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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中突破创新”是
北京文创市集的核心理
念，也代表着北京文化创
意大赛鼓励文创品牌秉
承初心、回望历史，在文
化传承的基础上，不断深
挖内涵、探索开拓、融合
发展的坚定信念。文创
事业不仅满足了人们对
文化艺术的追求，更肩负
起了促进城市文化消费
增长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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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非遗讲故事

“报复性”需求来了
旅游市场能接住吗

当前，国内疫情控制逐渐稳定，国人旅

游消费的信心进一步提振。不少游客都和

张女士一样，计划在“十一”假期“好好玩一

玩”。多家在线旅游平台（OTA）的数据显

示，今年“十一”假期，一些热点城市酒店预

订量同比出现大幅增长甚至翻倍，此前积

压的旅游消费需求可能集中释放，旅游市

场或出现一轮“报复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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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君壁

近日，在北京南锣书店，一场别

开生面的“北京文创云市集”直播活

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直播中推介的

货品正是历届北京文化创意大赛中

涌现出的优秀作品。

近年来，文化创意产业高端化、

服务化、融合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显，

新业态、新模式、新内容层出不穷。

北京文化创意大赛自2016年创办

以来，已经成为全国性的文创品牌

赛事。2019年大赛首次推出北京

文创市集，依靠其创意独特的产品、

丰富多彩的活动、新奇有趣的体验，

吸引了近70万人次参与，销售额超

过150万元。

2020年北京文创市集从文创

园区向外延展，以更加创新的模式

点亮了京城“夜文化”与“夜经济”

的星星之火，引发了一波文化消费

热潮。在为文创大赛的参赛选手

提供与市场及消费者亲密接触机

会的同时，北京文创市集也有效提

升了北京夜经济的“文化供给”和

“文化浓度”。

创新打造“云逛集”模式

在北京南锣书店的“北京文创

云市集”直播活动中，文福记·万福

安康系列辟瘟香套装、团鹤国风笔

记本等多款文创产品，凝聚了匠人

们非凡的创意与智慧，生动展示了

传统东方美学独特的风格，体现了

北京文化创意大赛参赛企业的整体

水平，以及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的整体风貌。北京市委宣传部一级

巡视员、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促进

中心主任梅松说，“北京文创云市集”

是今年北京文创市集的一大亮点，通

过在线直播的形式，推介高质量的文

创产品，推动文创产品更好地走向市

场，赢得消费者的青睐。

据了解，2020北京文创市集首

次采用了主播探店与直播带货的形

式带领消费者挑选品质好货，全面

展现线下市集的热门商家与爆款产

品，打造集在线直播、逛集、下单、线

下体验消费于一体的服务平台。

通过“北京文创云市集”直播，

消费者对2020北京文创市集有了

更多认识和期待。

北京文创市集在祥云小镇首站

开市。在太空舱吃一串儿老字号牌

糖葫芦、在直播间“围观”文化主播

带货、在365汉字体验站感受古老

文字带来的全新力量……甚至，若

是“荷包”充裕，市集上还有一款北

汽蓝谷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AR-

CFOX可供市民预订。可以说，各

类“文创+”产品给大众提供了源源

不断的惊喜，“只有想不到的，没有

买不到的”。在梅松看来，文化的枝

叶已经延伸到了生活的每个角落。

北京文创市集祥云小镇站最引

人注目的，就是现场的全透明“泡泡

直播间”。“这样方便人们围观文化

主播直播带货，在淘宝和抖音播出

的‘云市集’线上直播将覆盖整个周

末，带领人们开启文化主播现场探

店的‘云逛集’模式。”据北京市文化

创意产业促进中心副主任王鹏介绍，

祥云小镇站每天特邀5家品牌线上

直播，“我们还精心策划了3条主题

探店路线，线上线下双向联动，让人

们足不出户享受线上扫货的乐趣。”

文创让百年商街“靓”起来

来北京旅游的朋友，一定会去

王府井大街逛一逛。近日，这条闻

名全国的百年商街正在举办一场充

满灵感与创意的大派对。

宽阔的步行街两侧，时尚品牌

与老字号遥相呼应，铺就了一条从

过去到未来的商业大道。北京文创

市集的到来，为中西交融、商场林立

的王府井大街，注入了更多创意元

素。有品有料的文创产品、匠心传

承的手作体验、年轻潮范儿的环境

氛围、神秘前卫的艺术装置……人

们印象中时尚大气的百年商街，多

了几分文化创意所独有的鲜活、灵

动的韵味。

在北京文创市集王府井站，“福

气兔儿爷”的摊位前挤满了人。一

只只憨态可掬的软陶兔儿爷，色泽

鲜艳，表情生动，做工十分精细。摊

位销售张杨说，他们的微信公众号

目前已有近1.5万名粉丝，“传统的

理念和元素加上高品质的设计和做

工，这样的文创产品深受消费者的

喜爱”。

“从传统中突破创新”是北京文

创市集的核心理念，也代表着北京

文化创意大赛鼓励文创品牌秉承初

心、回望历史，在文化传承的基础

上，不断深挖内涵、探索开拓、融合

发展的坚定信念。

文创事业不仅满足了人们对文

化艺术的追求，更肩负起了促进城

市文化消费增长的责任。在市集

上，一个疫情时期久未逛街的朋友

买了上千元的文创产品。她说：“我

愿意为情怀买单。疫情过后，当‘情

怀’遇到创意，更是得‘买买买’！”

