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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

“3D”是当下国内电影市场新片上映宣传
中最为流行且有效的词汇之一了。据初步统
计，2012 年全国规模上映的影片中，3D 电影
的 数 量 约 占 10%，但 其 票 房 收 入 却 超 过 了
40%。环顾世界，3D 电影的前景却令人担
忧。在北美市场，2012 年 3D 电影的票房与
2011 年基本持平。同样，在欧洲市场，3D 电
影的表现也相对低迷。面对这样的市场环境，
刚刚落幕的第三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特效大
师与制作团队相聚一堂，就 3D 电影未来的发
展出谋划策。在众人眼中，中国新兴的消费市
场正成为 3D电影突围的“最后希望”。

“ 中 国 更 愿 意 拥 抱 3D 技 术 。”Venture

3D 高级运营副总裁 Todd B.Cogan 在电影市
场论坛上说。无论是《阿凡达》、《泰坦尼克号》，
还是《画皮 2》、《西游降魔篇》⋯⋯观影的人群
都排着长队，加上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的特效公
司，3D 电影在国内的火热程度可见一斑。3D
电影的推广，很大程度上还得益于数字影院银
幕数量的增长。2012年底，我国银幕数量已达
到 1.38 万块，目前更接近 1.5 万块。许多新成
立的影院在建造伊始便“一步到位”，设立了3D
放映厅。当下，国内主流院线放映已基本实现
数字化，3D 数字放映、IMAX 放映设备的普及
率也不断提高。然而，国内观众对这场电影的

“3D运动”并非没有非议，如一些电影被影迷们

戏称“只有字幕是立体的”，高昂的票价推高了
观影成本，也被人诟病有“圈钱”之嫌。

“有些电影并不适合以 3D 的形式呈现，但
电影制作方不顾电影类型、剧情、受众群体，一
味地盲目投资 3D 电影，导致观众对 3D 电影失
去热情。”美国影院业主协会秘书马克·欧米拉
的这番话，对中国市场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对此，灵动力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兼
首席运营官谌鸿翔深有同感。“一部电影适不适
合做3D，首先要看题材，比如科幻、魔幻、惊悚、
灾难等题材，就比较适合立体呈现。”谌鸿翔说。
据他观察，目前国内 3D 影片的题材相对单一，
多集中在武侠片、动作片。“面对快节奏的动作、
格斗，观众在观影时是否舒服还有待考证。”谌
鸿翔表示。并且，国内惊悚类影片超不过3000
万元票房收入，从投资回报上来说，也不太适合
3D制作。“纪录片题材虽好，但目前国内还没有什
么公司涉及。”他说，“科幻、魔幻类影片有可能成为
中国未来3D电影发展的主要方向。”

同样重要的还有成本核算。虽然 3D 技术
已渐渐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开来，但对一部电影
的生产来说，无论是 3D 实拍或是后期 2D 转制
3D，仍需花费较高的费用。“原生 3D 电影项目
在做成之前，可能没法准确判断到底要多少

钱。转制项目有可能花费更多，但起码按分
钟、题材等标准收费，大家心里还有一个谱。”
Base FX 创始人兼 CEO 克里斯托弗·布兰博
表示，如果没有前期的心理准备和充足的资金
支持，很多电影的 3D 制作会不可避免地流于
粗糙。播放时给观众带来不舒服的观影感受，
也会使整个 3D电影的口碑受到影响。

“此外，即便手上有 3D 摄像机，也无法用
2D 的叙述方法拍出好的 3D 电影。”谌鸿翔说，

“前期还需要进行 3D 镜头语言的设计，才能将
视觉奇观与动人剧情完美结合。”

说到底，3D 终归属于技术，它为电影艺术
的本体服务。“3D不是用来将不好的故事影片
变成好的影片。一部好的3D电影，首先从故事
内容上就应是一部实实在在的好电影。”好莱坞
立体摄影大师基思·科利尔的话语重心长。

