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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传
郭羿承，artkey艺奇文创集团董事长、中央美术学院

特聘教授。20 多年来，他孜孜不倦地探索我国艺术授权

产业发展之路：创立全球第一个东方文化艺术授权品牌

artkey，发起设立国内首只艺术授权基金——国际艺术授

权基金，并与台北故宫、北京故宫、国家博物馆、杜甫草

堂等知名博物馆合作挖掘和推广中华历史文化宝藏。透过

艺术授权，他成功让齐白石等诸多东方艺术家走进了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的生活。他因此被业界誉为“中华文

化艺术授权第一人”。

“榴三姐”创业记

大学毕业后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是许多毕业生的

梦想。然而，在江西南昌西湖区有 3位“90后”女大学

生，却辞掉了“铁饭碗”，集资创业，开办了一家“榴三

姐甜品店”——她们就是熊兴颖和杨玫、肖洒。

这 3个女孩是高中同学，也是多年的闺蜜，大学学

的都是设计专业。3 个人大学毕业后，都进入了事业单

位工作。工作之余，她们喜欢在一起学做甜品。一

天，爱吃榴莲蛋糕的 3个人一起在家学做榴莲蛋糕，制

作出成品后，她们将图发到微信朋友圈，谁也没想

到，当天晚上，3 个人接二连三地收到询问咨询，甚至

要求订货的微信，一个创业的念头在她们心中萌发。

2013 年，3 个人决定辞职创业：租房、进货、试生

产，榴三姐甜品店在微信上试营业。创业伊始，“榴三

姐”只有一个小小的烤箱，经常为了烤两个蛋糕熬到半

夜。“虽然很辛苦，但是每天都很开心，能把自己喜欢的

东西分享给其他人，尤其是看到被越来越多的顾客肯

定，特别有满足感。”新合伙人徐蓉告诉记者。

随着“榴三姐”在微信圈中的名气越来越大，他们

的蛋糕也越卖越多，一天营业额上万元。“每个人都应该

有自己的梦想，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更好的生活，是我

们的追求。”谈起创业初衷，店长熊兴颖对未来信心

满满。
陈文萍 陈 莉摄影报道

artkey艺奇文创集团董事长郭羿承：

做中华文化宝藏“开矿人”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郑 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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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看过 《功夫熊猫》 吧？功
夫跟熊猫都是中国的，影片中‘空’

‘静’等美学元素也是中国的，但 《功
夫熊猫》却是外国的。党的十九大报告
中强调‘文化自信’，我们中华文化有
5000 年的积淀，全世界都很难比得
上，但如果我们没有能力从自己的文化
中去挖掘有价值的内容并将之转化为
IP，这些内容就会被别人拿去赚钱，我
们自己只能吃残羹冷炙……”日前，在
第九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
易博览会上，artkey艺奇文创集团董事
长郭羿承的发言，抓住了在场众多企业
家和公众的心。

艺术授权，被郭羿承看作是将瑰丽
的中华文化带向全世界的翅膀。整整20
年，他不遗余力地阐述、推广着艺术授权
理念——从香港亚洲文化合作论坛、北
京奥运论坛、上海世博会到文化部组织的
各类培训课堂；他孜孜不倦地探索、实践
着艺术授权产业发展之路——创立全球
第一个东方文化艺术授权品牌 artkey、
发起国内首只艺术授权基金、让齐白石等
许多东方艺术家的作品走向世界。

齐白石：从中国的到世界的

郭羿承出生在台湾，3 岁时开始学
习画画，拿起画笔就会忘记吃饭，小学
未毕业他就拿到了台湾几乎所有儿童绘
画比赛的第一名。成为一名画家是可以
想见的人生路，这条路却在他大学毕业
前的一次个人画展后出现了拐点。

