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金晶报道：第十二届文博会“城市与艺术
设计”高峰论坛日前在 182 设计园分会场举行。论坛邀请
了业内知名设计师、城市规划师与观众面对面交流，百余家
设计企业现场阐述设计如何让世界美起来。

作为第四次承办文博会分会场的 182 设计园，在本届
文博会，以“匠心雕筑·创想 182”为主题，邀请众多文化创
客参与“心有灵犀”手作系列活动，推出 3D 打印展、新视觉
多媒体展示以及各种平凡易得的材料制作成精美绝伦的雕
塑艺术、灯画艺术、装饰设计等手工艺术品，对外推介深圳
本土设计，展示创意设计的魅力。

记者在 182 设计园分会场看到，蓝色镂空高跟鞋时尚
别致、半乳白半透明的绿巨人浩克飞扬跋扈很是吸引眼球，
该园区的 3D 创客空间，让技术与现代设计理念巧妙结合，
让原本生冷的技术也有了艺术之美。观众可以在这里看到
最新的 3D 打印技术，还可以在现场观摩及学习 3D 打印过
程，亲身感受科技与文化艺术的完美结合。

182 设计园位于深圳东部，占地面积 3 万平方米，规划
建筑面积 15 万平方米。设计园第一期已进驻了近百家优
秀创意设计企业，第二期将于 2017年落成。据园区总经理
王卫君介绍，182 设计园的目标是打造成最具国际影响力
的设计研发创新中心、设计人才培训中心、设计技术交流中
心及设计成果转化中心，成为创意设计行业集聚中心、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的乐土。

“城市与艺术设计”高峰论坛举行

徜徉悠悠历史 赏析中华瑰宝
——第十二届文博会侧记

本报记者 杨阳腾 隋明梅

为配合第十二届文博会的召
开，国内首个实体智慧图书馆日
前在深圳市盐田区启用。走进图
书馆，整体以蓝色为基调的海洋
主题充满现代感。近 20 米高的
空间中，圆形天顶采用透光软膜
印制星空图案，墙面以竖向线条
隐约浮现海浪曲线，其中光柱如
同流星从穹顶坠落，地面互动投
射出流动的海底世界，让人感觉
置身于浩瀚的海洋，仰望广博无
际的知识星空。

盐田区图书馆馆长尹丽棠告
诉《经济日报》记者，智慧图书馆
基于物联网、移动服务、大数据等
技术，让读者随时、随地、随心享
受到图书馆资源的便利性，享受
阅读的快乐。智慧图书馆主要由
智能书架系统、传感网系统、智慧
坐席系统组成。读者可通过智能
书架快捷地浏览到所找书目的简
介，还能方便地查找到书的具体
位置；而馆员通过智能书架能实
现图书的自动盘点功能，轻松找
出错架的书本，提高了图书馆理
员的工作效率。

馆中通过布设 Zigbee 传感
网，实现了智能楼宇管理，能感知
人流量与特殊读者的定位，实现
固定资产的实时监控与防盗，自
动调节环境温湿度，读者离开会
自动关灯达到节能效果等。馆内
设置的智慧坐席则集成了互动触
摸设备和感应器，读者入座后可
根据喜好调节坐位舒适度。系统
后台能针对每个读者的阅读喜
好，实现对读者的个性化、专门化服务。图书馆服务总台区
域还设有机器人“贝贝”，可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为读者提供
馆情咨询、服务咨询、活动介绍、业务指引等全天候自动服
务。“这开创了公共图书馆的先例。”尹丽棠称。

“智慧墙服务区是我们图书馆的亮点之一，也是我们馆
获得文化部科技创新项目‘图书馆智慧平台的研究与示范’
的一部分。”尹丽棠表示。这个由 45 块液晶屏拼接而成的
智慧墙，可提供信息展播、资源浏览、读者互动等功能。读
者可通过上部分的“展示墙”浏览到各类信息以及实时观看
报告厅转播的重要会议；下部分的“互动墙”则由 9 块多触
点互动屏组成，读者可 9 人同时查询不同信息，还可实现线
上线下互动功能。

值得一提的是，馆中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海洋文献联
合目录库，整合了国内 700多家图书馆的海洋馆藏信息，汇
集了 50 万条海洋目录信息等，可为读者提供一站式的海洋
信息检索、阅读、利用服务等。

