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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去过成都

多次，但这次是让

我最感震撼和兴奋

的一次。

以往，在亚洲

范围内，人们说起文化创意，总会提到日本和台湾。日本自不必提，动

漫、音乐、电影，早已引领了一个时代；近年来大陆游客常去台湾，也

总会带回别具创意和匠心的小玩意儿。

这时常会令我们这些自诩为“文化从业者”的人们感到汗颜，也成

为高层关注的一个话题：作为制造业大国、第一贸易国，“中国制造”早

已通行全球；但每当人们要追求更好、更有创意、更具审美的产品，却

总是习惯于走到境外、走出国门。换句话说，在文化创意产业这个行

当，面临的“供给侧结构性矛盾”尤其突出。

人们总会对美、对新意感到喜爱。在采访中，蓝顶美术馆理事长章

智勇的一席话令我印象深刻——

“在日本，一个笔记本都能做出上千种！同样做杯子，我们过去习惯

的竞争策略是什么？是功能性的。大家都卖十块钱的杯子，成本可能是

八块；我们的策略是把成本降到六块，然后打败你。但日本不是这样，

他要做的是一个很漂亮、很精美的杯子，卖一百块，消费者照样买单。

为什么？因为除了功能性的价值，它还有审美价值。这就是日本为什么

GDP高的原因，也是我们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

相比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都有足以引以为傲的文化

底蕴和资源。但我们把这些资源开发好、利用好了吗？没有。比如文创

中的一个重要分支

——旅游产品，就

面临着很尴尬的局

面。你在丽江的古

街、阳朔的西街、

厦门的鼓浪屿或者湘西的凤凰，买到的产品可能都是一样的，毫无特色

可言。这不免让人失望。

而这些不足，恰恰就是创意存在的空间，也就是人们真实的需求。

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愿意为创意买单、为审美付出、为匠心喝彩。

这恰恰也是成都的活力所在。记得以前逛宽窄巷子，首先被吸引的

是“名字”：每一个看上去不起眼的店铺，都有一个充满意蕴的名字。而

以蓝顶、红星路35号、宽窄巷子等一批文创地标为代表，成都的文创正

趟出一条别具特色的道路。

其实这条道路也不难理解，就是尊重这一行业发展的规律：尊重人

才，空间宽松，同时把创意与本地、本物的资源特色结合起来。

归根结底，创意产业最需要的是人才。一个周春芽来到蓝顶，就有

数百名艺术家和相关从业者在此聚集；哪怕是像食品、文具、服饰这样

的传统行业，也同样需要具有艺术嗅觉、创意特长的人才涌现。

在这个过程中，成都政府扮演的角色令人称道。比如在蓝顶，就创

举性地赋予了艺术家工作室产权，让他们毫无后顾之忧地在这里落脚，

仅此一点就足以让全世界的艺术家艳羡；对于文化产业园区，政府同样

扮演的是引导、服务的角色，让人才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

所以，在打造西部文创中心的道路上，成都有什么理由不成功呢？

成都文创，没有不成功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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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文化之都。从三千

年前的金沙遗址，到秦国的都

江堰；从风云迭起的三国争霸，

到李白、杜甫、陆游等一代文

豪，都为成都留下了不可磨灭

的文化印记。

今年5月，国家发改委正

式公布了《成渝城市群发展规

划》，提出成都要以建设国家中

心城市为目标，增强成都作为

中国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中

心、科技中心、文创中心、对外

交往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功

能。这是国家层面首次明确提

出成都国家中心城市的定位。

成都也从区域性中心城市正式

迈入国家中心城市，走向全国

城镇体系“金字塔”的“塔尖”。

文化深入骨髓的成都，正

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努力

建成中国西部文创中心，现在

成都已经名列文博旅游全国第

三、演艺娱乐西部第一、手游全

国第四……

2015年，成都的文化产业

增加值预计达567亿元，占GDP

的5.06%，初步进入新兴产业行

列。成都有更大的愿景：到

2020年，把成都建设成为中国

中西部最具影响力、全国一流

和国际知名的“文化之都”。

作为未来的方向，文化创意

产业将如何改变成都？成都又

做了哪些工作？带着这些问题，

本报记者日前走访了位于成都

的两座文化创意产业地标。

和其他城市相比，发展文创产业，成都有着不可比拟的优
势。比如说，艺术家多。

通常人们印象中习惯“离群索居”的艺术家，在成都其实
住得离城市一点也不远。下了绕城高速，紧邻着白鹭湾湿地，
就是蓝顶美术馆。100多位艺术家聚集于蓝顶，使之成为中国
著名的当代艺术群落。

