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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

文化时评

濮院时尚“秀”向世界

2018中国·濮院时尚周有如一个潮流磁

场，揽获众多关注的目光，以及谋求合作的橄

榄枝，也将濮院时尚周这个IP，“秀”向世界，

持续赋能“濮院”这个时尚IP的生态圈。

偏居浙江桐乡市一偶的濮院，一个小镇

以时尚的气质聚焦了世界目光。

6版

□ 本报记者 李银堂 李建飞

粉墙黛瓦、飞檐翘角——一片

崭新的低层中式住宅牵手在独墅

湖岸。

素有“园林之城”“江南园林甲

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之美誉的苏

州，又添一处园林景观。

10月29日，融创中国以“总有

心意传中国”为主题的新闻发布会

在上海电影博物馆举办，揭开了潜

心 6 年打造的中式产品系列的神

秘面纱——以明清式为特色的桃花

源系、宋式风格产品雅颂系、现代中

式产品宜和系三大标杆作品系。

具有华夏民族特色的建筑，都

已经成了历史的记忆。中国古代建

筑被称为建筑艺术，包罗万象，从江

南水乡的水墨柔情到黄土窑洞的铿

锵有力，无不体现着中华民族深厚

的文化积淀和风土人情。大进深、

高挑檐，自然通透、视野开阔，表达

出天人合一的思想。翘起的飞檐、

清新的色彩，这样的美让人惊叹。

历史在前进，时代在发展，创新

是永恒的主题。创新不仅创造时

代，也在创造着美丽生活的变革。

中国人的住宅哪去了

前进的道路上，有继承，有扬

弃，也有遗失。从西方工业化影响

东方大国之时，华夏民族在屈辱中

迈出了追赶的脚步，开启了工业化

及城市化进程。

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

中国人不但摘取了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的殊荣，建造了完备的工业化体

系，还实现了58.5%的城市化率。这

与世界发达体虽有差距，但中国依

然在快速追赶。

城市化的进步是钢筋水泥体的

胜利。一栋栋林立的高楼，一层层

一方方火柴盒式的住宅，让人深感

密不透风。城市发展了，却很难找

到民族的色彩，特别是中华民族在

建筑上的文化呈现找不到了。

这是进步中的疏忽，还是进步

中的痛楚，抑或是不该有的遗失。

“对中国传统居住与建筑文化

的传承和发展，急迫而重要。”融创

中国行政总裁汪孟德在发布会上两

度强调了这一观点。他说，最近一

百年来，中国的中式产品在新增量

建造中，越来越少了。然而，中式的

产品无论是在审美价值、人性尺度，

还是中国式邻里关系、家庭关系等

生活方式方面，都有很多值得传承、

发扬和珍惜的东西。如果再不去挖

掘、保护、创新、延续的话，这些美

好，有可能再过十年、二十年真的就

没了。

“传承是因为过去有着美好的

东西，让我们魂牵梦绕，却也是因

为过去一旦逝去，不可复得。”融创

中国副总裁时宇点明中式研究的

起点。

汪孟德称：“做最好的中式产

品，实现中国人居住理想是我们的

产品战略，也是我们的社会责任。”

