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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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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有意思的人，在一个有意思的地方，赚有意思的钱，过有意思的生活。”这是邱

代伦对自己一手创办起来的“1506 创意城”的描述。在这位董事长的名片上,印着他对

自己的期许——“做有意思的园区运营商”。

在佛山，没有哪个年轻人不知道这个由 6 家旧工厂改造而成的创意城。如果有志

于进入文化创意产业，可以拎包入住这里的“创意办公吧”，与 700 多家创意企业和近 2

万名白领结伴向梦想冲刺；如果想找个特别点的地方休闲购物，那就到这里的“洋人

街”，一站式体验“聚洋人、购洋物、品洋食”；如果想感受更为纯粹的艺术，则可以到“南

风古灶”片区的艺术家村落，与陶艺大师们零距离接触⋯⋯

仍见陶烟五色长
——广东省佛山市依托陶瓷资源发展文化产业

本报记者 庞彩霞 郑 杨

1506年，一座瓷窑在佛山建成，因窑口向
南，每至夏日凉风习习，故得名“南风古灶”。
今天，它依然窑火不断，成为世界上年代最久
远、使用时间最长的瓷窑。依托南风古灶，

“1506创意城”6年前诞生。500年前的古迹与
当下最具活力的文化创意产业实现对接。

近日，1506 创意城正式发布了其 6 大产
品——办公 Mall、教育 Mall、创意购物 Mall、
餐饮娱乐休闲 Mall、会展、旅游。这些产业
业态，都集中在一片名为“洋人街”的步行街
区中。

叫“洋人街”可不是跟风，更不是噱头。
佛山作为广东最大的先进制造业城市，近年
来不断吸引世界 500强企业登陆。随着中德
工业服务区、欧洲工业园等国际化平台落地，
一批来自欧洲的制造业人才在这里聚集。“我
们的洋人街是为喜欢中国文化的西方人和喜
欢西方文化的中国人打造的。”邱代伦说，“它
不但要发挥像国外唐人街一样的‘解乡愁’功
效，还是一个集成的互动平台，为创意者服
务、为创意企业服务、为创意活动服务，帮助
外国人实现‘中国梦’。”

“洋人街”里“洋店”遍布：巴西人开的烤肉
店、西班牙人及日本人开的餐厅⋯⋯创意城常

务副总经理李凯告诉记者，有26个国家主题元
素的餐厅或公司已经或即将落户，这里正成为
外国人创业的梦想地。

位于“洋人街”21 号楼的西班牙橘子花
餐厅开业已近 1 年，餐厅股东兼主厨 Alberto
来自西班牙，来佛山之前曾在国外多家五星
级酒店当厨师。他表示，餐厅不仅提供地道
的西班牙美食，还围绕西班牙文化营造“西班
牙之家”。弗拉明戈舞蹈表演、西班牙语课
程、舞蹈传授等，都是餐厅的常规活动。

李凯告诉记者，洋人街不仅是一个商家
集结地，还是一个创业孵化园。由旧工厂改
造、总规模达 10 万平方米的办公 Mall，是创
意城的核心产品，里面各种办公功能一应俱
全，包括大大小小的办公室、配有沙发茶几的
商务洽谈区、自主图书馆等。

“创意城提出了‘梯度孵化’的概念，为处
于不同创业阶段的团队提供服务。”李凯说。
比如，有刚毕业的大学生想创业，但团队只有
二三个人，也没有资本，园区可以为他们提供
面积只有几平方米的办公场地，每平方米租
金不到 100 元，可拎包入住。当他们生意做
大了之后，就可以选择更大、更多样化的办公
场地。

“洋人街”上的“中国梦”

1506 创意城的另一个核心区，位于千
年陶瓷古镇石湾，以陶瓷产业的“活化石”南
风古灶为中心，聚集了 1506美术馆、艺术家
村、公仔街等文化艺术场所。

记者来到“南风古灶”片区，只见一座古
窑如长龙般沿山而上，窑口处工人们正小心
翼翼地搬动新制好的一批器皿和公仔，准备
放入窑中烧制。一位来自日本的陶艺专家
在旁指导着每一件作品在窑内的放置点，因
为稍有差池，便达不到预期的烧制效果。在
南风古灶旁边的大型玩陶厅中，展出着中外
陶艺大师们的精美作品。在这里，游客不仅
可以与陶艺大师亲密接触，观赏其创作过
程，还可以亲身体验制陶的乐趣。

