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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有一村”是四川成都浓园国际艺术村
留给人的第一印象。

浓园所在的武侯大道新苗村因小城镇经
济扬名全国。如今，这里又有了带着浓厚艺
术气息的浓园。

原创的基因

浓园的原创精神得从女当家杨丽说起。
浓园的“出生地”新苗村曾是杨丽发家的地
方，她和丈夫蒋林从建材起家创业，一度将
门店拓展到20多家。因为丈夫热爱艺术，在
事业如日中天时，夫妻俩卖掉门市、房产，
将全部家当转投到浓园的创办中，个中艰辛
可想而知。2000 年，开始策划创建艺术村；
2004年选址，2007年浓园国际艺术村正式开
村⋯⋯如今，蒋林是浓园艺术村的村长，杨丽
则成为浓园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

曾被人们视作“艺术乌托邦”的浓园艺术
村如今越发红火。这个占地约 160 亩的艺术
村里共有 70 余栋建筑，吸引了 200 多位油
画、国画、雕塑、书法、摄影等艺术家入住。
2012 年，浓园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列为首批

“四川省重点文化旗舰企业”，2013 年被评为
“中国创意产业最佳园区”，业已成为成都文
化创意产业的又一张名片。

杨丽为浓园设计的入园模式包括：引进
成名顶尖艺术家、为中青年艺术家提供更好
的创作平台，更要关注那些从各大专业院校
毕业的年轻人。

杨丽为艺术家们设计的生活工作环境同
样吸引人。除了为大家提供工作室，为大多
数工作室免费供应水、电、气，还包括在园区
内开设餐馆、食堂、茶厅等，园内还修建了大
型展览厅和作品销售厅。

和传统产业不同，杨丽意识到，在艺术家
聚集的浓园，除了良好的硬件环境外，还必须
营造优秀的软环境，才能真正留住艺术家，并
进一步把年轻人的艺术想象力转化为创作生
产力，让已成长起来的艺术家不断产生新的
灵感。擅长经营思考的杨丽巧妙地通过一间
200 多平方米的文艺沙龙，为艺术家们搭建
一个多元互动的平台，营造出适合艺术交流
的软环境，有效地提高了创作生产力。据介
绍，目前新提出入驻浓园申请的艺术家已超
过 100位。

创意的回报

走进浓园的会客室，随处可见造型别致
的小物件。“在浓园，每一件作品都是原创的，
不可复制。”杨丽说，相较传统画廊、艺术机
构，浓园在实现产业盈利方面更为广泛，但整
条产业链要实现盈利的关键就是作品的原创
性，艺术家们也需要园区推广原创作品。

其实，像浓园这样的艺术“圈子”在成都
并不少，东有“蓝顶”，西有浓园，聚合了一大
批享誉国内外的顶尖艺术家。浓园成功的关
键，就在于经营者认识、理解并尊重了艺术创
作和产业规律。杨丽表示，除了继续扎实做
好展览、销售代理外，浓园还将把重点放在衍
生产品开发上。比如现在着手研发的海瓷艺
术品，这种基于贝壳粉末烧制的工艺品经由
浓园艺术家的个性化创作，使得每一件瓷器
都成为独一无二的艺术品。杨丽说，“我们要
逐渐形成以版权为核心的产业研发模式，借
鉴国内外成功经验，把‘浓园创造’推广成国
内知名艺术品牌”。

曾经靠艺术家们基于爱好在城市边缘自
发聚合生长的“圈子”文化，开始进入政策和
经济的中心，这也是成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的成果之一。“成都是一块艺术福地。”在浓园
艺术家程丛林看来，成都东南西北都有艺术
家群落，“蓝顶”、浓园、“西村”、“北村”等等，
让成都无愧为继北京、上海之后的中国当代
艺术第三城。

