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依托文化资源助推产业升级
今年上半年，文化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财政部、国家文物局下发《关于推动
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
意见》，《意见》中表示，文化文物单位馆
藏的各类文化资源，是中华民族五千多
年文明发展进程中创造的博大精深灿烂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托文化文物单
位馆藏文化资源，开发各类文化创意产
品，是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丰富人民群众
精神文化生活、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的
重要手段，对推动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
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推陈出
新、以文化人，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我市依托郑州丰富文化资
源，促进文化产业融合，助推产业转型升
级，推动产业集聚发展。目前，郑州市文
化创意产业集群化发展趋势明显，形成
了一批产业特色鲜明的文化创意产业集
聚区。全市文化产业活力迸发，发展强
劲，文化软实力大幅提升。初步统计，
2015 年全市文化产业增加值 281 亿元，
占全市生产总值的 3.83%,占全省的比重
始终保持在25%以上。目前,文化产业已
成为我市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
生的重要支撑。

市文广新局产业处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我市还将努力营造文化产业发展
的政策环境，进一步加强宏观引导，扶优
扶强，助推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同时还
要科学制定文化产业发展的专项规划，
推进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充分发挥
文化产业对其他产业发展的引导、辐射
作用，鼓励、扶持文化产业和各行业的融
合发展，增加文化产业的附加值，增强核
心竞争力，“随着郑州服务业的不断发
展，郑州市文化产业与其他服务产业门
类的深度融合充满了无限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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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个性文创产品走进寻常百姓家

让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本报记者 秦华 左丽慧 文 李焱 图

从一件 T 恤衫，到签字
笔、手机壳，从背的布包到
家里摆放的陈设，大到价值
不菲的饰品，小到一枚书签
——随着文化创意产业的
兴起和发展，越来越多的产
品打上了“文创”的标签，成
为现代人生活中不可缺少
的风景。省会郑州目前的
文创产业现状如何？大家
喜欢什么样的文创产品？
未来文创产业又有什么样
的发展趋势？本报记者连
日来进行了采访。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7月 23
日 13：00，“孙悟空”六小龄童将携
自传《行者》来郑州购书中心举办
签售活动，现场与读者互动交流。
有兴趣的市民可关注郑州日报文
娱部微信公众号“郑风精品”，将有
机会与“孙大圣”面对面交流。

作为六小龄童首部自传，《行
者》记述了他个人数十年的人生
经历，披露了很多感人至深的故
事，充满作者独特的人生智慧，俯
拾皆是励志金句。

年少成名，历经人生的巅峰

与低谷后，方有“一无所有时坚
持，该有都有时淡定”的自勉；一
生做猴，从荧幕舞台到校园舞台，
认真诠释“一生做成一件事，就很
了不起”的信条。在六小龄童看
来，每个人都是行者，都在取人生
的经，唯有苦练七十二变，方能笑
对九九八十一难！

站在 57岁回望人生，经年积
淀，至深领悟，凝于笔端。想一睹
猴王风采、现场近距离聆听六小龄
童的人生感悟，请扫描右侧“郑风
精品”二维码获知具体参与方式。

本报讯（记者 于淼）本周五下
午，郑州日报影迷俱乐部将邀请 10
组家庭在中影二七国际影城免费观
看CG动画电影《刺猬小子之天生我
刺》。正值暑期，您不妨带着孩子，来
一场动感十足、笑料频出的奇趣冒险
之旅吧。

在导演黄健明携幕后团队前后
历经十载打磨之后，《刺猬小子之天
生我刺》终于将于本月 22 日上映。
据悉，影片讲述了刺儿头“大猬”因
意外失去记忆后、在灰鸽家族中追
寻真实自我的故事，兼具冒险、友
情、成长等元素。导演曾表示，选择
刺猬作为电影主角，是因为小刺猬

