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就要过去了， 我们很怀念它。 有一些人， 有一些事， 有一些瞬间， 永远定格在了 2019 年。
这是一个充满奇迹的年份， 中国到处孕育着变化， 每座城市的街角巷尾里都孕育着许多新鲜事物的雏形， 而这些事物， 将完全影

响一个时代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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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就要过去了，我们很怀念它

跨年晚会谁最抢手？ 肖
战和王一博大概是许多平台
的共同选择。 不仅粉丝们喊
着 “期待夏天再来 ”，各大卫
视与视频平台也都铆足了劲
儿想要赚一把流量。

12月的热播剧里， 哪家
痛并快乐着？ 《庆余年》的出品
方与播出平台大概别有一番
滋味在心头。因为剧集内容反
套路， 该剧一上线就接连圈
粉；又因播出平台“趁火打劫”

在提前点播时叠加收费，用户
被集体触怒后认为其扰乱了
网络视听产业的行业规范，平
台方偷鸡不成蚀把米，被全网
批评后公开道歉收场。

仔细端详年复一年的网剧
生长曲线，从爆款剧集到爆款的
流量明星，其实是周而复始的变
奏。 “爆爆现”“爆爆伦”“爆爆龙”

等总在夏天时涌现，并在又一年
的“顶流”到来时被取代了位置。

但也有例外。凭借《长安十
二时辰》和《少年的你》，易烊千
玺在夏秋之际撕掉了 “流量明
星”的单一标签。 “是个演员”让
他潸然泪下， 更在给所有走在
相似路上的人做了示范———流
量明星们若想季节不限定 ，只
有让流量无限靠近品质； 出品
方们若想爆款不爆炸， 只有潜
心创作， 而不是利用粉丝经济
剑走偏锋。

【《陈情令》之夏何时再来】

2019年的最后一个周
末，郑钧炮轰“排行榜盛产垃
圾音乐” 的言论又被某综艺
节目炒了一次冷饭。 节目里
嘉宾吐槽回击———如今谁还
靠着排行榜推荐听歌啊！

音乐排行榜的衰颓，与昔
日唱将的炮轰，折射着整个主
流音乐产业对于大众传播的
困惑与茫然。看不懂的，是草
根创作的《野狼Disco》，被一
众主流歌手明星翻唱 “蹭热
度”。想不通的，是在线音乐平

台热歌榜上， 一首14年前的老
歌《那女孩对我说》霸榜一整年。

“华语之光”周杰伦，《说好
不哭》“敷衍”的争议还没断，年
末忙不迭甩出的一首 《我是如
此相信 》， 成了助推妻子主演
电影的宣发工具 。因与唱片公
司合约纠纷遭遇雪藏的邓紫
棋， 透过bilibili网站发出
了久违的新歌 。那些被互联网
野蛮生长期 “毁掉 ”的好音乐 ，

最终会在互联网重建的健康语
境中，再度与我们久别重逢。

【流行音乐的尴尬与希望】

“ 蓬 皮 杜 ” 来 了 ，

“teamLab”来了，“草间弥生”

来了，“鲍勃·迪伦” 来了……

2019年 ，申城自带 “网红体
质”的艺术展特别多。打卡刷
展、拍照发圈，成为市民游客
乐此不疲的“正经事”。

这一年，上海浓烈的艺术
氛围令全世界都感受到了。上
海正在改变世界艺术格局！这
样的判断，来自英国《卫报》网
站的刊文。首个“上海国际艺
术品交易月”启动了，未来一
年一会。 今年11月这一个月
内，3场大型艺术博览会 、14

场拍卖活动、52场展销活动、

35场展览活动、8场外延活动
密集“上线”，规模化效应形成

了强大的艺术磁场。

“美术馆之城”正被越来越
频繁地用以形容上海。全城美术
馆至今多达近90家， 国内首屈一
指， 其中仅今年新增的就有十余
家： 五个硕大的航空油罐连缀成
油罐艺术中心；“方盒子”堆叠交错
出程十发美术馆；拥揽绝佳江景的
西岸美术馆，让人仿佛置身巴黎塞
纳河边……全年填充这些美术馆
的，则是多达约300个展览，带来
越来越新奇、炫酷的观展体验。