在蓝顶美术馆理事长章智勇看来，艺术家的聚集，为文创
产业提供了核心要素：“世界上先进的国家发展文创产业，最
初都是原创艺术家集聚，然后延伸到设计类、创意类需求。因
为原创艺术家可以在观念上引导视觉艺术的潮流。抓住了原创
艺术家，就抓住了创意的源头。”

拿蓝顶来说，最初也不过是周春芽、郭伟等4位艺术家租
用了这里的几间闲置厂房做工作室。“蓝顶”之名，则是因为
厂房的屋顶是蓝色的铁皮。因为他们的影响力，艺术家们纷纷
“组团”而至；再之后，在成都市政府努力下，蓝顶艺术中心
成为了多功能的文化核心区——它是旅游的目的地，是大众休
闲审美的教育基地，是艺术家们生活和创作的天堂，同时也是
文创产业链的灵感源头和实现地。

艺术究竟如何向创意产业转换？这中间需要怎样的逻辑和

实践？
章智勇先带我们参观了位于蓝顶美术馆内的几间房间。就

在本报记者到访的前几天，国内某卫视的一档著名综艺节目刚
刚在这里拍摄完毕，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其中的几位嘉宾就住
在这里。

房间不大，但极具特色。每个房间由艺术家的名字命名，如
“周春芽空间”“郭伟空间”等。走进一个房间，里面挂画、沙发、靠
垫、灯盏等所有的室内用品，都带着艺术家原创图像的烙印。窗
外绿意盎然，室内则充满艺术气息、现代气息。
“艺术和文创，有点像理科和工科的关系。艺术向文创延

伸，关键是图像资源。它本身就可以转换成创意产品。比如
说，艺术家一幅原作可能非常昂贵，普通人买不起。但是我们
这里的版画工坊，经过艺术家授权，可以把原作制作成版画，
价格就相对低廉，面向全球发行一定数量，成为新的产品。同
时，像这里的艺术家空间一样，人们生活中的器具物品，其实
都可以和艺术家的创作相结合，比如你家的靠垫是周春芽的桃
花，我家的挂画是郭伟的授权产品，这样个性化的需求就得到
了满足，文创也就渗透进了生活。”章智勇说。

在他看来，艺术和创意之所以能融通，很重要的因素就在

于都可以使人们的生活精细化、有审美价值。这也是文创产业
为何被如此看好的原因——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和消费升级的
新时代。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超过5000
美元，人们的文化需求将出现井喷式发展。

版画、漆器、陶艺、蜀绣……在蓝顶，这些古老、传
统的技艺，乃至于成都非常引以为豪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都被引进到艺术家周围，成为文创产业链的一部分。把这
些技艺的材料、质地和工艺，与现代原创艺术个性化的表
达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创造出新的创意产品。
“国画、陶艺、蜀绣、漆器，这些非常好的非物质

遗产为什么难以焕发活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图像
资源太旧了。年轻人可能看到上面这些鲤鱼、龙凤、芙
蓉花等传统图像就觉得很没意思。但如果用这些工艺，
上面绘就的是现代艺术家的画作，新意立刻就出来了，
年轻人会觉得很酷。这是不同代际的视觉经验的更迭。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艺术也可以让传统工艺焕发新的
生机。”章智勇说。

为了向国外先进水平看齐，蓝顶的版画工坊专门邀请

了日本艺术家下岡由明担纲领衔。这位 67岁的老人已经
在蓝顶呆了三年有余。五六个助手、一只猫，就是这位老
人在中国生活的最亲密伙伴。版画制作过程繁复而精密，
一幅画制作数月是常有之事。在他看来，这种需要耐心、
细致的创作，放在成都再合适不过了。
“成都有点像我的家乡京都。相对于东京、北京、上海等

城市，这里有自己的节奏和步调，艺术家们之间的工作与沟
通也更舒适，更适合静心的艺术创作。”下岡由明说。

谈起这位老人对自己的影响，工作助手用得最多的词
是“精细”。每个零件、细节、色块，下岡由明都不厌其
烦且“苛刻”。“他总强调我们是‘匠人’，精益求精是我
们应该做的，而不是值得夸耀的事情。”徒弟说。