最能象征每个孩子与生俱来的那种
锋芒。这部展现年轻人张扬个性的
原创动画电影自公布档期以来便受
到网友的密切关注，锋芒十足的“大
猬”更是极具话题性，潇洒自信的神
态让人眼前一亮，印象深刻。

“电影最重要的是做好内容。”
总制片杜扬表示，只有认真专注挖
掘原创故事，才能摆脱“加工工厂”
印记，让国漫真正走出去。从Made
in China 到Designed in China 的道
路充满曲折，但绝不应放弃。《刺猬
小子之天生我刺》正是怀抱这种决
心与观众见面的。（参与详情请扫描
上图二维码。）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昨日，著名豫剧
作曲家、戏曲声乐教育家、中国戏曲学院教
授左奇伟从艺从教 55 周年研讨会在洛阳龙
门文化苑举行。中国戏曲学院院长巴图，
中国剧协副主席、河南豫剧院院长李树建，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部文工团指挥刘森等
嘉宾出席活动，对左奇伟 55年来从艺、从教
生涯和艺术及教育成果进行了研讨。

左奇伟曾塑造《海港》中的方海珍、《五
姑娘》中的五姑娘、《骄杨》中的杨开慧、《青
春曲》中的党支书等豫剧现代戏经典角色，
她演唱的豫剧经典戏歌《沁园春·雪》《红旗
渠》《蝶恋花·答李淑一》曾引起广泛传唱。
上世纪 80 年代，在恩师王基笑的影响和指
导下，她走上豫剧作曲道路，并创作了《香
囊记》《金丝娘娘》《家里家外》《山上山下》

《桃花扇》《牡丹魂》《情系小浪底》《桑榆唱
晚》《任长霞》等众多豫剧音乐作品。其中

《情系小浪底》获中国电视“飞天奖”、五个
一工程奖，《福星照万家》获广电部“金纸
奖”，《黄河九十九道川》获中国电视剧飞天
奖，《朱丽小姐》获文化部文化作曲金奖等
奖项。她创作的豫剧音乐，华丽而不造作，
高雅而不失淳朴，不仅具有鲜明的时代气
息，而且民族风格浓郁，在豫剧音乐创作领
域第一次把女性的名字刻入其中。

左奇伟曾经是河南省豫剧院三团的演
员，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工团的独唱演员，曾在
河南省戏剧研究所从事作曲和声腔研究工
作，有着丰富的舞台经验和教学经历。1995
年调任中国戏曲学院音乐系任教，在豫剧作
曲、戏曲演员读谱、戏曲发声训练方面都有
自己的探索和思考，并总结了一些开创性的
经验和方法，20 多年来培养了众多豫剧作
曲、戏曲声乐人才，至今仍坚守在音乐教育
一线。

为了继承豫剧现代戏音乐奠基者王基
笑开创的作曲之路，引导青年豫剧演员在
声腔训练中借鉴结合民族美声唱法，为豫
剧演唱走向科学化、系统化、专业化探索
经验，年届 70 的左奇伟还分别收下了来自
西安、三门峡、济源、安徽、焦作及台湾等
地的戏曲声乐、戏曲作曲弟子各 7 名。

昨晚还举行了左奇伟师生演唱会，
左奇伟从艺从教 55 周年学术研讨会今日
还将继续举行。

“孙大圣”周六来也

本报邀您
与“美猴王”面对面

郑州日报影迷俱乐部

邀您免费看《刺猬小子》

郑州市第三届群众文化艺术节部分活动安排（二）

文艺范儿个性化受青睐
印象小镇、小物主义、气味小

铺、暖物记……几乎每家主营文创
用品的小店，都有着一个温暖个性
的名字和时尚的装修。走进它们，
设计感很强的笔记本、个性时尚的
茶具餐具等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文
创产品映入眼帘，让人感觉有说不
出的喜欢。