盐田区图书馆不仅硬件充满智慧，还将智能服务通过
软件延伸至每位读者。尹丽棠告诉记者，图书馆研发了各
类 APP，包 括 移 动 服 务 APP——Touch 无 限 和 激 活 。
Touch 无限是面向读者的移动服务 APP，读者可以随时、
随地通过手机 APP 与图书馆实现互联互通。激活是面向
图书馆员的移动管理 APP，实现图书馆的移动式业务管理
和服务，管理员可以远程实时监控图书馆的运行状况。图
书馆移动门户是移动社区 APP，读者可以通过此 APP 参与
图书馆的资源建设，并可与周边的读者进行互动、分享，使
读者成为图书馆移动服务社区的主人。

走进智慧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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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龙岗区：用融合打造文化新业态
本报记者 杨阳腾

文化+科技、文化+体验、文化+创
意、文化+农业⋯⋯第十二届文博会上，

“文化+”概念成为一大热词。以“融合”
为关键词和主旋律，连续参展 12 年的深
圳市龙岗区展示了其依托创新科技提升
文化创意内涵、繁荣文化新业态发展的
魅力成果。

文创园的强度和温度

“从北到南，我在国内一线城市走访
考察了一大圈，发现文化产业还是在深
圳最接地气。”设计师栾立银接受《经济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概念设计是艺
术，但文化发展规划应从产业角度出发，
注重良性互动，文创园区建设不能是空
城，不能没有温度。

栾立银在第十二届文博会 2013 文
化创客园分会场开设了一个免租低租众
创空间“异·空间”，专门用于为文化创客
提供公共研发场地。

栾立银把“有趣、好玩、交融、讲究互
动”视为打造文创园区和空间的关键词，
致力于将其变为公共艺术作品，更加有
美感。记者在“异·空间”看到，这里有专
门给创业者、自由职业者提供的共享空
间，还有创导沙龙、创客公寓配套、车库
会议室及绘画、陶艺、彩绘公仔、小机器
人设计组装等酷玩设置，充满“文化+”
的互动体验元素。在本届文博会上，这
个空间被作为一大亮点对外开放。

记者发现，位于龙岗区的 13 个文博
会分会场上都具有“以产业发展为基础、
务实又接地气，增加互动性聚集人气”的
特点。在坂田手造文化街&创意园分会
场，这里集中展示的产品契合最新的行
业发展趋势，而且和最新科技结合密切，
消费需求比较旺，涵盖了虚拟现实、人工
智能、互动娱乐、物联网、新媒体、云平
台、多媒体技术、影视动漫、创意设计、跨
境电商等领域。这些展品，大多数都是
该园区企业自主研发推出的产品。

“虽然现在已经有了明确的发展思
路，并陆续培育出精品项目和企业，但在
2012 年产业园刚开园时，我们还是比较
迷茫的。”坂田文化创意产业园战略投资
总监奚德告诉记者，当时深圳很多产业
园崛起，坂田文创园最初定位在文化创
意这一块，涉及行业较单一。引进的企
业以创意设计、包装设计、文化设计为
主，此后两年一直都在摸着石头过河。

“经过探索和分析，我们根据市场的变化
逐步走上‘文化+’的路线，接触了科技、
贸易、电商类等有成长性的企业，行业跨
度比较大了，也开始进行产业整合，逐步
取得较好的成效。”奚德称。

新兴的坂田文创园借着举办文博会
分会场的契机成长为文化精品园区，老
牌的产业园区也在不断壮大。全球重要
的商品油画集散地大芬油画村，就汇聚
了 60 多家规模相对较大的油画经营公
司，1200 多家画廊、工作室以及画框、画
布、颜料等绘画材料门店，形成以油画为
主，附带书画、刺绣、雕塑艺术品及其它
工艺品经营产业链，并借助科技手段把
大芬艺术搬上网络平台。在本届文博会
上，大芬油画村分会场举办了大芬艺术
家原创作品展、艺术创想创意集市等，把
大芬艺术家对商品化的社会消费、对传
统学术特色的理解以原创性、时代性、学
术性的作品展现出来。大芬油画村还引
入谷歌大数据应用和先进的技术手段，
帮助大芬艺术更好地走向全球市场。

“文创园区一定要有独特的文化味，
做足创意，同质化的文创园将会沦为低
等的商业园。”栾立银表示，文化味不仅
要有硬环境的支撑，还要靠个性化的

“软实力”形成独具特色的风景，有强度
也要有温度。

“文化+”见证文化变迁

“融合”是当前文化产业发展的主旋
律。龙岗区借助文化融合发展的契机，
积极推动“文化东进”，实现文化品牌“引
进来的同时走出去”，借助政校行企合作
搭建平台推动文化创意产业与其他产业
融合，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新业态。