当充满蓬勃原创力的艺术家遇上精益求精的“匠
人”，艺术与创意产业的天作之合就这样在成都形成了。

如果说蓝顶代表的是文创产业中“艺术”一面的话，那么位于市
中心的红星路35号，则更多体现出“创意”与“产业”相结合的特色。

红星路35号，距离成都最著名的商业街——春熙路还不到
3公里。这里曾是印刷厂的旧址。在今天走进这里，你已完全
寻不得当年老旧厂房的踪影，取而代之的，是“蜂巢”般的外
形——一个90度、180度、270度的小房子，像积木般堆砌在
一起，形成极具现代气息的几何美感。

从老旧的厂房，到中国西部首个文化创意产业园、西南地区唯
一的国家级广告园区，需要几步走？无论分几步，最核心的要素都是
人才。和本报记者见面时，成都市广告创意产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移最“得意”的就是自己在这里招揽了不少人才。

为了给创意人才服务，这里搭建起了全产业链的整合运营
平台。在红星路35号，有小微企业的孵化器，也有人才的培训
中心；作为创意产业，有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广告交易中心，
方便知识产权转让；同时，还建立了成都广告研究院、广告创

新研发中心，提供学术和技术上的支持。
袁龙军和梁飘逸，都选择把公司开进红星路35号。虽然这

两位企业家做的业务不同、产品与路径不同，但在我们看来，
其共同的特点在于，充分利用了成都本身的传统文化资源，从
中汲取养分，成为自身创意的基础和源头。

前不久在成都举行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袁龙军公
司的产品是指定的伴手礼。9月14日，在瑞典举行的第十届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UCCN）年会上，该公司
布展的产品同样在一个上午就被一扫而空。

像这样的企业，在红星路35号还有很多。在2013年底的
时候，入驻该园区的广告类企业就已达到267家，形成了以广
告创意设计与传媒印务、网络数字、电子出版及广告交易等上
下游产业相聚合的全产业链。“这里已经形成了文化创意的全
产业链条，我们需要的设计、展示等所有环节在这里都可以找
到很好的合作伙伴。”梁飘逸说。

红星路35号、明堂、蓝顶、浓园、东郊记忆、西部智谷、明
月国际陶艺村……成都的文化创意产业正呈现出多点开花的局
面。有政府的施策和引导，有一群富有理想和创意的从业人员，
还有宽松而广泛的文化氛围，在这些共同的有利条件下，文创产
业正逐步引领着成都未来转型升级的城市脚步。
“到2017年，实现‘个十百千万’发展目标：搭建一个开放

合作平台（成都创意设计周）、培育十个创意设计国际品牌、集聚
一百个创意设计大师、孵化一千家创意设计机构、新增一万人创
意设计队伍。”“到2020年，创意设计产业化、集聚化、高端化发
展格局基本形成……初步建成面向西部民族历史文化的发掘创新
传播中心、面向国际市场跨国合作的西部文化贸易中心、面向三
次产业融合发展的西部创意设计中心。”

2014年，成都发布《成都市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
融合发展行动计划》。根据发展目标，成都致力于推动创意设计与

制造业、城乡建设、科技、金融、信息化、旅游、会展、体育、
商务、农业的融合创新，落实各种优惠措施。
“比如经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意设计企业，可依法享受减

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和职工教育经费不超过工资薪金总
额8%的部分税前扣除；提高产业引导资金‘补改投’比重，探索以新
兴产业投资基金方式孵化培育创意策划、设计制作、文化传播、科技
研发等小微企业；在给予安家补贴和财政奖励，提供户籍迁入、出入
境管理、保障性住房便利方面，将创意设计高端人才纳入成都市鼓
励企业引进急需高层次人才政策支持范围……这些都是具体的支
持措施。”成都市商务委的有关负责人表示。
“成都的创意人才资源和科技、资本、土地结合起来，形成了整个

创意产业的基本要素。未来成都的创意产业必有更大发展。”在2014年
的成都设计创意周活动上，创意成都奖的评委之一、联合国创意产业
高级专家贺寿昌这样看待成都创意产业的发展前景。

抓住创意的艺术源头

让艺术与创意产业结合

在传统中觅得新意

在规划中明确方向

“成都创意周?彩绘大熊猫”活动在德国乐高主题公园举
行。 资料图片

图为2015成都创意设计产业展览上的参展作品。

刘晴摄

图为成都明堂创意园区。 资料图片

图为东郊记忆园区内的迈克尔?杰克逊雕塑。 王红强摄

图为成都国际创意文化交流窗口——爱?盒子。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