自 2012 年，融创中国从苏州

开始了中式产品的研发。目前，

融创做中式产品已有六年，创作

研发了四十多个项目作品，形成

了一个完整的中式产品谱系。汪

孟德透露，未来，融创低密度部分

的项目，绝大部分都可能选择中

式产品形制。

在做好中式产品上，融创下了

很大功夫、投入了很多。“做好一个

产品可能是因为偶然性，但能持续

把中式产品做好，则需要完整的体

系能力。”汪孟德表示，融创对中式

产品的重视，首先就是在传承与创

新的同时，强化打造纯正中式产品

的体系能力。

从产品的定位、规划、设计，一

直到施工，融创的中式产品有一套

和其他产品不太一样的方法体系。

在融创的中式产品中，包括砖、瓦、

雕刻在内的种种细节，都需要解决

老一辈中国工匠传统手工艺如何在

当代延续的课题。同时，融创也在

研究很多新的替代材料，适应新的

结构要求、新的舒适生活需求。

融创人的文化情怀

“每一处技艺细节，皆是连接文

化的路径。”时宇如此表示。

传统是一条路，每次回头，都会

看到我们从何处来，将往何处去。

站在现在看未来，今天的中式产品

更要符合时代特征。这是融创人的

认知，也是他们在传承传统人居艺

术的同时，也在创造能够代表这个

时代的作品。

“古人造房子，其实是造一个小

世界。”建筑师王澍的“世界论”，在

融创的中式产品中得到了再现和印

证。融创的中式产品，就是为客户

营造一个实现居住理想的小世界。

在这个小世界中，生息自然之间，居

游心思所在——这正是融创中式产

品试图表达的心思与心意。

“安顿诗意与情感的一方天地，

植根自然与文脉的时代作品”。

时宇短短一句话，蕴涵了构建融创

中式谱系的产品“三观”——自然

观、文化观、时代观。

融创中式产品谱系的文化观，

即溯源千年文脉，截取中国文化最

美的时代切面，为客户营造美的中

式建筑空间、美好的中式生活天地。

对文化的传承，是融创不同中

式作品中统一的精神内核和不变的

美学标签之一。

“传承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过

去与未来间自由穿行，于细微处、日

常处、会心处感受栖居生活。”东南大

学建筑遗产保护设计研究院副院长

胡石表示，宅以容身，园以寄情。中

式产品之所以重要、之所以难做，就

是它不仅承载着中国人的居住，更在

每一个承载着民族文化的传承。

融创中式谱系内的多条产品

线，传承了中国历史中唐、宋、明清

和近现代几个美学最杰出的时代

文化，并与当下现代人的生活达到

了高品质的融合。融创中式产品

谱系旗下，最重要的三大代表作品

系——明清式产品桃花源系、宋式

风格产品雅颂系、现代中式产品宜

和系。

融创研发的以宋氏风格为特色

的雅颂系，截取的是宋代文化、宋代

建筑最美好、最瑰丽、最精髓的时代

切面。

陈寅恪先生曾说，宋朝是“造极

之世”——宋朝璀璨的文化美学巅

峰，让这个朝代成为网络调查中大

多数人最想要穿越过去的朝代。但

宋式风格建筑，也是业内公认最难

做的，因为宋代建筑实体遗存太少，

而人们的期待和憧憬又太多。

回顾宋式的研发历程，时宇感

慨连连，“融创的宋式，是从0到1的

探索。”一切研发从一场旷日持久的

文化探索开始，只能在诗词、古画、

文献典籍中捕捉宋代建筑的形制遗

征，给研发带来极大的挑战。

雅颂系以宋代极致艺术美学为

范本，传承并转译宋代建筑语言，重

塑经典生活美学，为今人营造优雅

诗意生活。作为融创正在精心打造

的宋风产品系，雅颂系是继桃花源

之后融创在中式产品线上又一实力

巨著。

在房地产发展的“快节奏”时

代，融创中国却用“慢心思”打磨产

品，做足产品的文化底色。

2018 年成立的融创公益基金

会，其三大聚焦领域之一便是“古建

筑保护”。融创旨在传承古建筑文

化，将与古建保护权威机构合作，复