今年首次成为文博会分会场的横岗
眼镜城曾被称为“眼镜王国”，年产眼镜
超过 1.2 亿副，约占全球高端眼镜产量
的 70%；95%的产品出口到 120 多个国
家和地区，在产业规模、创意设计、相关
技术、产品质量、产业链及配套等方面具
有较大优势。但伴随着人力成本增加、
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传统的代工贴
牌生产利润微薄，很多企业面临发展瓶
颈。在自创品牌、产业升级的过程中，横
岗将时尚、艺术、科技“融”到眼镜的设计
中，从项链、书卷乃至小小鱼钩中挖掘设
计灵感，巧用冷门材质做出精妙构思的
艺术品，让一副副眼镜“玩”出高端、时尚
的新花样。

“融合”让这里的事情发生了巨大
变化。文博会横岗眼镜时尚 e 城分会
场负责人、时尚易城投资公司副总经
理郑凯平认为，这里已成为深圳推动
优势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点项目和
眼镜产业转型升级的公共服务平台。
在转型过程中，研发设计成为品牌发
展的点睛之笔。横岗本土设计师单浩
表示，设计师们五花八门的灵感碰撞
和 创 意 摩 擦 是 横 岗 眼 镜 创 新 发 展 的

“制胜法宝”，横岗也为设计师们搭建
起更完善的交流阵地和创意“熔炉”。

“本届文博会将通过实物、声光电、
故事化情景以及互动式体验等方式展现
眼镜与产业、文化、科技碰撞的故事，以
及鼻梁上的文化变迁。”郑凯平称，文博
会期间还将推出龙岗眼镜产业转型升级

成果展，举办中国供给侧改革与眼镜产
业转型峰会、跨境电商携手眼镜产业走
向世界峰会及眼镜业与眼视光融合创新
发展高峰论坛。

今年参展文博会的企业和项目中，
与文化相融合发展的亮点很多，其中来
自深圳平湖街道的绿膳谷基于互联网在
线交易及线下体验，推出农业文化创意、
健康饮食体验、农创手造展示服务，在文
博会期间推出饼干学院、咖啡工厂、大米
文化馆、蜜蜂故事馆、奶牛牧场、美食手
作互动活动，为都市人带来“文化+农
业”“文化+创意”等饮食文化体验。

但“文化+”究竟该怎么+？在奚德
看来，还是要跟着市场走。“目前很多文
创企业都在随着市场变化不断调整自
我，这也迫使我们将符合市场需求的其
他优势资源融进来，走‘文化+’的路
线。”奚德称。

2015 年，龙岗区提出探索“以租金
换股权，通过直接投资入股，从房东变成
股东，打造 4.0 版产业园区”的发展模
式。目前，这一探索已获得实践样本。
2015 年，坂田文创园完成对原创动漫企
业时代科腾 10%的股权投资。“这一投
资的完成具有里程碑性意义，标志着园
区转型走上工业 4.0 的道路。”奚德说，

“我们不想做单纯的房东，停留在单纯的
收租模式上，文创园区需要发现的是如
何与企业联动、把企业的优势和我们的
资源整合到一起，孵化有潜力的文化创
客及创新型企业”。

宋元古瓷片做成的古代首饰、采用
古法工艺铸造、鎏金和錾刻而成的明朝
永乐年间圣物“八瓣莲花大威德金刚坛
城”复刻品、象形文字的“活化石”水书
⋯⋯在 12 日开幕的第十二届文博会上，
博大精深、美轮美奂的中华文化艺术精
品琳琅满目。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创造了多彩多
姿、精美绝伦的瓷器。瓷器多见，瓷片画
却少见。在文博会 2 号馆时尚文化馆
内，瓷片画收藏家付晓晓带来了 8 幅宋
元瓷片画、修复的古器物及 20 余件宋元
古瓷片做成的古代首饰，其中包括稀有

的绿定瓷片、磁州窑系的“白地黑剔”花
瓷片以及哥窑的“金丝铁片”。付晓晓告
诉记者，绿定是北宋和金代定窑瓷器中
的绿釉品种，瓷器生产比白定、黑定、紫
定都少，在窑址调查中很难发现绿定标
本。而哥窑目前只在北京故宫、台北博
物院和美国存有整器。“千年的社会动荡
与战火洗礼让这些举世闻名的宋元古瓷
器最终变成碎片。整器只是凤毛麟角，
只能孤独地藏身于著名博物馆中。”付晓
晓认为，这些具备文物性质的艺术品承
载着穿越时空的文化，是可以触碰的“历
史大地的温暖”，是过去苦难的见证。将