“那次个展我突发奇想，尝试将自
己的画交给一些杯子、明信片、笔记本
的厂商做成衍生品。当时我并不知道这
就是艺术授权的方法，只觉得把画印上
去很好看。没想到原作没卖完，衍生品
却销售一空。”郭羿承事后了解到，在
中国还是一个崭新概念的艺术授权，当

时在国外竟然有200多亿美元的市场！
郭羿承觉得眼前突然敞开了一扇大

门：艺术要满足人对美的需求，应该俯
拾即是。达芬奇、毕加索、梵高等西方
艺术家能获得全世界的认同，画作衍生

出的周边商品是一大“功臣”。那
么，齐白石、张大千等东方艺术家
也应该有人替他们发声，让全世
界看到瑰丽的东方艺术。1997
年，郭羿承在台湾成立了 artkey
艺术授权公司。

郭羿承明白，中华文化真正
的源泉和沃土在大陆而非台

湾。2000年，他带着刚拿到手的
一笔风投资金，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北京，
想要为中华艺术寻找合适的“代言人”。

谁最有资格为中华艺术“代言”？
郭羿承在 10 万个艺术家中首先筛选出
了齐白石。“选择他，一是因为他的名
气很大。二是因为他的作品在艺术授权
上应用性很强，花鸟虫鱼这些日常生活
的题材，全世界都很容易接受。最重要
的是，齐白石绘画所诠释的‘生活美
学’极好地表达了中国画的艺术境界，
能让人从中体会到中国人的审美趣味，
包括中国人独有的幽默。”郭羿承说。

拿到齐白石作品的完整授权绝非一
件容易的事。齐白石有两位夫人、11个
孩子，家族继承人散布在大江南北的不
同省份。郭羿承花费了两年时间去联
系，协调、促成他们召开家族会议，选
出家族代表人谈授权合作。

当时，面对艺术授权这个陌生的名
词，齐白石后人是心有疑虑的——艺术
品讲究物以稀为贵，经授权扩大传播
后，会不会降低原作的价值？就连国内
艺术圈里的专家们也不看好此事。“做不
成的！国内连艺术市场都还没有起来，
谈什么艺术授权？”他们对郭羿承说。

“原作会不会升值我不确定，但我确
定不会贬值。”郭羿承向齐白石家族承
诺。2002年，他拿到了齐白石作品的独
家授权。他的心情有些忐忑，毕竟当时
中国文化作品在国际市场上认同度不
高，他并没有把握一定能做好。15年过
去了，郭羿承没有食言。如今，齐白石
的作品被授权到全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
区，授权商品涉及航空、银行等众多领
域。越来越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通过印
有artkey授权标志的产品喜欢上了这位
东方艺术大师。与此同时，齐白石原作
的价值不降反升。在 2013 年法国的
Artprice统计中，齐白石的作品成为当
年拍卖总价最贵的，甚至超过了毕加索。

中华文化：自信，更要自觉

时至今日，郭羿承已带领着artkey
集团获得了 1000 多位知名艺术家、超
过 10 万件艺术作品的合法授权，并与
台北故宫、北京故宫、国家博物馆等两
岸知名博物馆合作挖掘和推广中华历史
文化宝藏。artkey 的客户遍及全球 60
多个国家，授权产品近千种。在他的努
力下，中华艺术不仅透过艺术授权走向
了世界，更打破了精英文化的藩篱。

2009 年，郭羿承发起设立了国内
首只艺术授权基金——国际艺术授权基
金。因为他发现，艺术授权在实现他

“帮文化走出去”的初衷之外，另有一
种“点石成金”的力量，即助力传统制
造业实现升级。

郭羿承向记者举了许多亲身经历的
例子。比如，他有一位做加湿器的客
户，原本用了青花瓷元素想提升产品附
加值，却因竞争者纷纷效仿，效果并不
理想。当 artkey 将齐白石作品授权给
该客户后，他成功将加湿器做成了一款

“艺术品”，市场售价提高了许多且销量
大增。又如知名保温杯品牌膳魔师，推
出 获 artkey 授 权 的 大 师 系 列 保 温 杯
后，销量和品牌美誉度双双提升。

