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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江北水城欢乐灯会———

“不舍乡愁，犹记回家路”

首届江北水城欢乐灯会持续至3月20日，90天灯影狂欢。
地址：万达广场欢乐小镇香江路南

每位在外漂泊的人梦中都有一个故乡，正是故乡的袅袅炊烟和惺忪的泥土香才能勾起内心最美好的回
忆。近乡情怯，当你重返故土，那些新鲜的、热闹的、本土的事物让你发现故乡更多的美好，当历史厚重的水城
古韵与璀璨斑斓的南国灯会交织在一起，带给每位市民的不仅仅是前所未有与啧啧称奇，更是对故乡的记忆
重温，这或许是返乡游子们最好的新年礼物。

2019年12月21日，在万众瞩目中，首届江北水城欢乐灯会正式揭开神秘面纱，一场前所未有的国际一流彩
灯盛宴，无处不在的水城元素点亮了这座城，也照亮了每个人心底的回家路。

弘扬传统，展示特色

助力经济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
的载体，文化和旅游从不曾分离。自然
景观是有限的，而人文创造是无限的，
有文化内涵的资源才能为旅游业的发
展提供了最丰富、最深厚、最具魅力的
元素。我们和专门请自贡腾达彩灯文
化艺术有限公司来聊城制作高科技的
精美花灯，把跨年灯会献给聊城人民，
就是为了以灯会形式传承、弘扬中国
传统文化，特别是展示了聊城的传统
文化，推动文化、旅游高度融合发展，
促进聊城的经济发展。”聊城民安融富
置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海燕介绍
道。

聊城作为京杭运河的九大商埠之
一，帆樯云集，百货荟萃，两岸街巷纵
横，各种店铺、民居依河而建，被誉为

“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漕运进入
了大运河时代，不仅为聊城带来了经
济繁荣，也带动了聊城与各地的文化
交流。灯会中《漕运繁景》灯组，生动地
演绎着“清乾隆皇帝四次南巡驻跸临
清，忙碌的水手搬运货物、来往船只停
靠在岸边”的繁忙景象，让这段运河史
上的传奇重回视野。

元宵佳节的灯会，在中国的历史
和文化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火树银
花、歌舞百戏的元宵灯会和灯文化沿
着民间化、大众化、娱乐化的方向前
行，以绚丽多彩的风姿展示民俗民情，
其丰厚的文化内蕴和迷人的艺术魅
力，如同磁石般吸引着千家万户，形成
了旺盛的生命力，得到了持续的发展，
场面越来越宏阔。

《东昌八景》灯组4米多高，将“光
岳晓晴、铁塔烟霏、仙阁云护、圣泉携
雨、古甃铺琼”等东昌八景通过工艺美
术师纯手绘后放大到龚扇形式的扇面
上，然后用炫酷的色彩、新颖华美的扇
形，向游客展示着东昌秀美的景观！

“龚扇为自贡小三绝之一，这次腾达彩
灯将‘东昌八景’融入龚扇之中，以自
贡传统彩灯艺术形式和自贡扇形表现
东昌府其景，别有一番韵味。”腾达公
司欢乐灯会技术经理曹军说道。

“为了把聊城的历史、传统文化融
进灯会，我们专门翻阅资料，查找著名

的事件和文化，然后进行设计，力争以
彩灯形式表现出来聊城的传统文化。
特别是通过《东昌八景》，将中华民族
优秀文化和聊城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有机融合，萃取出聊城优美的历史、人
文、自然景观等元素，以传统彩灯艺术
形式，将‘宜居聊城’的主题表现出
来。”腾达公司聊城负责人毛慧说，把
古城风韵融合在现代彩灯科技中，让
观灯如赏景。

全新思维，更大规模

点亮水城

为了推动聊城市文化旅游大发
展、大繁荣，实现文化旅游和商业的高
度融合，实现“一年成市、两年兴市、三
年旺市”的发展目标，民安融富置业有
限公司打造的“中国江北水城欢乐灯
会”将突出“高、大、新、奇、特”的特点，
把聊城的特点与彩灯文化相交融，以
全新的思维、理念和手法，以更高规
模、更高档次打造构思奇巧、科技梦
幻、好看好玩、壮观美丽的跨年欢乐灯

会，弘扬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据了解，首届“中国江北水城欢乐

灯会”拟设计制作大、中、小型各式灯
组128组，共分为“盛世中华”、“魅力水
城”、“古韵东昌”、“欢乐时光”等四大
板块，囊括了场景式灯组、组团式灯
组、单体大型灯组、连体式灯组、舞台
式灯组、彩门、门廊，以及灯柱、灯廊、
光雕灯画等现代彩灯所有表现形式；
十多万件现代光源组成的氛围彩灯铺
天盖地，灿若星河。

“魅力水城”、“古韵东昌”两大板
块的69组灯组完美地在灯会中展示江
北水城这座千年古城的乡愁和记忆！

“魅力水城”、“古韵东昌”两大板块专
门根据聊城本地文化特色、历史人物、
园区不同区域的特色进行设计、造型
和制作而成数十组灯，其中包括以葫
芦为设计元素的东昌府《幸福东昌》灯
组、阳谷县武松打虎故事为蓝本的《武
松打虎》灯组、以书法为设计元素的高
唐《书画之乡》灯组、以大枣为设计元
素的茌平《圆铃大枣》灯组、以阿胶为
设计元素的《东阿阿胶》灯组、以鸭梨

为设计元素的冠县《鸭梨之乡》灯组、
以京剧脸谱为设计元素的临清《京剧
之乡》灯组、以丰富农作物为设计元素
的莘县《中国蔬菜第一县》灯组、以木
版年画为设计元素的《拨浪鼓》灯组
等，各种类型的灯组融传统的制灯工
艺与现代科学技术于一体，突破了传
统工艺灯小巧、单一、静止的格局，形
成大型、综合、联动的特色。在保留彩
灯民族风格、审美情趣和剪纸扎糊技
巧的基础上，引进了现代光电技术，如
激光全息片、逻辑集成控制器、数控器
件译码器、计数器、声控、光控等，熔

“形、色、光、动、声”为一炉，使古老的
彩灯艺术焕发出青春的熠熠光芒。

万盏彩灯与古城风韵交相辉映，
绚烂多彩的光影流淌其中，让人体验
着灯景交融的盛景，漫步灯会，仿佛窥
见了数千年的聊城历史和各县市区的
鲜明特点，浓缩在觥筹交错中的时光
掠影和光影狂欢，不仅点亮了多彩中
国年，更点燃了人们对于故土与乡愁
的那份不舍眷恋。

(文/张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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