也许，让更多的导演、观众跳脱单纯“技术
手段”的理解，真正懂得使用、欣赏视觉特效之
美，3D 电影的明天才更有希望——这，也是世
界电影人共同面对的课题。

中国市场“拯救”3D电影？
本报记者 金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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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经给出过扬州老城的旅游线路：
个园—东关街—谢馥春—文化里—东圈门
—汪氏小苑—剪纸博物馆—花局里。

“扬州文化产业的前景，在文化旅游；而
旅游，也必须借助文化这个杠杆。”扬州市委
宣传部副部长李广春说，要把传统文化形式
中符合市场规律、受市场欢迎的部分提炼放
大，置于文化旅游的大空间里。

如果说融入大市场给了扬州工艺走出
去的机会，那么，顺势而为、创造一个大环
境，则将更多的旅客、客商迎了进来。

刚刚在扬州闭幕的第 48 届全国工艺品
交易会，共有来自国内 30 多个省、市、自治
区的 500 多家企业,以及来自加拿大、新西
兰、俄罗斯等国的商户参展，800 余展位全
部爆满。

扬州工艺美术集聚区、广陵区湾头玉器
市场、宝应鲁垛乱针刺绣产业园⋯⋯一批产
业集聚基地。如今，工艺美术已成为扬州市
的重要特色产业。

每年 4 月 18 日召开的扬州“烟花三月”
国际经贸旅游节，12 年来已经成为当地的
惯例。除了传统景点外，人们有了更多的选
择：扬州玉雕厂和漆器厂都是“全国工业旅
游示范点”；中国玉器博物馆、中国剪纸博物
馆都已开门迎客。

人在城中，城在画中，城画合一，古老
的 扬 州 城 ，就 这 样 呈 现 在 精 雕 细 琢 的 山
水中。

“活”起来的传统工艺
本报记者 薛海燕 陈莹莹

引言

要品味扬州心思的精巧，不得不提手工艺制品。

全国传统工艺美术11大类主要品种中，扬州有6个。4

月12日，“第48届全国工艺品交易会”在江苏省扬州市

开幕，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池家俊设计的漆器屏风《四

大名楼》，一露面就被客商以百万元的价格定下。

和这件作品一样，“扬州工”常常将山水花鸟、风景

名胜作为创作题材，融合绘画、诗词，重视创作、讲究意

境。如今，在对传统工艺的传承和创新中，扬州用活了

大师，打开了市场。

· 识变从宜

扬州不缺大师。
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 12 人，江苏省工

艺美术大师 40 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有 60
多位。

在扬州工艺美术馆，大师们都有自己的
项目组和工作室。刺绣大师吴晓平说，扬州
刺绣讲究理解画意、懂得笔墨情趣，文人画
是常见的题材。剪纸大师张慕莉则从 2001
年开始收了 4 名小学生为徒，如今他们已是
高中生了。

大师们如鱼得水，源于一项特殊的政策。

上世纪 90 年代，依赖外贸的国营工艺
美术老厂遭遇了出口的滑铁卢，销售量的下
降一下子让厂子难以为继，很多员工开始寻
找新的出路。

“2002 年，扬州工艺美术联社下的 18
家工业企业濒临破产。”扬州工艺美术集团
董事长刘爱国说，“传统的工艺围绕着工艺
人来展开，一定要发挥人的作用。”于是，工
艺美术大师开始实行国有企业所有、市场化
管理的方式，鼓励大师设立自己的工作室，
以项目承包组形式由大师领衔制作精品，并

给予特殊奖励。
以扬州玉雕厂交给薛春梅大师的一件

大型作品为例，计算好需要多少工时，定下
完工的时间，完全交由大师自行安排。结
果，这件预计耗时 2 年的作品只用了 5 个月
就完成了，成本 400 万元，销售了 1000 万
元。如今，玉雕大师薛春梅有两个身份，一
是扬州市工艺美术集团的职工，一是自己开
办的“春梅玉艺”老板。

这种承包制极大地调动了大师们的积
极性。“允许业余时间自己搞，我们就有了创
作空间，有了自留地，留住了人才，也扭转了
整个局面。”国家级玉雕大师、扬州玉雕厂总
工高毅进说，他曾经一度到广东等地寻找新
的发展机遇，因为有了这项新政策，又回到
扬州开办了自己的工作室。