但愿， 这样的刷展狂欢是
一个好的开端———激活大众对
于艺术的深层兴致， 也提醒展
方带来针对艺术认知、 审美方
面的更多引导， 最终让艺术与
美渗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

【网红艺术展，你打卡了吗】

“要是有来世， 我还是选择中
国，选择核武器事业，选择你！”邓稼先
的“与妻说”是爱的告白，也是隐姓
埋名者做惊天动地事的反复确证。

寥寥数语通过央视原创综艺《故事
里的中国》被披露，今天的年轻人
当不忘， 正是有了太多 “凡者不
凡”，中国如斯可爱。

节目从新中国70年的影视长
廊里寻宝，再演绎、重讲述、深挖掘，

让2019年的荧屏里激荡着中国精神
的回声 ：路遥在 《平凡的世界 》中投射的

“孙少平”的逐梦而行，其实与《凤凰琴》的乡村教师、《青春万岁》里的热烈
成长异曲同工，都记录着中国富起来所经历的时光之履。年末时，节目相关
话题累计阅读量已超40亿。

都说新中国的历史是一连串高光时刻，那么电视中讲述的太多“凡者
不凡”，便是我们的故事能经沉沦而奋起、历困难而辉煌的关键帧。

博君一肖？ 易烊千玺？ 两名新晋网红
李佳琦和李子柒， 也是绕不开的名字。 若
单看粉丝数据 ， 也许有人会对他们俩的
“顶流” 地位提出质疑： 李佳琦超过3500

万的抖音粉丝和李子柒超过2100万的微
博粉丝， 似乎都不能和当红的明星相提并
论。 令人刮目相看的是他们的影响力： 除
了微博之外， 李子柒在海外社交平台上也
是红人， 粉丝数远远超过BBC、 NBC等西

方主流媒体， 并且被认为是中国文化输出的
成功案例； 李佳琦从直播卖口红起家， 年末
一次公益促销40万斤内蒙古扎赉特大米5秒
售空， 12万袋康保燕麦面7秒售空。 正是因
为这样的影响力， 如今两人正在以各自方式
出圈， 李子柒还出任了 “中国农村青年致富
带头人推广大使”。 李佳琦和李子柒们的走
红，完成了网红的升级“破圈”，堪称2019年
大众文化领域令人瞩目的现象。

前不久，当圆明园流失 150 多
年的马首铜像受捐归来， 与其他六
尊已经回家的兽首铜像团圆在中国
国家博物馆举办的 “回归之路———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流失文物回归
成果展”，无数网友泪目刷屏：欢迎
回家！ 在这个展览上聚首的， 总计
600 余件回归文物，仅仅是新中国
成立 70 年来 300 余批次、15 万余
件回归文物的缩影。

振奋 ， 来自流失文物以不同
的方式竞相踏上归家路 。2 月 28

日 ， 美国政府向中国返还 361 件
（套 ）流失文物———这是十年来美
方规模最大的一次中国流失文物
返还 ；4 月 24 日 ，796 件 （套 ）流

失意大利的中国文物集结归来 ，于
国博首展———这是中意两大文明古
国为国际合作开展流失文物追索返
还贡献的一大典型范例 ；9 月 10

日 ， 流失日本的曾伯克父青铜组器
被成功追索回国———这是我国近年
成功制止国际市场非法交易 、 跨国
追回价值最高的一批文物……

振奋， 也来自中华文明被世界的
进一步认可。7 月 6 日，实证中华五千
年文明史的中国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
入《世界遗产名录》。

这一年世界文博圈 “中国声音”

愈发强起来———华夏五千年璀璨文
明留下的丰厚文化遗产，正在为今天
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架起新的桥梁。

【振奋！国宝们欢迎回家】

【2019年的顶流究竟是谁】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
分割。 ”诞生在 1985 年的歌曲，