原建筑历史风貌及文化价值，让古

建筑重新走进公众视野，感受中国文

化之美。

现代人的园林住宅

融创中式谱系的发展，是一次

艺术与建筑共享的进化论。

以“自然、文化、时代”为思考的

维度，关照时间、空间和人的关系，

融于自然，成于生活，孕于生命。这

就是融创中式产品谱系的核心价

值。在中式产品系每一条产品系的

研发营造历程中，融创都致力创作

植根自然与文脉的时代作品，建造

现代的园林住宅。

随着时代的发展，建筑材料在

性能上不断改善提高，品种越来越

丰富，工艺越来越精致，赋予了当代

建筑更多的可能性及想象空间。在

现代中式产品线的研发中，融创力

求通过当代材料语汇，创造当代中

式美学范式——例如在杭州萧山作

品中，融创运用钢拉锁、吊挂铝合金

木纹转印仿木杆件等，在中式传统

美学的设计中，以现代材料形成半

透明暖色调的帘幕，体现了产品的

精致度与品质感。

简约是当下的大趋势，它不只

是一个形容词，更反映了人们理解

自我，理解世界的方式。因此，融创

的中式，顺应时代需求，由繁入简。

时宇表示，融创尊重每一块土

地的历史与文化，为每一块土地匹

配适合它的产品线，逐渐生长成融

创的中式产品谱系，同时也是一个

不断生长的中式人居生态。

目前，融创中式产品已经进入

全国30个城市，累计打造了42个中

式项目，全面覆盖了融创在全国布

局的上海、江苏、浙江、陕西等八大

区域。

未来，融创将有更多作品在全

国落地。融创将继续创新的步伐，

为行业创造人居经典，传承中式文

化。时宇称，这就是融创的使命。

融创将满怀诚意致敬中式产品，真

心诚意继承传统，传承创新。

□ 王钟的

在一弯新月形的湖泊中央，坐落

着一座露天舞台，不远处是一座陈旧

的石拱桥，背景则是青砖绿瓦的明清

古建筑，这里是乌镇“水剧场”。在

不久前落幕的戏剧节上，像这种与

环境浑然一体的舞台还有不少。

在国内大大小小的戏剧节中，

乌镇戏剧节之所以与众不同，在于

它选择到水乡小镇落户扎根。现代

戏剧进入中国以后，从一开始就是

与城市紧密结合的。国内戏剧爱好

者习惯了到现代化的大剧场里欣赏

戏剧，在古镇的物理空间表演现代

戏剧，并不多见。

很多地方都在发展古镇旅游，

各式“古镇”让游客感受到传统建筑

与民俗之美，却难免千篇一律，让人

逐渐感到审美疲劳。有人开玩笑

说，各地古镇上贩售的小工艺品都

是“义乌造”，此言虽然未免以偏概

全，却真实地反映了古镇旅游模式

创新乏力的现状。一些地方也意识

到了这样的问题，通过举办戏剧节、

音乐节等特色活动，探索差异化的

古镇旅游发展模式。

古镇不仅有无声的建筑，不仅是

模式化的旅游开发，也要追求人与古

镇场域的互动。很多古镇“修旧如

旧”，表面上很整洁，却干扰了原生居

民的生活，建造了“新的古镇”。但

是，如果一味任由古镇自由发展，甚

至不加限制地大盖楼房，又与旅游开

发和文化保护构成了矛盾。

因此，保护和开发古镇，既要让

当地人享受到更美好的生活，也要

给社会守住宝贵的文化遗产。

这些年，“文化出海”成为开展跨

文化传播的主题词。文化出海既需

要便于外国人理解的介质和载体，以

化解沟通障碍；也需要保持传统特

色，讲好中国故事。戏剧作为连接传

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表演艺术，

具有天然优势。今年乌镇戏剧节旨

在向经典致敬，对老舍《茶馆》的创新

演绎，让观众感受到历史的震撼；《樱

桃园》《等待戈多》等西方经典戏剧在

古镇演出，既散发出别样的异域风

味，也展示了人类经典的传承。

活跃在戏剧节舞台上下的，不仅

有国内外演职人员、观众，还有土生土

长的当地人。他们共同组成了整个古

镇最富有戏剧性的画面。办了这么多

年戏剧节，不少“小镇青年”对戏剧这

一高雅艺术不再陌生，也对大导、名