“文化自信不仅有利于产业升级，
还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代代传承。”郭羿
承认真地说，“我们的孩子，从小看米
老鼠动画片，就习惯美国思维；从小看
日本动漫，就习惯日本思维。那么我们
自己的文化如何传承、如何发扬光大？
这是每个中国人、尤其是做文化产业的
人应该去思考的”。

“对民族文化，我们要有自信，更要
有去好好运用的自觉。”令郭羿承欣慰的
是，这种“文化自觉”正逐渐深入人心，

“以前用百度搜索‘艺术授权公司’，只有
我们一家，而现在越来越多了”。

跨界者：身份不同，目标一致

现在，已经很难说郭羿承的身份究
竟是艺术家、企业家还是学者，而这或
许正是作为一个文化产业专家应该有的
跨界身份。

作为艺术家，他持续超过 40 年的
创作生涯还在继续，其作品在北京 798
艺术区、上海月湖雕塑公园长期展出。

作为企业家，他一直在带领artkey
探索艺术授权产业发展壮大的路径：他
与台北故宫的合作，令台北故宫衍生品

销售从2007年的4000万台币跃升到去
年的 10 亿台币；他奔走推动两岸 《富
春山居图》的合展，并借此机会取得授
权，与地方银行合作推出了中国第一张

“艺术授权银行卡”；他提出“城市美术
馆”概念，与北京、上海、山西、东
莞、成都等地相关部门合作，透过艺术
授权将城市打造成“美术馆”……

而作为学者，郭羿承则长期不断为
中华文化的传播和艺术授权的普及奔
走。他积极参与国家文化政策发展报告
的撰写，曾多次受邀担任《中国文化产
业发展报告》《两岸文化产业合作发展
报告》撰稿人；他作为文化部聘用的专
家，多次为全国美术馆馆长、博物馆馆
长及国家级文化产业园区负责人授课，
与这些文化宝库的“守门人”深度探讨
如何发掘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宝藏；作
为中央美院艺术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他
向中央美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
校学子讲授文化创意产业及艺术授权的
生活美学……

“我很高兴有越来越多人参与到艺
术授权的行列。因为文化内容不像煤
矿，挖完一个少一个；文化资源是越挖
越深、越做越多的。只有大家都行动起
来，共同做好中华文化这个大 IP,才有
利于实现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郭羿
承坚定地说。

11月 19日，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获得者、咸阳道
北中学语文特级教师呼秀珍像往常一样，一大早便来
到学校准备新一天的工作。此前，她刚刚在北京参加
了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对于这次获奖，呼秀
珍说：“能够获得全国道德模范多少有些意外，作为
一名人民教师，今后我会继续发挥余热，对得起‘道
德模范’的称号。”

今年73岁的呼秀珍，1965年参加工作，2002年退
休后返聘至今。在同事眼中，呼秀珍是学校的精神标
杆。52 年来，呼秀珍没有请过一天病事假。小病吃个
药，唯一一次大病是做胆囊切除手术，也被她安排到了
寒假。有事情，她都安排到假期去做，没有耽误过学生
一节课。

在每位教师的教学生涯中，都会遇到调皮叛逆的学
生，呼秀珍也不例外，年轻时她还被学生气哭过，但呼
秀珍说：“一个学生不管学习怎么样，本性上都是善良
的、是有爱心的。除了知识，我还可以教他们如何做
人，做对社会有用的人。”对于带着礼物上门的家长，
呼秀珍则一概拒之门外，“只要孩子们学习好，我心里
就高兴，我要是收了家长的东西，就没法用一颗平常心
教育孩子了”。

作为特级教师，多年来，呼秀珍利用双休日、寒暑
假，开展师德师风、家庭教育等报告940场次，累计听
众达 27 万人次。不论邀请她的单位大小，不论听众多
少，不论省内省外，她从不讲条件，也不计报酬。从
2002 年起，她还为多个社区和“家长学校”义务讲课
98场次，普及家教知识。