打造年轻人的创意聚集地

文创可以是传统与现代的融

合，也可以是新思潮的碰撞。“进入

新时期，双创人才是建设创新型国

家的重要支撑。”北京印刷学院党委

副书记彭红认为，高校在注重对学

生知识和能力的培养的同时，还要

注重对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北京

文创大赛为培养学生的创新实践能

力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在2020北京文化创意大赛大

学生初创赛区，可以看到大学生的

初创项目越来越成熟，其中一些项

目已经具备商业化的潜质。不少大

学生的创业项目已经瞄准了技术转

化的时代背景，利用自己的专业知

识和高校科研优势，在科文融合模

式、服务场景应用等方面不断创新。

“疫情对文化产业有很大冲

击。但一些线上企业、内容企业也

在这次疫情中开始崭露头角。”北京

观恒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祁述裕

说，“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很大一部

分靠的是数字内容产业，科技含量

比较高。疫情也促使北京市文化创

意产业进一步转型升级，让更多线

下企业更加自觉、主动地拥抱线上

用户，找寻发展机遇。”

作为北京文化创意大赛的重要

板块，北京文创市集拓展了文创企

业的经营视野，实现了从赛场到市

场，从创意到生意的转换。“文创+”

也成为大赛与北京文创市集选拔优

秀项目、扶持企业成长，推动产业融

合发展的实施路径。

作为2020文创市集的第三站，

朝阳大悦城年轻潮范儿的市集氛围，

为文创市集注入了更多匠心与传承、

灵感与创意。有品有料的文创产品、

匠心传承的手作体验，进一步促进了

文化消费、激发了商圈与城市活力。

据了解，2020文创市集开市期

间，首站便汇集了来自手工非遗、家

居装饰、休闲玩具等数十个领域的

62家文创商家的982种文创产品参

与展售。业态丰富、品类多样，充分

体现了“文创+非遗”“文创+教育”

“文创+游戏”“文创+汽车”等业态

的融合发展趋势，不仅让众多优秀

创意主体更加紧密地链接到更多消

费者，从而创造更大价值；也让消费

者、品牌商和生产商能更加具象地

看到文化创意在不同领域的渗透性

与延展性。

□ 席 敏 刘芳洲

身着艳丽服装的木偶随着他手

势摆动，带着浓重地方口音的唱腔

讲述着精彩的故事，口中的“叫

子”，间或吹出惊讶、慌乱、兴奋等

不同情绪的声音……这就是邵阳

布袋戏。

66岁的湖南省邵阳县布袋戏

传承人唐平清近日带着这个独具

特色的戏台来到邵阳县塘渡口镇

蔡山团村。当天，他要为村里的老

人和留守儿童表演《西游记》里的

经典片段。没等表演开始，台下几

条长凳已坐满观众，静等好戏

开始。

邵阳布袋戏，因表演艺人藏于

布袋戏台内，用套在双手指上的木

偶表演戏文而得名。据民间老艺人

介绍，传统的邵阳布袋戏台是一个

“像庙不是庙，像轿又不是轿”的用

木头制作的小亭阁，三尺见方，前面

有两根木头雕龙画凤戏柱，顶部为

飞檐趐角，走路时挂在担子的一头，

演出时亭阁周围挂一床蓝色幕布，

艺人藏在幕布后演唱，双手套戴木

偶在台中表演。

在这个戏台上，虽然只有一名

艺人表演，但并非“独角戏”。邵阳

县文旅广体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原负责人杨拥军说，邵阳布袋

戏表演者往往一人分饰多个角色，

生旦净末丑可以一人包揽，既能表

演文戏，也能表演武戏，还要兼顾吹

拉弹唱，“如果不知道底细，观众会

以为是很多人在同时表演。”