在 2019 年拥有了前所未有的传
唱度。 年末时分，“14 亿护旗手”

与 “我和我的祖国 ”齐齐登上年
度流行词的热榜———爱国是我
们最大的情感公约数，在各种大
屏与小屏间有了既硬核又柔软的
佐证。

8 月， 一道集结令在微博一
呼百应，“五星红旗有 14 亿护旗
手”的话题冠绝热搜。个人或机构
争先恐后地报到成为“14 亿分之
一”，数不尽的微博 ID 从此有了
“中国粉丝” 的号码牌。 秋风起，

“请给我一面国旗 @ 微信官方 ”

又在朋友圈里整齐列队。 许多人
可能不明就里， 但仍在效仿中加
入了给头像插国旗的队伍。 就连
一群习惯了在“吃鸡”“农药”天地
里冲锋的小伙伴， 也投入 《家国
梦》公益手游怀抱，不断解锁的国
家重大发展成就与壮丽山川界
面，成为玩家进阶的不竭动力。

浓烈的情绪在 10 月 1 日前

后抵达沸点。大银幕上，主旋律电影
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高光时刻， 国庆
七天票房冲破了 50 亿元， 三部献
礼片在观众的久久回味里最终获取
71.1 亿元总票房。 银幕上重新拆
解荡气回肠的历史， 一批生动鲜活
的中国人、 拥有永恒魅力的中国精
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成为市场
的最强引擎。

直到今天， 或许直到更远的未
来，观众依然会对 2019 年的“史上
最强国庆档 ” 留下的台词念念不
忘———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
我们的底线！ ”《我和我的祖国》之
“回归”篇里，中国外交官与英方谈
判，16 轮寸步不让。 他说， 游子回
家，“中国已等了 154 年，我们不能
再多等一秒”。

“报告大本营，报告北京，报告
祖国……中国登顶了！ ”《攀登者》

中 ，1975 年九位勇士代表中国从
北坡第二次登上世界之巅， 英雄的
呼号里凝结着一代代中国人民筚路
蓝缕奋斗不息的山一程水一程。

一 年 前 的 12 月 27 日 ，

bilibili网站Up主“黑泥王子”

上传了他的第一条VLOG。视频记
录着“出圈”前舞剧《永不消逝的
电波》后台的趣事。 彼时，距离该
剧的试演不到一周。这个“黑泥王
子” 正是该剧男主角李侠的饰演
者———上海歌舞团 “荣典·首席”

王佳俊。 一年间 《永不消逝的电
波》演出破百场，王佳俊记录着这
股红色风暴席卷全国的全过程。

其中， 有着年轻观众为剧中人物
制作的漫画、素描、钥匙扣、手工玩
偶； 也记录着自己不到24小时完
成演出、排练、又因伤病进医院检
查的辛劳。 而这，或许正是台上的
年轻人，与台下的年轻人一起，共
同成就红色文化在新时代传承绽
放的最好例证。

上海舞台的2019，《永不消

逝的电波》不是独行者。 杂技剧《战
上海》五月吹响纪念上海解放70周
年的前哨。 半年后， 该剧又与沪剧
《一号机密》“新妆”再亮相。连同《永
不消逝的电波》，三部“上海出品”的
红色原创，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
年的最高潮之际 ，谱写出 “红色三
部曲”的华彩篇章。

究其成功的密码是什么？ 是背
靠上海独特的红色文化、海派文化、

江南文化， 以当代艺术手段完成的
交融荟萃。 《永不消逝的电波》的女
子群舞《渔光曲》；《战上海》“智取密
件”展现的“大世界”摩登文艺场；抑
或是《一号机密》中小演员念出的沪
语童谣， 都于细微处打磨出上海文
化大IP的优质品相。 这一抹从党的
诞生地飘起的“初心红”，展现崇高
革命信仰的同时， 更彰显着上海作
为中国演艺前沿的城市品格。