这些作品带进文博会，就是想让大家感
受我国古代辉煌的文化。

在文博会 1 号馆文化产业综合馆
内，3000 多平方米的展览区域内汇集了
我国 31 个省、区、市及港澳台地区的文
化艺术成果。在福田展区，记者被一幅
幅虫珀艺术作品所吸引，只见叶花虫蝶
栩栩如生的形态被定格。来自上海的参
展商夏方远告诉记者，虫珀是琥珀内含
昆虫的包裹体，仅占琥珀中的万分之一，
极其珍稀，此次现场展示的有超过 30 件
珍稀虫珀，价格都在 7 位数以上。带琥
珀来参展的荣珀公司董事谢珍告诉记
者，去年年底，江西西汉海昏侯墓出土了
一块葡萄般大小、两端钻有微孔、对齐贯
穿的琥珀。这块琥珀中还有昆虫，属于
珍贵的虫珀。这说明在两千年前，虫珀
就已经是非常贵重的物品。这些来自远
古的“时光宝物”除了以自然形态示人之
外，精心雕刻而成的艺术更让人一睹自
然与人工的奇妙结合。

看完稀世珍宝，还有雕刻、刺绣、艺
术陶瓷、金属工艺、金银珠宝、唐卡等工
艺美术精品。在 9 号馆工艺美术馆举行
的第四届百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联
展上，21 个省区市的 102 位工艺美术大
师带来了 172 件作品，代表作有扬州高
毅进大师的玉雕《大方鼎》、山西薛生金
大师的推光漆器《明宫乐韵动长安》、北
京殷秀云大师的红雕漆《双狮》、辽宁周
东正大师的玉雕《中华帝王大屏风》、广
东张民辉大师的大型骨雕（代牙雕）新作

《南国明珠》等。

记者看到，展出的一尊《八瓣莲花大
威德金刚坛城》采用古法工艺铸造，鎏
金、錾刻，共有大小完整佛像 19 尊、浮雕
动物和人物数以 10 计、花草缠枝繁复无
比。其主尊有 9 头、34 臂、16 腿，手持法
器各异，脚踏动物，16 尊之外另有 8 大天
神在其下方，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童永
全和他的涌泉制艺工作室联手复制。童
永全告诉记者，这幅作品的原作制于 14
世纪明朝永乐年间，是倾一国之力成就
的圣物，布施西藏佛界，是永乐宫廷造像
的最高境界。“我们从 2000 年开始着手，
从查找资料、建立模型，到完成中轴、盖
子、缠枝莲花卉和部分莲花瓣的制作，再
到完成复制历时近 15年。”童永全称。

历届文博会上，非物质文化遗产馆
里总是“看头”不小，今年也不例外。一
批产业化程度高、文化内涵深的国家级、
省级以上非遗项目和产品在这里集中展
示，还有民间传统手工技艺、民间传统美
术作品与工艺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成果等。其中，海南带来了黎族黎锦手
工制作、海南椰雕技艺、海南黄花梨产品
木制技艺、昌江黎族手工泥陶器工艺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亮点和重点项目。贵州
省黔南州还带来都匀毛尖茶传统制作、
三都马尾绣、黔南水书等非遗文化作
品。其中，水书是水族先民在远古的生
产生活中创造出的独特文字，是水族流
传至今用于指导日常生产生活的宗教典
籍。它是由文字、表意图象等组成的文
字体系，是水族民间知识、民间信仰文化
的综合记录与体现。

塔 什 库 尔 干 塔 吉 克 推 介 高 原 文 化
本报深圳 5 月 12 日电 记者郑彬报道：今日，丝绸古

道上的中巴经济走廊节点城市、帕米尔高原明珠塔什库尔
干塔吉克自治县展团以“帕米尔高原明珠、魅力塔什库尔
干”为主题再次参展文博会，带来了独具特色的原生态民族
文化和塔吉克风情，以及颇具潜力的文化项目，并重点推介
了当地自然风光、名胜古迹和民俗文化。

塔县副县长徐远平介绍，塔县此次参展文博会的主要
展品有《走进塔什库尔干》《帕米尔文明溯源》等文化书籍，
依托当地民族文化资源推出的电影《帕米尔新娘》等艺术作
品，还有新疆萨尔塔吉克手工艺品、帕米尔玛咖酒等特色产
品和提孜那甫乡农牧民的精美刺绣。塔吉克族专业演员们
还将现场表演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塔吉克族鹰舞，演唱
塔吉克民歌，吹奏塔吉克鹰笛，展示塔吉克服饰，展演和宣
传塔吉克族的非物质文化。

图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童永全向观众介绍其创作的《八瓣莲花大威德金

刚坛城》。 文阳洋摄

左图：来自龙岗 2013 文化创

客园的创客空间“异空间”的工作

人 员 向 观 众 展 示 3D 打 印 作

品。 杨阳腾摄
下图：文博会 2013 文化创客

园分会场开幕式上，机器人在表

演。 黄天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