工业设计从上世纪下半叶来到中国，

从未像今天这样，得到举国史无前例的关

注和期许。这既折射出经济转型期下中

国企业对设计的需求，同时也是以创新性

设计传递中国优秀文化价值的需要。

设计让城市变得更加美好。2005 年，

北京对首钢进行了整体搬迁，直接减少了

1.8 万吨可吸入颗粒物的排放，相当于上

百家小型工业企业的排放总量。改造后

的首钢工业区发展工业设计、文化创意设

计等产业，仅 2012 年就带动所在的石景

山区实现文化创意产业收入 240 亿元，第

三产业增加值比重由 2006 年的 32%提升

至 2012 年的 62%。北京市丰台区的园博

园曾经是 100 多公顷的垃圾填埋场，通过

设计改造，最终建成了绵延 3000 多米的

水岸园林，为生态城市建设作出了贡献。

设计提升竞争力。基于文化内涵的

创新是设计的灵感和源泉。如何以设计

传递文化价值、形成可持续的创新动力是

中国设计界新的思考。

2010 年，北京工业设计促进中心与国

际著名设计品牌阿莱西合作，由 8 位中国

建筑设计师，以“止禁城”为主题，以中国

文化诠释设计，完成了 8 款创意“盘子”产

品 ，并 在 阿 莱 西 全 球 5000 多 个 商 店 销

售。例如，“简”是纸张发明以前中国人的

书写材料，“简”被用金属制成用来呈送碗

盏的“盘子”时，也在呈送中国人的古老智

慧；“荷”出泥不染，历来被中国文化推崇

为“花中君子”，设计师将一片枯萎的荷叶

用电脑扫描，用不锈钢来重新诠释。这次

活动一改过去中国制造给人的廉价和模

仿的印象，借助阿莱西品牌和国际销售渠

道，以西方文化能够接受的方式，成功向

世界传播了中国文化。

2006 年，在北京市科委的支持下创办

的中国设计红星奖，通过表彰优秀设计，

鼓励设计创新，保护知识产权，推动了中

国设计的国际化。8 年来，红星奖每年参

评企业超过千家、产品突破 5000 余件，来

自海内外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参评企业，

超过百名国际专家评委，超过百场的国内

外巡展，让红星奖成为全球参评数量最多

的设计大奖。今年 3 月在习近平主席访

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间，中国设计红星

奖更是携联想、小米、三一重工等中国优

秀企业设计产品亮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总部，这也是全球第一个设计奖在联合国

机构展览，引起极大的轰动。

展览中，中国设计用更加贴近生活的

方式展现中国的风貌，对于众多没有到访

过中国的外国参观者来说，更感叹于中国

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关注文明间的交

流与对话，尊重并保护文化多样性，在国

际舞台上展现了中国设计文化的自信，通

过设计的语言传递出中国和平崛起的中

国梦。

设计是文化内涵的外化，设计也像音

乐一样，已成为人类文明交流的共通语言

和深化国际交往的纽带，成为国家发展的

软实力。

（作者系北京工业设计促进中心主
任、中国工业设计协会副会长）

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是我国最大的
琉璃生产基地和产品集散地，生产琉璃已
有 3000多年的历史。然而，长期依靠来样
加工，曾让博山琉璃丧失了创新的动力。

“博山琉璃生产一直沿袭古法，工序
复杂，一半靠经验，一半靠运气，有时一个
月也出不了一件作品；工作环境也异常艰
辛，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境。”博山“鸡油黄”
传统制作技艺第五代传承人孙云毅颇为
无奈地说，“同时，散兵游勇式的小作坊，
让许多大师整天忙于生计而无力搞精品
创作，也让博山琉璃业失去了光彩。”

“没有文化内涵的琉璃与普通玻璃并
无二致。唯有创意文化与传统工艺相结
合，琉璃才称得上艺术品。”淄博人立实业
有限公司总经理焦新说，“台湾‘琉璃工
坊’的杨惠珊曾来博山学习技艺，现在，她
的品牌影响力却令我们望尘莫及。我们
要致力于把大师们整合成艺术团队，让他
们的作品价值得到提升。”

在新的起点上，博山琉璃定位往高端
艺术品方向发展。“例如一件琉璃作品，瓶
子值 3000 元至 5000 元，雕刻值 1 万元至

2 万元。如果让这两位大师合作创作，那
么，最终这件作品的价格会上浮 50%至
100%。”焦新告诉记者，这种凝结了多位
大师技艺的作品收藏价值更高，深受藏家
喜爱。现在,人立琉璃已吸纳了 13 位省级
以上琉璃艺术大师，让他们在稳定、宽松
的创作环境中，专注于创作艺术精品。

2013 年 9 月，人立琉璃艺术馆主馆正
式开馆，不仅让普通百姓近距离一睹琉璃
精品，更让博山琉璃的传统文化内涵有了
发扬光大的平台。“人立”还在北京、深圳、
港澳台及海外地区举办琉璃专题展览及
推介活动。“人立”设立的大师工作室和琉
璃研究设计院、烧制实验室，为当代艺术
家提供艺术交流与创作平台；设立的奖励
基金可保送有潜力的琉璃艺人到高等艺
术院校深造，为琉璃产业储备人才。

经过多方努力，博山琉璃艺术不断得
到传承发展，先后有 30 余件作品获国际大
奖，160 余件作品获国家大奖。目前，博山
全区陶琉企业已发展到 300 余家，陶琉产
业年产值超过 50 亿元，博山琉璃也被授予

“中国地理标志”。

山东博山——

“创”出琉璃器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李安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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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有一村

看浓园
本报记者 刘 畅 实习生 刘晓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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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 2014 年 3 月 29 日至 4 月 2 日，中国设计红星奖首次亮相法国巴黎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 李博晗摄

上图 “止禁城”系列中的“荷”盘。 （资料图片）

让设计成为发展的软实力
陈冬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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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内画艺术大师 28 人联展在鲁

派内画的发源地山东博山举办。

苏 兵摄

在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观音山总部经
济区，消费者能享受到体育用品订制服务
——在国内知名体育用品企业安踏，将脚
放进鞋模，就能测出顾客的体重、行走重
心等，如果需要订制，马上就能根据这些数
据进行订单式生产；在万杰隆品牌店，站在
显示屏前，电子扫描可帮助“试”衣服，也可
以实现订制、付款“一条龙”服务。