南风古灶周边是一大片岭南风格的明
清古建筑群，有深门大宅，也有旧时依南风
古灶而设的陶瓷作坊。创意城将这片闲置
的古建筑利用起来，变为艺术家村落。

走过青石板铺成的小路，踏上青苔丛生
的石阶，记者随机进入了一家工作室，主人
刘雷热情地邀我们在他设计的曲水流觞茶
桌入座品茶。只见他斟好茶，将茶杯放入
茶桌上一条流水潺潺、小鱼嬉戏的微型水
渠 中 ，茶 杯 便 随 水 流 漂 到 每 一 位 客 人 面

前。刘雷介绍，曲水流觞在古诗文里早有
记载，他根据记载设计了这个茶桌，价格可
以根据材质的不同调整，作品得到了不少
客户关注。他告诉记者，来到艺术家村是
因为这里闲适的环境、浓厚的创作氛围有助
于激发灵感。

“要让原创成为南风古灶的 DNA。”邱
代伦说。南风古灶目前已聚集有几十家坚
持原创的店铺，一个“原创部落”正逐渐成
形，吸引了杨英才、潘汾淋等中国陶瓷艺术
大师入住。

邱代伦希望把南风古灶打造成世界陶
文化圣地，对此，他有着清晰的规划，“陶文
化本身是一个生态系统，陶文化表演、玩陶、
赏陶、买陶也是一个系统。以陶文化为切入
点，我们要同时做好旅游、教育，开发玩陶
游、亲子游等旅游产品，以及习武、玩陶、剪
纸、插花等体验式教育产品”。

如今，这个理想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
南风古灶已享誉海内外。2007 年至今，这
里共举办了超过 700 场文化活动，包括亚洲
现代陶艺交流展、东盟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
展等国际性文化活动，参与人数达 265 万人
次。

古灶“原创”的新基因

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朱子艺苑是一家专
业从事龙尾砚研发销售的企业，然而，其厂区
仿佛古典园林，每年都有众多游客光顾。“今年
国庆7天假期里，我们接待了7000多名游客，
仅展厅销售额就过百万元。”公司总经理、国家
级非遗项目歙砚雕刻传承人江亮根兴致盎然
地向记者介绍说，“别小看这小小的砚台，去年
给我们带来了1.2亿元的收入。”

在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过程中，江西省
上饶市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积极开发和
扶持一批小传统技艺、小文化企业、小文化项
目规模化集群化发展。一枚鱼钩、一把阳伞、
一方砚台等，以往看来只是“小打小闹”的手
艺活儿，如今却大大方方走上了“高台盘”，成
为上饶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主力军，推动该
市 文 化 产 业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连 续 两 年 保 持
20%以上的增速。

上饶人文历史深厚。截至 2012 年，全市
拥有列入国家、省、市级保护名录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 74 项，其中国家级保护项目 7
项、省级 39 项。为改变传统文化项目多由民
间艺人或小企业经营的情况，上饶市政府拨
出财政专项资金，促进传统文化资源产业化，
并推动多个文化产业园落成，引导小企业做
大、小作坊抱团发展。

江西含珠实业有限公司所建铅山纸茶竹
文化创意产业园，就是其中的代表。开业以
来，公司主打的铅山连史纸、河红茶、竹艺等

“非遗”产品畅销全国乃至海外，现货吃紧、供
不应求的局面一直持续至今。公司总顾问张
明正连称没想到，“没想到文化创意产业真能
重振铅山纸、茶、竹的辉煌，没想到这些几乎
没啥名气的‘非遗’产品这么有市场，没想到
文化产业投资这么快就有回报”。