“我特别喜欢买这种很有文艺
范儿的、个性时尚的文化创意用品，
比如复古的牛皮封面笔记本、精心
制作的手串等，拿在手里有种沉甸
甸的质感。”大学生小于告诉记者，
她最钟情于文创产品蕴含的浓浓
文化气息和设计者独特的设计理
念，这些赋予了文创产品温度，每
次她买到喜欢的物件，都感觉像是
与设计者产生了某种奇妙的思想
的共鸣。

而从事文创这个行当的人，也
大都是出于发自内心的喜欢。从小
就喜欢做手工的高山，大学时学习
的是工艺美术专业，毕业一年后，她
就在郑州开了一家手工皮具店，专
心做皮雕，从设计，到选料，再到一
针一线地缝制，每一个环节高山都
亲力亲为，她在这个过程中体会到
巨大的快乐，“这些作品已不仅仅是
一个具有实用性的物件，更多地凝
结着自己的思想、精力、时间、劳
动。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被大家所
喜欢、接纳，会有一种成就感。”

什么是文创产品呢？市文广新局产业
处负责人告诉记者，文化创意产品是艺术
衍生品的一种，它利用原生艺术品的符号
意义、美学特征、人文精神、文化元素，对于
原生艺术品的解读和重构，通过设计者自己
对于文化的理解，将原生艺术品的文化元素
与产品本身的创意相结合，形成的一种新型
文化创意产品，“近几年，郑州的文创产品种
类越来越丰富，质量也越来越高。”

“印象小镇”品牌主理人高磊介绍，文
创是从国外引进过来的一个理念，先从一
线城市发展起来，然后逐渐漫延到二线城
市，“最初是比较简单的文创印刷品，比如那
种很清新文艺的明信片。后来慢慢地产品
种类越来越丰富，个性化、创意性也越来越
强。”高磊说，近年文创产品非常受大众的青

睐，目前已有部分商场开设文创产品区。
谈到为什么这两年文创产品如此受到

大家的青睐，高山认为，文创产品大都充满
着强烈的个人风格，它不同于机器，无法大
批量生产，这满足了当下人们主观意识和
个性化表达的需要。高磊也认为，文创作
品文艺范儿浓厚、创意性强，它会让人显得
与众不同，因此很受年轻人的喜爱。

高磊说，这两年原创手工类的文创产
品特别流行，比如插花、DIY相册等，许多
店家已经不再仅仅售卖这些产品，而是引
导大家参与进来，亲手制作属于自己的产
品。高山表示，随着文创产品的流行，那些
曾经被丢弃的手工、那些正在消亡的非遗
项目，又被重新捡拾了回来，并以崭新的形
式传承下去。

那么文创产品接下来将会如何发展
呢？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许多书店、文
创产品店里的商品都是店主在外旅游时带
回来的，这些产品大都富有当地的文化元
素，文创产品已成为展示、传承当地传统文
化的一个载体。记者了解到，郑州的文创产
品，也越来越多地和中原文化结合起来，而
设计者也有意将独具特色的文化元素融在
作品中。更多地展示富有当地特色的传统
文化——这成为文创产品的发展趋势之一。

比如，以朱仙镇木版年画为设计图案的
钱包、展示少林功夫文化的各种物件，还有
由河南博物院授权河南嵩阳文化策划有限
公司研发的“鸮傲江湖”系列文创产品，以

“武则天金简”为基本元素开发贵金属文创
产品等。它们将传统文化资源重新包装、合
理利用，实现了文化价值和实用价值的有机
统一，有助于“让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

此外，有业内人士认为，订制将是文创
用品的一个发展方向。回声馆非图书类负
责人宋洁告诉记者，近年来大家越来越重视
自我意识的表达，一些人已不满足于碰到喜
欢的文创就买下来，他们可能会更想设计、制
作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作品。高磊认为，
文创产品不能一味效仿大城市，如果没有足
够的创意和竞争力，很可能过了这个劲就不
会太火了，“设计、生产富有个人特色、当地文
化特色的产品，也是个不错的路子。”

重拾记忆中的美好

展示当地文化的载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