角耳熟能详了。通过举办大型文化

活动，提升了乡镇的文化品质。乌镇

是茅盾、木心等现当代文学大师的故

乡，本身就享有良好的文化积淀，而

戏剧节这样的高雅文艺活动，无疑有

助于把小镇的“文脉”延续下去。

要问乌镇戏剧节有什么秘诀，

著名演员黄磊作为发起人之一，将

成功经验总结为“艺术家办节”。由

几位活跃在国内戏剧界一线的艺术

家牵头举办，而相关管理人员甘当

“配角”，做好后勤服务保障工作，确

实是这个戏剧节“特立独行”的地

方。近年来，国内文化办节之风方

兴未艾，是否尊重艺术规律，无疑是

一条重要的判断标准。

办完了戏剧节，工作人员又紧

锣密鼓地投入到世界互联网大会的

筹备工作中了。区区一座小镇，何

以让人文之光绽放光彩？当地奉行

的开放、包容、协作等精神，无疑值

得外界思考和借鉴。

让文化京津冀
多些“打开方式”

□ 晁 星

明成祖唱Rap、雍正摆剪刀手、乾隆戴墨

镜……说起故宫携众皇帝“卖萌”搞文创，大

伙儿应该并不陌生。近日，承德避暑山庄向

“老大哥”取经，将 200 余件故宫文创产品

“请进家门”，也要玩回“朕就是这样汉子”，

让更多民众有机会感受文创魅力、接受文化

熏陶。

近些年，文创风骤起，故宫出人意料成

为翘楚。数据显示，故宫文创产品年销售额

已超过10亿元，产品种类达上万个。小到胶

带、钥匙扣，大到背包、抱枕，皆因融入了文

化之灵气变得与众不同。一件件精致秀雅

的小物件兼具文化、趣味、实用等功效，不仅

让人们走进了传统文化，更让文化遗产走进

了生活。

博物馆以及众多文保单位，既是地域特

色名片，同时也是独一无二的文化IP。作为

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中承载处，它们拥有的文

创资源可谓得天独厚，再加上“故宫淘宝”的

成功，更是刺激了一众博物馆投身文创大

潮。学习、效仿的不少，但避暑山庄无疑是

极具先天优势的学生之一。一方面，作为清

朝帝王的离宫别苑，这里本就与故宫一脉同

源，再加上地缘相接，学理念、搞合作自然适

配性比较高。另一方面，“一座山庄、半部清

史”，这里还是汉族、蒙古族、藏族等文化、政

治交流的平台，融合性更强，历史文化遗产

丰厚且具特色。

眼下，避暑山庄在文创方面的探索虽有

几年时间，但尚未形成规模，模式也仅限于

产品销售，尤须更新理念，培养人才。而故

宫文创之所以火爆，是因为有别出心裁的创

意，若想继续引领风骚，也必须不断创新。

这一点上，更多的合作与交流，无疑能帮助

双方“开更大的脑洞”，探索出更多不一样的

皇家文化“打开方式”。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目

前，文创大潮虽然火热，但行业发展亦有不

少瓶颈，存在千篇一律、卖萌有余，对历史挖

掘不够，参与机构有限，藏品开放及授权空

间较小等问题。作为文创排头兵，京津冀应

当拾级而上，引领潮流，在文创上做足功课，

让历史积淀深厚的京畿大地更加多彩。

延续戏剧文脉 讲好中国故事

用 文 化 构 筑 温 馨 庭 院
在房地产发展的“快节奏”时代，融创中国却用“慢心思”打磨产品，打造了三大

中式产品系，已进入全国30个城市，建造了42个中式项目

苏州桃花源内景一角 王 娜 供图

2018上海艺术博览会开幕
11月7日，2018第二十二届上海艺术博览

会在上海世博展览馆开幕。来自国内外的近

120家艺术机构展出了包括绘画、雕塑、装置、

影像等门类逾5000余件艺术作品。图为观

众在现场拍摄展出的儿童艺术作品。

新华社记者 任 珑 摄

浙江乌镇戏剧节向经典致敬，使不少“小镇青年”对戏剧

这一高雅艺术不再陌生，提升了乡镇的文化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