这得益于厦门近年来强化创新驱动，
做大一批工业设计孵化基地，培育发展一
批有较强研发设计能力的科技服务型企
业，促进制造业由加工组装环节向前端研
发设计环节延伸。

长期以来，厦门给人的印象是“体育用
品之都”，聚集了一批以特步、安踏、361
度、匹克等为代表的体育用品企业。通过
发展工业设计，厦门加快现代生产性服务
业企业的集聚。目前，厦门拥有专业化工
业设计企业 100 多家，大中企业设立的工
业设计机构 200 多家；体育服装、运动鞋
帽、太阳眼镜等行业工业设计，居于国内外
先进水平。

工业设计的发展，不但助推厦门产运

动鞋、运动服遍布海内外，吸引了体育用品
企业总部聚集，而且促成了福建千亿服装
产业集群在厦漳泉龙等更大区域内整合，
利用现有产业要素，提升设计创新的区域
协同效应。2013 年福建省出口纺织服装
229 亿美元，同比增长 22.3%，其中体育服
饰的出口占一半左右；福建民营企业出口
纺织服装 170.3 亿美元，增长 29.7%，其中
体育用品的出口占六成。2013 年，福建省
仅体育器材出口超过就 10 亿美元，伟士羽
毛球、蒙发利按摩椅等成为知名品牌。

目前，厦门正在大力打造“创新厦门”、
“设计之城”，希望建成若干个国家认定、服
务海西、辐射周边的工业设计示范基地，培
育一批创新能力强、设计成果多、实际应用
广的品牌企业。

“厦门地少人多，发展工业设计，是突
破资源瓶颈制约、提升产业竞争力的重要
途径。”厦门市副市长李栋梁说，“必须把工
业设计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和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制造业
核心竞争力的关键环节，努力为包括体育
产业在内的工业设计发展提供优质服务。”

福建厦门——

“订制”运动业
本报记者 殷陆君

与内画有约

“文化产业本身就是源于人们思想创意
基础上的产业，所以与创意的关系不是伴
生，而是原生的关系。”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
文化部副主任祁述裕说，在国务院《关于推
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
展的若干意见》出台后，文化创意和设计服
务两者间相互作用产生的“原生动力”，不但
可为人们提供更加丰富而有内涵的文化产
品，也将有力提升我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

“未来设计进入电影等文化产业的核心
构成将是一个趋势。”北京歌华文化创意产
业中心主任曾辉说，去年北京国际电影节
上，他与新西兰电影视觉特效艺术家泰勒互
换名片，发现对方递上名片上写着“graph-

ic design”（视觉设计）。泰勒所在的 We-
ta 公司也曾凭借《指环王》、《金刚》、《阿凡
达》等影片获过多次奥斯卡最佳视觉效果
奖。曾辉说，“将设计思维引入到电影之中，
已经远远突破了过去美工和美术指导的范
畴。电影设计师将与编剧、导演共同成为科
幻题材电影的‘三驾马车’”。

洛可可设计公司创始人贾伟认为，通过
设计和创意，牵动用户购买需求，才有可能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产品。这也是许多文化
产品的生产方需要思考的环节。他说，“最
好 的 产 品 是 科 技 、工 艺 和 艺 术 的 完 美 结
合”。为此，他集合了公司的优秀设计师，组
成“上上”团队专门设计文化品牌。

“我所理解的互联网思维，就是更加快
捷、开放、高效地让消费者去体验产品。而
设计思维的关键词是情感和美，恰与文化契
合。”贾伟认为，设计与文化天然相通，会让
彼此在融合后走得更加长远。

数据显示，2012 年，我国文化产值比上
升至 3.48%，全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率却下
降到 2.20%。文化产品供需关系已不是供
给不足，而是供给与需求不匹配，供给没有
带动起相应的消费。从满足消费需求的角
度讲，设计将有助于提升文化产品的品质和
时代感，文化也将增加设计产品的积淀和内
涵，双向作用将使产品更容易走进日常生
活，融入生活。

北京白鲸创享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陈
臻昊觉得，谈融合首先要有了解、认同和感
知，“我们希望把西方先进的理念，包括知
识、技术，运用到产品设计上，借用现代设计
语言表达中国文化精华”。

贾伟也发现，具有文化内涵的设计产品
吸引的目标人群更为广泛，因此，洛可可公
司会定期请中央美院的教授、设计公司的总
监为员工授课培训。在听完老师关于《汉字
大爆炸》的分享后，“上上”品牌设计师杨万
里受到很大启发，“我看到中国汉字文化与
当代设计结合之后爆发出不一样的美感。
我会将这种美感融入自己设计的产品中，传
递出去”。

双向融合催生多重效应
本报记者 金 晶

文化设计添美“力”文化设计添美文化设计添美““力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