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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影剧院的修复、保护进程
中，电影为谈村记录下的发展历史，
为后续谈村打文化牌，讲好谈村故
事，提供了“引流”点，也是吸引当下
年轻人追求“怀旧”、延续强村文化的
时代注解。谈村影剧院是无锡最早
的乡村影剧院，是当地及四乡八镇最
著名的人文地标，建筑本身以及周边
的Y型中心桥至今保留完好，那座镂
空水泥花瓣栏杆的双曲拱桥建成于
1970年，“服役”50年来，至今仍发挥
着交通功能，当地百姓更习惯称其为

“三角桥”。
今日的谈村地处锡东新城商务

区门户位置，紧挨高铁无锡东站、地
铁2号线，毗邻锡山区政府易地新建
位置，三面环水的自然村就像一片美
丽的生态绿洲，环境和交通位置优势
突出。如今，谈村的发展站到了另一
个时代风口上，以崭新、富裕、和谐的
肌理呈现江南农村的花园式生活新
风尚，刚刚整村落成的翻建房项目竣
工入住数超过130户，到今年年底前
195户村民将全部实现交付，今年刚
被评为江苏省节地典范。

“影剧院对于当下的谈村来说，
是乡村振兴、乡土文化、农村公共文
化空间的综合载体。其实单从看电
影这个角度来说，影剧院的功能2000
年前就几乎关闭了。建筑曾做过大
队用房、村集体厂房甚至小型农贸市
场。”安镇街道有关负责人介绍。影
剧院建筑的本体虽“健在”，但无论外
观还是实际功能，都已和当下锡东新

城商务区不断提质优化的形象格格
不入，村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区文
化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电影曾让谈村扬名，和电影有关
的文化元素也将成为90后、00后们
重新认识谈村历史的IP入口。目前，
锡东新城商务区和安镇街道等政府
部门高度重视谈村影剧院的修缮开
发，计划在修复保护现有建筑的基础
上，保留影剧院的观影功能，并在两
边增设类似“诚品书店”的工业风立
体书墙，通过“打卡”时代注重的光影
效果整合现代设计语言。此外，影剧
院旁边新设一块空间，专门用以征
集、展示江南农村的老物件，比如谈
村以前木模师傅多，在改革开放初
期，这批勤劳手巧的村民率先引领了
白天上班、晚上开模做小型加工厂实
现脱贫致富；再到后来90年代的星期
天工程师，为村集体经济带来过的光
辉岁月。许多村民都能制作上世纪
流行的棕床垫并以此为产业，相关生
产工具和产品也是时代的烙印，将此
整理、展示，营造新时代的文明实践
站。同时融入亲民的吴歌元素，省级
非遗吴歌传承人唐建琴就住在查桥，
查桥实验小学成立了吴歌传统学校，
影剧院身处吴歌发源地可成为吴歌
的第一演艺场，旧瓶新酒中盛装满满
故事的“城市文化客厅”即将出炉
——通过变身新型农村文化公共空
间，内涵和外延产生更立体、人文的
时代解读。

（晚报记者 陶洁）

老电影《一叶小舟》成新谈村文化IP
无锡首个村级影剧院加固修复功能外延

本报讯 宜兴乐乐陶社核心
成员创作的36件紫砂艺术品被

“打包”收藏，“金主”是宜兴井邑田
精品酒店。6月22日上午，乐乐陶
社年度作品展和此次被一并收购
的36件紫砂艺术品展览，同时在
宜兴陶瓷博览中心揭幕。收藏家
根据一定的艺术品组织架构或者
作者联盟进行集中“打包”收购，这
在宜兴紫砂艺苑业已成为一种现
象级的交易行为。

据乐乐陶社领队周余华介绍，
乐乐陶社是一个自愿参加、自发结
成的专业性团队，现有36名核心
成员。特点是“自发型组团、创作
型群体、松散型组织、紧密型活
动”。从组成人员情形看，绝大部
分成员曾经在行业或专业机构组
织的现场全手工制壶大赛上获得
过重要奖项，在当地被称为“实力
派”。两位团队策划分别是江苏省
工艺美术大师、江苏省陶瓷艺术大
师、首届江苏工匠荣誉称号获得者
范伟群和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江

苏省陶瓷艺术大师、研究员级高级
工艺美术师吴淑英。

近年来，紫砂九隽、宜窑逸色、
紫泥公社创客群体等陶瓷艺术作
者团队纷纷出现，其中，紫砂九隽
陶瓷艺术家群体已经建立起广泛
的社会影响，成员联袂创作的紫砂
壶、紫砂杯等，成为收藏家关注的
重点，新品被“打包”收购比较多，
市场行情看“涨”。

对于“打包”收藏紫砂艺术品
的市场行为，浙江杭州一位紫砂收
藏家向晚报记者表示，许多具有投
资意识的藏家真心实意地寻访具
有升值潜力的紫砂艺人，可是，他
们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已经很难锁
定目标了。因为，互联网上关于新
生代紫砂艺人的介绍，普遍存在虚
假表示，就连紫砂泥料及其特性也
被那些网上卖壶的人搞得越来越
复杂了。因此，准确锁定紫砂艺苑
目标人群，“打包”是一种策略和办
法。