【五星红旗有14亿护旗手】

“今天你看过 《石库门的笑
声》了么？ ”毛猛达和沈荣海这对
加起来130岁的滑稽戏演员 ，有
如此强的票房号召力， 就连幕后
推手许霈霖都想不通。 这些天，

2020年的预售场次已经开票。 老
许三两天去上海大戏院的票房转
一圈，“今天卖出30张， 明天卖出
50张。 虽然不是秒杀，但近九成是
观众自行购买！ ”正是过去一年观
众用脚投出的一张张演出票，成
就了 《石库门的笑声》2019年61

场演出1700多万元的票房成绩。

这只是所在演艺集聚区演艺
大世界“夜色魅力”的证明之一。

在演艺大世界，为艺术的狂
欢可以延续至凌晨两点半。 八小
时话剧 《静静的顿河》 散场，上

汽·上海文化广场门口200辆出租
车如约而至 ， 让戏剧的余韵不被
“末班车焦虑”而打断。

在演艺大世界， 为艺术的良性
竞争可以让名角互相成就。 金秋，

当今京剧舞台的 “大青衣双星” 史
依弘与张火丁 ， 打起了 “擂台 ”。

名角在百年 “戏码头” 的切磋， 为
弘扬传统文化， 戏曲走向大众， 再
添一把 “火”。

在演艺大世界， 长三角 “一小
时高铁圈” 的同好得以周末相聚。

更进一步， 乘着文旅融合的东风，

演艺大世界的演出票， 还送进了上
海各大旅游热门地的服务中心，穿
插进了旅行社最新的旅游线路。

关于对亚洲演艺之都的所有憧
憬，都在这里轮廓初显。

“巴老始终是一盏明亮的灯，

守护着爱、正直、真实、奉献等等美
好的价值。 ”今年11月25日，巴金
诞辰115周年之日，中国作家协会
主席铁凝专程抵沪出席纪念活动
时这样感叹。 正如巴老离开14年
后， 今天的人们依然能够感受到
他的光与热。 2019年离去的那些
文化大家，也终将因持久感召、抚
慰人心的精神与信念， 成为我们
无法忘却的故人。

第四代导演代表人物吴贻弓
走了， 留下对中国电影的美好理
想 。 他所执导的 《巴山夜雨 》

《城南旧事》 等影片， 用富于温
度、 情怀的镜头语言， 拓展着中
华传统诗学意境， 带给无数观众
深切的感动。

“葫芦爷爷”胡进庆、“黑猫爷
爷”戴铁郎走了，留下中国动画的
第一个高峰。 他们都参与了上海
美术电影制片厂一大批颇具民族
风格动画片的摄制， 其中分别以

《葫芦兄弟 》和 《黑猫警长 》影响了
一代人的童年。

“大学语文之父”徐中玉走了，

留下提升年轻人人文素养的期望。

多少人学过他所主编的 《大学语
文》， 这套初版于1981年的教材至
今已修订至第11版， 发行3000万
册，供国内2000多所高校使用。

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走了，留
下遍布全球的地标性建筑。 华盛顿
的国家美术馆东馆、巴黎的卢浮宫
玻璃金字塔、 香港的中银大厦、苏
州的苏州博物馆……他用跨越东
方与西方、连通传统与现代的独特
设计征服了世界。

这一年，我们挥手送走的，还有
黄一鹤、巫漪丽、刘厚生、峻青、流沙
河、方增先……人生路终有尽，为人
类文明和进步所作的贡献却是无
尽绵延的。 仰望星空，我们会蓦然
发觉 ， 这些文化名家其实不曾远
离，他们的创想辉光还将继续照亮
我们远行的前路。

【仰望星空，故人无法忘却】

【红色文化在新时代传承绽放】

【亚洲演艺之都轮廓初显】

【我们的故事
“凡者不凡”】

▲全球当红艺术团体“teamLab”将整座无界美术馆搬至黄浦滨江。

荨网红

李子柒成为

年度争议最

大的红人。

荩舞剧 《永不消逝的电波》。

▲ 《攀登者》 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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