台、资本和人才资源

优势，牵头成立专业化运营机构——秦淮灯彩公司，他作为公司董事，带领传承人积极与国内灯彩行业领军企业、金融机构开

展战略合作，推动灯会、秦淮灯彩产业化发展，将传承人作品推向市场，打造“秦淮灯坊”聚合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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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力秦淮灯会。秦淮灯会有“天下第一灯会”和“秦淮灯彩甲天下”之美誉，持续时间最长，参与人数最多，规模最大。

多年来，顾叶亮联合多名灯彩传承人，围绕秦淮特色文化，设计制作了生肖灯组、诗词灯组等独具特色的灯组，让市民在赏灯

的同时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2010 年以来，顾叶亮多次参与苏台灯会及西安、韩城、大丰等“双城灯会”活动，吸引国内

外客商洽谈项目，不断加强灯会的品牌输出和项目合作。2023 年，顾叶亮团队参与了秦淮灯会的灯彩制作，是第一个受邀参与

制作的秦淮灯彩非遗传承人，其设计制作的形状各异、造型逼真的兔子灯，吸引了大批游客游览，秦淮灯会 3 次登上新闻联播，

并亮相央视元宵晚会。

让非遗传承变成“香饽饽”

非遗作为传统行业，收益并不如新兴行业，尤其是灯彩。顾叶亮始终坚持对年轻传承人的培养，带领传承人共同发家致富，

把灯彩技艺变成了人人羡慕的“香饽饽”。

推动有序传承。只有让年轻人了解、接受和喜欢，非遗才能经受时间考验，具有持久生命力。顾叶亮开设秦淮灯彩传承人

工作室学院培训班进行授课。他走进秦淮区多所幼儿园、中小学传播非遗文化，带领瑞金路小学学生将灯彩搬上央视舞台，在

武定新村小学打造南京市首家少儿灯彩艺术稚趣馆。在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南师大等多所高校成立秦淮灯彩研究基地，在

南京博物院成立秦淮灯彩传习所，培养了以柏雷、徐秀健、吴金友为代表的 10 余位学员，将非遗融入更多人的生活。在他的努

力推动下，秦淮灯会及秦淮灯会核心支撑项目的秦淮灯彩现有 33名传承人，其中国家级 1人、省级 5 人，国家、省、市、区四

级梯次传承，老、中、青、小四代有序传承。

带领共同致富。他积极争取多方资源，在自身组建成立叶亮灯彩工作室的同时，还积极帮助其他传承人成立南京市夫子庙

彩灯艺术中心、南京东艺彩灯厂、江南龙灯厂、南京金海艺术展览有限公司等多家秦淮灯彩企业，吸纳更多的传承人创业就业。

推动秦淮灯会专门开设秦淮灯市，为秦淮灯彩艺人搭建展示销售空间，灯彩艺人从养家糊口走向发家致富，收入也大幅提高，

最高的年收入达百万元以上。2023 年的第 37 届中国·秦淮灯会是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后恢复举办的首个线下灯会，秦淮灯市迎

来强劲复苏，60 余名灯彩艺人在灯市设铺售卖花灯，截至 2月 10 日，灯市花灯线上线下总销量突破 12万盏，销售总额突破 350

万元。

从南京老门东走向全球各国，从传统竹扎纸糊到声、光、电、动为一体的现代艺术形式，以顾叶亮为代表的传承人们用创

新走出了一条非遗传承保护之路，让中国非遗在世界的舞台上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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