旅游由“赏风景”向“看文化”、“求休闲”
转变，成为上饶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又一大
亮点。该市把一批小工艺品打造成精美的旅
游产品，既满足了游客的需求，也为文化创
意产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拥有“全国
最美乡村”之称的婺源县，以独具特色的文
化资源为依托，大力开发工艺品和旅游纪念
品 100 余种，创造了一批地方特色文化品
牌，年产值达 5 亿元。自驾游和垂钓成为度
假新宠，让鄱阳县的鱼钩产业越来越红火。
鄱阳县在工业园区划出 100 亩土地，建设鱼
钩产业园，目前已有 10 余家企业进驻，年产
鱼钩 80 多亿枚，年产值 1.8 亿元，国内市场
占有率 70%，国际市场占有率 30%。

上饶还结合全民创业，积极引导民间资
本投向文化创意产业，促进文化产业布局由

“零星分散”向“聚焦重点”转变。据江西省家

具协会统计，全省红木相关企业 70%在上饶
市广丰县。该县把握机遇，投资 25 亿元，精
心建设红木文化街、木雕城、红木家具基地
等 3 大产业平台，并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
目前吸引了 120 多家企业入驻，预计 2015
年可实现产值百亿元以上。上饶广电传媒
有限公司以市艺术中心及文化知识产权入
股，吸引社会投资 2000 万元，注册成立了上
饶市广电演艺公司，精心打造了音乐舞蹈诗
画剧《印象上饶》和休闲大戏《印象上饶·激
情狂欢秀》，每天在市
艺术中心上演，成为
上 饶 旅 游 的 新“ 景
点”。目前，该剧开始
赢利，已吸引国内外
观众、游客近 30 万人
次观看。

江 西 上 饶 ：

文化创意产业“小”中谋大
本报记者 赖永峰 通讯员 吴 汉

采访中，邱代伦给我提了一个问题：我们

说不出少林寺有哪些功夫了得的人，但知道

佛山有李小龙、叶问和黄飞鸿。可是，佛山武

术的影响力却比不上少林寺。冠军组为何成

不了冠军队呢？究其原因，少林寺是武林圣

地，李小龙、叶问是顶尖高手，只有把这二者

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打出一片天地。

文化产业也是如此。在邱代伦看来，佛

山陶瓷与佛山武术的情况类似：论历史，佛山

陶文化已积淀千年；论规模，佛山产出的建筑

陶瓷产量占全国的 60%，但说到“陶瓷之都”，

人们不约而同想起的却是景德镇。为了让佛

山陶瓷成为冠军队，而非冠军组成的队伍，邱

代伦苦心孤诣精心做的，就是请“高手”、造

“圣地”。佛山不缺陶瓷艺术大师，然而邱代

伦认为还不够，他请来了国内、国际一流陶艺

大师聚集佛山，落脚南风古灶。

文化产业的另一个关键词是交易。目

前，制约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一大短板也是

交易，买卖不旺则产业难兴。1506 创意城着

力打造一个集中的文化产品交易平台，我们

才看到了今天这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

所在：从吃喝玩乐的生活设施平台，到各种展

览、博物馆和艺术馆等展示平台，再到文化产

业的投融资平台，其主旨就在于吸引全国乃

至全世界的陶艺家前来交流、展示、交易。

归根结底，文化产业的核心要素是文

化。要把文化变成商品没那么容易，南风古

灶艺术家村里游客零落的景象，与“洋人街”

上的人声鼎沸形成了巨大反差。但无论如

何，在佛山我还是看到了陶文化对陶瓷产业

巨大的、无形的推动力：在陶瓷产业最集中

的禅城区，近 3 年陶瓷产量虽减少了近四成，

但产值和税收却增长了三分之一，能耗则下

降了四分之一。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传统陶

瓷业，借助文化创意，开始实现从“制造”到

“ 智 造 ”的 转 型 ，产 业 与 文 化 实 现 了 相 互

助长。

让产业与文化相互助长
郑 杨

艺术与创意城市北京论坛开幕艺术与创意城市北京论坛开幕

记 者 感 言

本报讯 记者何东宪报道：由国家体育总局
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
中心主办，中体健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办的