为了给大家解答教育子女中遇到的难题，呼秀珍
先后撰写了 《放飞希望》《献给孩子的爱》《思念与传
承》《托起明天的太阳》 等多本家庭教育专著。在

《中国妇女报》“呼妈妈家教热线”栏目发表文章 80
篇，有针对性地为家长们答疑解惑；每年的“学雷锋
纪念日”，呼秀珍都会在社区或学校义务开展“家庭
教育咨询”。

教学生涯中，呼秀珍始终用 4 个“认真”要求自
己：认真备好每一节课，认真上好每一节课，认真批改
每一本作业，认真对待教学中出现的每一个问题。翻开
她保存的 48 本教案，扉页上都写着“认认真真教书，
全心全意育人”“和和气气做严师，扎扎实实抓教学”
等自勉的话。

呼秀珍动情地说：“我真心热爱老师这份事业，做
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是我一生的追求。”

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呼秀珍：

“当老师是我一生追求”
本报记者 雷 婷

在河南省安阳市滑县老爷庙乡孔村，有一位朴实无
华、勤劳善良的农村妇女，10 余年如一日地孝敬公
婆，教育子女，她用自己的坚持、勤劳和善良完美地诠
释了中华儿女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她就是孔村村民张
兰芳。

“从嫁到孔村这十几年来，张兰芳一直和街坊邻居
和睦相处，对每一个人都是热情相待，谁要是遇到了困
难，她都会竭尽全力地去帮助。”村党支部书记郭孟朝
说，提起张兰芳，当地村民都会伸出大拇指。

生活中的张兰芳，常常以身作则，用自己的一言
一行体现着孝道。除了教育子女勤劳善良、诚实守
信以外，她还经常教育子女要孝敬长辈。她对待丈
夫的兄妹姐妹，如自己亲生兄弟姐妹一样，脏活累
活从来都是自己干，10 多年来没有跟他们红过一次
脸、拌过一次嘴。一家老小在她的影响下，生活得
其乐融融。

2009 年，张兰芳年近 70 岁的婆婆患上了严重的
骨 性 关 节 炎 ， 双 腿 不 能 下 地 走 路 ， 生 活 也 不 能 自
理。作为儿媳妇，张兰芳当即表示，“就是再苦再
累再难，也要把婆婆的病看好”。

从此，张兰芳就开始带着婆婆四处问医并承担起
照顾老人的工作。婆婆胃口差，张兰芳就一口一口地
喂饭，一喂就是半个小时，有时候手都举麻了。婆婆
大小便时不能下床，张兰芳就拿盆给她接屎接尿。婆
婆因为不能动弹，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常常无缘无
故地唠叨张兰芳。每当这时，张兰芳就耐心地疏导婆
婆，并和她一块聊天拉家常，哄她开心，从来不跟婆
婆计较。

“只要老人高兴，有利于她的康复，做什么事我都
愿意。”张兰芳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为了便于
婆婆身体康复，张兰芳每天都要给老人做按摩，上午两
遍，下午两遍，从未间断。多年来，婆婆的床铺总是干
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异味。

经过张兰芳长期的精心照顾和四处求医治疗，婆
婆的病情开始好转，双腿双手慢慢变得有力了。“我
虽然身体不好，但我命好，有这样一个孝顺的好媳
妇，她可比亲闺女还要亲呐。”提到儿媳妇张兰芳，
老人动情地说。

孝老爱亲美名扬
——记河南滑县敬老村民张兰芳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尚明达

图① 榴三姐甜品店店长熊兴颖（左一）和员工一起在制作蛋糕。

图③ 熊兴颖在

精心制作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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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生产加湿器的厂商获得齐白石

作品授权后，将加湿器做成了“艺术品”，

深受市场青睐。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