“ 两 件 一 模 一 样 的 摆 件 ，手 工 的 卖
10000 元，机器压铸的卖 1000 元，两者都有
市场。”刘爱国说。

在扬州漆器厂，张来喜和汪素琴，就代
表了两个不同的市场。

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张来喜的作坊里，
一对红雕漆大花瓶最惹人注目。“三分靠样
子七分靠做工”，张来喜说，制成后的这对花
瓶的价格上千万元。

“贵么？不贵。”张来喜说，纯漆 130 元

每斤，漆雕至少涂 100 道漆，一天涂两次，天
冷只能涂一次，涂至 6 厘米厚，用 2 厘米做底
纹，4 厘米拿来雕刻，一对红雕漆大花瓶，做
胎、涂漆需要 1 年时间，雕刻和打磨需要 3
年。“红雕漆的工艺特点就是满工，包括底板
在内不留一丝空白。”

有收藏类的红雕漆，也有装饰用的屏风
和漆画。扬州漆器厂出口部经理汪素琴向
我们展示了一件小摆件，“这种平磨螺钿产
品只需要 100 多元”，汪素琴介绍说，漆器种

类繁多，纯雕漆和雕漆嵌玉用植物漆制作，
而刻漆、平磨螺钿和骨石镶嵌往往采用化学
漆。她展示的小摆件在半个月内能生产上
千份。而同样一幅边长为 60 厘米的作品，
纯手工需要上千元，机器喷图再用手工细化
的只需要 300元。

精品创作和产品创新对于老厂来说同
样不可或缺，前者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
体性保护和活态传承，而后者可以推动宝贵
的非遗财富融入当代社会、融入生活。

“传统的文化企业转型，不能光是展会、
门市，还需要依靠网络的力量。”汪素琴说，去
年，扬州漆器厂通过电子商务渠道的销售额达
1000多万元，占到总销售额的10%。3年内，
工厂希望将这部分的份额提升到 30%。