邵阳布袋戏至今已有600余年

历史，发祥地白竹村燕窝岭位于邵

阳县九公桥镇。布袋戏的道具有不

少，最主要的是不同造型的木偶。

在布袋戏最兴盛的年代，曾有《西游

记》《三国演义》等经典著作里的部

分人物木偶，还有狮、虎、马、龙等动

物木偶，以及刀、斧、枪、棍等木制小

兵器。

上世纪90年代以前，由于农村

地区文化生活较为缺乏，邵阳布袋

戏曾广受欢迎。1974年，曾是木匠

的唐平清跟着一位民间老艺人从湖

南一直表演到广西，19天时间里，他

白天跟着赶路和表演，晚上就学各

种剧目。回到家里，他凭借记忆摸

索着雕刻出了全套木偶，第一天登

台表演就被观众强烈要求加演

一场。

在广播电视、影碟机等广泛进

入农村家庭后，邵阳布袋戏就逐渐

失去了市场，日渐冷清的观众席一

度让唐平清萌生退意。但他始终没

有放下这门艺术，几十个木偶和戏

台被他珍藏在阁楼上，每年夏天都

拿出来晒一晒。

2006年，邵阳布袋戏被列入第

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这个消息公布的当天，唐平清自发

为群众表演了一场，一下子唤醒了

老人们心中的记忆，也激发了年轻

人和孩子们的兴趣。

杨拥军说，近年来，邵阳县专门

采取“一人带一徒”等方式，鼓励唐

平清等传承人将布袋戏艺术传授给

更多的年轻人，使得这一诞生于地

方、流传600余年的传统艺术得以

传承下去。

如今，唐平清和他的邵阳布袋

戏仍然活跃在农村舞台上，他一个

人就可以表演36种剧本。“只要大伙

儿愿意看，年轻人愿意学，这门艺术

就会一直流传下去。”唐平清说。

守正创新“迎朝阳”
激荡文创“梦工厂”

□ 伏 启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赴湖南长沙马栏山

视频文创产业园考察调研时指出，一定要

牢牢把握正确导向，坚持守正创新，确保文

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文化产业是朝阳产业，是中华民族凝

聚力、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在中国文化软实

力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它汇聚凝结

了区域间、行业间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

统习俗中的文化特征，传承发展着以行为

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为基础的产业文

明，深情镌刻着地域文化和传统技艺的历

史符号、视觉记忆，不断满足人民物质生活

和精神文化的综合需求。

从“旧物”到“新宠”，构建文技链接“蓄

水池”。故宫口红、国家博物馆书签、“徽风

皖韵”“泉声曲韵”戏曲演唱会……得到广

大群众的热议和“追捧”，也让“沉睡”多年

的“旧物”焕发出巨大的生命力和活力。以

史鉴今，坚持保护优先理念，研究好、传承

好、调动好文创设计的物质精神载体，因地

制宜注入“传统技艺+文化记忆+乡土文

明”基本元素，让文物“说话”、为历史赋能

添彩。要坚持文化创新“基本点”，统筹协

调“人技、物技、科技”生产要素和资源配

置，搭建政策桥梁、金融桥梁、人才桥梁，推

动不同地理领域、时间节点、人文背景、文创

品类的“全景式”“链条型”产销合作。要精

准对接文创产品市场、技术支撑、购买诉求，

产学研一体化推进研究开发、教育孵化、鉴

定修复等基地建设，有机融合历史文化与现

代生活、传统技艺与技术创新，让更多优质

文创产品寓教于用、寓教于乐、寓教于情。

从“幕后”到“台前”，成就文创生态“大

舞台”。文创的关键核心应是文物载体和

其承载的历史底蕴，才能实现经济价值、社

会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相统一。要依

托文旅融合的大背景，不断拓展具有民族

特色、区域特色、地域特色的“生态圈”，精

准定位文创产业发展经营模式，构建载体

稳固、特色竞争的“四梁八柱”，进一步推动

文创服务生产、传播、消费的线上线下平台

共建。要基于用户需求，开辟文创生态供

给路径，深入挖掘培育文创专业人士和团

队，“政策激励+释放红利”助力产业“腾笼

换鸟”合力攻坚，打造情怀深、素质高、专业

强、后劲足的“特色名片”。要加大优秀文

创产品的开发力度，持续增强宣传互动推

广，提升文物博览会、文创产业园、软件类

龙头企业等综合效益，让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鲜活起来、文创产品“走出去”更“吸睛”。

从“追兵”到“标兵”，按下共享时代“快

进键”。文创市场供需有效匹配、优势互补，

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交融的程度也不

断加深。要坚持“多样共存、互鉴共进、合作

共享”，积极探索“红色+”“数字+”“体验+”多

方融合，促进优秀文化更加平等普惠、多元

包容，推动文创成果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

多元价值得以共享、多样载体得以共用。

要克服核心技术依赖、人才储备薄弱、聚合

后劲乏力等共性问题，融合“文创+”乡村振

兴、文明创建、脱贫攻坚等领域运用，打造

产业化高、可塑性强、意识形态高度融合的

“比学赶超”新格局，实现“从0到1”、从并行

到领跑的良好态势。要赓续传承灿烂文明

孕育的民族精神，矢志增强文化自信，提高

对外开放交流水平，摸清文创发展“主动

脉”，勇立时代潮头，持续建设文创“乡愁”

地标，释放历史与时尚的双重魅力。

邵阳布袋戏：一个人的舞台剧

文化的枝叶已延伸到生活每个角落
2020年北京文创市集从文创园区向外延展，以更加创新的模式点亮了

京城“夜文化”与“夜经济”的星星之火，引发了一波文化消费热潮

中国美术馆举办“妙手生花——剪纸、刺绣展示与交流活动”
“妙手生花——剪纸、刺绣展示与交流活动”近日在“以美扶智——中国美术馆脱贫攻坚美术作品展”展厅

举行。中国美术馆宣传、展示民间美术作品的目的在于让更多观众了解、喜爱民间美术，并利用其文化元素

开发出为大众喜爱的文创产品，充分发挥文化的经济价值，为当地发展、为脱贫攻坚做出贡献。图为观众参观

展览。 杜 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