（何小兵）

本报讯 夏夜的星空下，太
湖西岸西望村，以“忆党史、悟初
心、爱家乡”为主题的一场广场文
艺晚会吸引了村民。6月26日晚，
由宜兴市朗诵艺术家协会担纲的
这个晚会现场，成为宜兴市全民阅
读活动新品牌“我是领读者”阅读
示范推广活动的一个缩影。

朗诵会分峥嵘岁月、诗意陶
都、扬帆起航三个篇章，围绕忆党
史、悟初心、爱家乡主题，把颂党与
颂家乡、忆党史与悟初心有机融合
在一起表达演绎。

在演出现场，一首《紫玉金砂》
唱出了西望村村民的心声。在宜
兴市丁蜀镇西望村，有80%的农
户从事紫砂工艺品生产经营，成立
了全国首个以手工艺生产为主的
村级农民专业合作社，实现了全体

村民共同富裕。截至目前，该村已
获得江苏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先进村、无锡市美丽乡村模范村等
多个荣誉称号，腰包鼓起来的村民
内心由衷感谢党、感谢村里的党组
织。

“我是领读者”是宜兴市开展
创建书香城市工作的一个主题活
动方案，旨在促进全民阅读蓬勃兴
起。此外，宜兴市眼下正在建设多
家城市书房，并拟利用现有资源，
通过技术改造，把正在建设的部分
志愿服务站同时建成书香驿站。
未来，这样的城市书房、书香驿站
将像“珍珠”一样，散落在宜兴的大
街小巷，成为宜兴城市重要的主流
文化新阵地，真正打通阅读服务

“最后一公里”。
（何小兵/文、摄）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变革以及谈村整村搬迁，40岁的谈村影剧院正迎来正

骨整形般的新变化：目前进行加固修缮和消防工程的同时，相关文化元素的挖

掘加快整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上映的经典电影《一叶小舟》曾在谈村取景，

相关时代文化的提炼以

及社会变迁的见证实

物，将为谈村新城市客

厅以及乡村博物馆等后

续开发提供鲜活素材。

电影缘何选择谈村这个外景基地？

谈村影剧院以及门前的中心桥
是电影《一叶小舟》里主要展现的生
活场景。如今的村委临时办公用房
就在影剧院的配套用房。谈村社区
书记朱成平告诉记者，影剧院刚造好
时，查桥乡还没有影剧院呢，谈村作
为当时无锡先富起来的村集体辉煌
一时，百姓率先告别了露天看电影的
时代。能容纳450人以上空间的影
剧院现在还偶尔被用作村里的临时
大会议室，除了岁月的沧桑旧痕带来
的斑驳印记之外，当年影剧院的售票
箱、放映室等仍然“在线”。

在谈村影剧院，保留了北京电影
制片厂于1979年起拍摄的电影《一叶
小舟》有关的不少资料，不少村民还
记得当时当群众演员吃过剧组海棠
糕的温暖点心。这部当年影响力深
远的影片主创不乏黄健中、陈凯歌、
葛存壮等顶级大咖。

片中，“舟来楫往”和猪苗交易的
热闹场面，是当年谈村的真实写照。

“查桥乡当时土地相对贫瘠缺少资源，
历届政府都大力推广养猪业，本地逐
渐形成了较有规模的苗猪交易市场，
每逢农历初四、十四、廿四这三天，桥

畔船头，一派繁忙景象。”朱成平说。
这部主创极有分量的一部老电

影，为何当时把目光聚焦于谈村呢？
这和谈村乃至查桥当地一直“敢为人
先”的拼搏奋斗背景有着深切关联
——1950年，无锡县土地改革试点在
查桥已经全面展开，到1976年，无锡
乡镇企业迅速崛起，成为后来被众多
经济学家关注的“苏南模式”的重要
发源地之一，而查桥公社谈村大队两
次在全县率先实行经营管理体制改
革，是敢吃螃蟹的先行者。1978年，
查桥年人均收入已达6000多元，家
家户户住上了新楼房，当下整村翻建
的谈村老宅小楼群，恰是当年苏南乡
村富裕红火生活的象征。这个村当
年还建了全县首个农民文化宫，其中
包括影剧院、图书室、文体活动室、乒
乓室等十多个业余文化活动空间。
谈村影剧院正是文化宫系列章节中
最鲜亮的一部分。记者还了解到，早
在上世纪60年代初，因为查桥乡民栽
桑养蚕兴盛，由天马电影制片厂拍摄
的电影《蚕花姑娘》，也曾在谈村以及
旁边的鸭城桥取景，该电影关注见证
了无锡缫丝业的鼎盛时光。

文化IP加深保护开发内涵外延

“我是领读者”
在宜兴西望村闪亮登场

“打包”成为紫砂壶收藏的一种策略和办法

乐乐陶社36件作品被“打包”收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