“2013 中国国家职业健身教练专业大会暨全国健
身教练职业技能竞赛”日前在京举办。这次大会
强调为从事健身教练职业的从业人员提供国家层
面的学习与交流平台，拓展、提升已持有国家职业
资格证书人员的专业理论知识与技能水平。共有
来自全国各省区市 19 个代表队的 120 余名职业
健身教练参加了此次技能竞赛。

国家健身教练专业大会举行

左图：改造之后，原本寂静的小路成为枕木小道，商家林立，

游客可以在此享受阳光与美食。

下图：改造前，这里只是一条普通的水泥路。

镶有265颗钻石的法国国王查理十世怀表、外

壁绘有宙斯掳走欧罗巴场面的红像双耳爵、曾为

苏格兰考古学家加文·汉密尔顿所收藏的古罗马

文物“狩猎女神阿尔忒弥斯石雕像”⋯⋯诸多珍贵

展品，再加上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法国卢浮宫博物

馆两家世界级博物馆的首次合作，“地中海文明展”

的魅力让人充满期待。10月28日，国家博物馆在官

方微博上播发该展览讯息，一天之内粉丝评论过

百、转发过千，充分显示出人们的观展热情。

最近几年，关于博物馆的话题渐渐多了起

来。博物馆在人们心中的形象，也逐渐从仅作为

传承文明、传播文化的渠道，转变为同时是提升城

市品位、丰富大众生活的重要平台。

要满足多种社会需求，博物馆除了本身展品

“过硬”之外，还要致力于互动传播。这方面，许多

博物馆都开始了探索。在加拿大，一些博物馆注

重儿童的互动体验，孩子们不但可以按照馆内游

戏主题盛装打扮，还可以参加问答、寻宝等活动。

又如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曾举办过一次家居展，

夜幕降临，展出的展品便转为真实的旅馆陈设，供

游客“入住”使用。为提升青少年的学习兴趣，中

国国家博物馆也开设了“阳光少年”互动体验课

程。而不久前，台北故宫博物院挖掘市场需求，推

出“朕知道了”胶带，风行海峡两岸，跟风者众多，

亦成为博物馆产业发展定位的精准代表。

潜力不仅如此。当下，国内许多人尤其是年轻

人自助出游到一座城市时，必选“景点”中就包括了

当地富有特色的博物馆。与一次普通的游玩相比，

能够到博物馆中了解当地的人文历史、风土习俗，其

记忆无疑会更加丰厚而长久。因此，若能贴近大众、

吸引大众、服务大众，与文化旅游业深度融合，博物

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学会欣赏，才有市场，文化不是少数人的“高

端”而是多数人的共享。通过博物馆的精品展览

提升公众的文化素养和艺术欣赏水平，也是一条

从需求端发力，释放消费潜力，带动文化消费升级

的上佳途径。

学会欣赏才有市场
岩 泉

本报讯 “地中海文明——法国卢浮宫博物
馆藏文物精品展”10月 29日起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面向公众开放，展出 280件(套)埃及、腓尼基、迦太
基、希腊、罗马等古文明精选文物。展览由法国卢浮
宫博物馆馆长让—吕克·马丁内兹担任策展人，分
为“地中海世界——自然与文化背景”等6部分，多
数展品为首次来华公开展览。据悉，本次展览将持
续到明年2月。 （娇 健）

国博牵手卢浮宫办展

本报讯 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
北京峰会的重要内容，首届艺术与创意城市北京
论坛近日在京开幕。来自全球的 100 余位文化
艺术界知名人士、城市领导人等出席论坛，热议
论坛主题“艺术创造城市未来”。论坛设立了“城
市创意空间的培育”和“文化多样性与油画艺术”
分论坛，并同期举办了“国风——中国油画语言
研究展”，还将签署《北京共识》，分享创意、创新、
发展的经验。 （孙 莉）

近日，由四川省甘孜州委、甘孜州人民政府、

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主办，巴塘县委、巴塘县人民

政府承办的“巴塘连北京”联谊活动，在北京民族

文化宫举行。将军后代合唱团、巴塘天籁童声合

唱团、少儿藏戏团等艺术团体共同呈现了一台极

富地方特色的演出。 刘仕渝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