传统工艺如何传承保护和创新发展的问

题，一直相伴相生。我们既希望这些艺术瑰宝

得到完整的传承，也希望它们能在新时代得到

更广泛的传播。

要保护，也要发展，江苏扬州市探索了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和活态传承机制，

即：抢救性保护、生产性保护、开放性保护。

一个“活”字，道出精髓：活用大师，才能盘

活老国企；灵活应对市场的变化，才能让老工

艺焕发新活力。

只有思路活了，做法才会活。

把国有企业的大师推向市场，让人才有了

“活”力。充分享受自由的大师们纷纷成立了

工作室，以承包制的形式完成集团交给的精品

制作任务。精品参与评奖给他们带来了荣誉，

这些荣誉又让他们有了更高的市场价值。市

场的丰厚回报，让他们有了更多的积极性来承

担技艺传承的责任。

创造性地建设玉料市场，让源头有了“活

水”。“天下玉、扬州工”，扬州玉雕最大的瓶颈在于

原料。扬州工美集团跳出传统工艺的圈子，拜访

全国厂家和原料产地，创造性地建立了扬州玉料

市场，集中全国原料，引来了源头“活水”。

引入OEM的生产方式和电子商务的销售模

式，让产业链变得灵“活”。大企业定标准、小作

坊来加工，纯手工制品一样可以通过代工的方式

扩大产量。打开网络销售渠道，可以第一时间得

到市场的反馈，及时调整自己的产品线。

思路活，还带来了几个结合：与文化结合，

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让这些传统工艺扩大了

影响力；与旅游结合，扬州玉器厂和漆器厂已

是国家工业旅游示范点；与商贸和室内装潢结

合，因而有了产品的创新和市场的开拓，让传

统手工制品走进了寻常百姓家。

环境，顺势而为

市场，高低结合

大师，如鱼得水大师，如鱼得水
保护传统

重在“活”
陈莹莹

记 者

感 言


开栏的话：

北京国际电影节已经落幕，但是关于电影产业发展现状和未来

趋势的讨论却并没有停止。在理解中合作、在交流中创新，中国电影

在不断融入世界电影市场的同时，也表现出自己的发展特征。从今

天起，本版推出《电影·关注》栏目，将对3D技术、电影营销、中外合拍

片等一些大家关注的电影产业方面的热点话题逐一梳理，希望能给

读者带来一些启示。 做文化产业投资，恐怕需要一颗格外坚

强的心脏——就比如这厢欣喜地看到文化

专项资金的庞大数额，那厢依然无法忘怀在

IPO 财务审查的“风暴”下文化产业上市大军

“损兵折将”的事实——5 家终止审查企业，7

家中止审查企业，撤材料和中止审查的比例

达到 35%。这样的结果，令很多投行保荐人

都颇感诧异和惋惜。

与传统制造业有所不同，文化产业往往

投资周期比较长。文化企业的发展特性和

项目周期，也常常决定了其业绩的不连贯

性。在动漫、游戏、数字视觉特效及影视传

媒领域，企业还会面临一些业绩波动大、可

持续性盈利能力差的共性问题。虽然或先

或后、或多或少获得了一些风投的青睐，但

每每遇到这些“硬伤”，文化企业也很难独善

其身。大浪淘沙，有多少文化企业能够挺立

潮头，又有多少被拍死、拍晕在沙滩上，此间

感受恐怕只有过来人才能知道了。

一段时间以来，各路资本涌入文化领

域，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投资热潮。在众多

的投资者中，常常会存在两种心态，一种认

为产业有国家的大力扶持，正处于高速成长

时期，所以“钱多人傻速来”；另一种则认为

文化产业投资的影响因素较多，不确定性较

大，所以要“鲨多水深慢行”，有的人则干脆

坦言“不会碰”。无论是上面哪一种极端，对

于文化产业整体投资和发展来说，都是不利

的。只有认清文化产业的发展规律，做好充

分的准备，才能在投资之前“把好脉”，以获

得长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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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由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和
清科集团主办的“第一届中国文化产业投资
论坛”，日前在京召开。据介绍，目前文化产
业新募集的专项资金规模已经超过 160 亿
人民币。论坛上，清科集团创始人、董事长
兼 CEO 倪正东表示，通过数据分析，VC/PE
对传统文化和新兴文化领域的投资正在变
化，从 2011 年和 2012 年的数据看，2011 年
传统文化领域的投资占 47%，新兴文化领域
占 53%，而 2012 年传统文化领域的投资降
至 42%，新兴文化领域则上升为 58%。与此
同时，社交媒体、游戏等新兴文化领域正在
抢发展机遇。 （晓 方）

投资之前

“把好脉”
岩 泉

文化产业投资论坛召开

本报讯 中国城市文化产业发展联盟
日前在京成立。该联盟由中国文化管理学
会、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中国文化传
媒集团、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等 34家单
位联合发起，以“守文化之正、出经济之奇、
聚合共分享、携手创未来”为宗旨，力求通过
传播中国城市文化产业发展理念，推动中国
城市文化产业发展。

据悉，中国城市文化产业发展联盟将为
甘肃白银、四川南充、新疆博尔塔拉等西部
市（州）的城镇化进程提供切实有效的支持，
为全国各地会员城市和企业提供立项咨询、
项目规划与对接、金融支持、宣传推广等全
方位服务。 （世 轩）

城市文化产业发展联盟成立

本报讯 日前，《印象武隆》号子唱响北
京发布会在北京 798 艺术中心举行，标志着

“川江号子”正式走出重庆，开启“川江号子
中国行”的序幕。据了解，《印象武隆》是由

“印象系列”总导演王潮歌、樊跃担任总导
演，张艺谋任艺术顾问的山水实景演出作
品，同时也是印象系的首个实景歌会。这
部作品围绕富有地方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号子为主题，用原汁原味的文化符号
讲述了时代变迁中那些拉纤人和喊号子人的
生活。自2012年4月23日公演以来，该剧至
今已经连演262场。 （陶 玙）

《印象武隆》赴京巡演

张 来 喜 大 师 工

作 室 的 工 作 人 员 正

在 制 作 一 对 红 雕 漆

大花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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