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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城事

四大高手洛阳论剑 文化创意商机无限
（上接A05版）

■受访人物 刘结成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
长助理、创意实验室执行主任，国
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
助理研究员，曾为国内许多省市
和企业做文化产业发展战略规划

让古老文化适应现代生活

□记者 寇玺/文 陈占举/图

作为国内顶尖的文创专家，
刘结成昨日在接受洛阳晚报记者
采访时着重强调了“互动”和“体
验”这两个概念。在他看来，只要
做得好，一尊普通的佛像也能让
游客印象深刻。

洛阳晚报：这是您第一次来洛
阳，听说昨天夜游龙门石窟，感受
如何？

刘结成：我觉得这种形式挺好
的，不仅增加了游客的旅游时间，还
丰富了游览内容。不过，不管是白
天游还是夜游，在互动方面都可以
再加强一些。

洛阳晚报：洛阳的文化资源丰
富，就您的了解，觉得我们在文化产
业的开发上有什么问题吗？

刘结成：我国文化资源具有三
个特点：埋藏于黄土之中，记载于书
本之上，流传于口舌之间。缺乏互

动感，一直都是个难题。
我们首先应该从观念上明确，

开发文化产业的第一要务就是研
究如何让古老文化适应现代生
活，这是进行文化产业开发的难
题之一。单纯研究古老文化，而
忽视现代人的需求，对于发展文
化产业无益。一种文化通过一种
方式转化为一种产品，最重要的
是我们要把这种文化注入新的内
涵，而这种内涵必须契合现代人
的喜好、需求、审美观念，根据现
代人的需求去寻求与传统文化的
契合点。

用科技手段提高互动性

洛阳晚报：您总是提到“互动”
概念，如何才能提高互动性呢？

刘结成：互动性不仅指肢体上
的互动，还有思想上的互动。我们
可以用现代化的手段对传统文化进
行诠释，让传统文化更便于被现代
人所理解。比如敦煌研究院网站上
的《全景漫游》栏目，其先进的技术
可对敦煌石窟进行360度展示，足
不出户就能领略敦煌石窟的风采。
再比如一幅画，观赏者只能看到成
品画稿，无法了解创造过程、画作背
后的含义等。如果想让观赏者了解
它的创作过程、表现的意境和体现
的思想，需要我们用现代化的手段
再现，这也是未来文化产业的发展

方向。
目前，很多旅游产业开发都停

留在看看自然风光层次上，无法给
人思想上的交流和感受。比如，一
尊佛像放在面前，对于不了解佛教
文化的人来说，无法产生崇拜之
情。如果利用一些数字化手段，
展示这尊佛像背后的故事、历史，
参观者就更容易产生思想上的交流
和碰撞。

所以，一些景区完全可以结合
数字化等科技手段，提高互动性，
给游客展示更加丰富的内容，不仅
能提高游客对景区的体验性，也能
在体验中延长旅游时间，提高旅游
黏性。

为消费者创造更美好的消费体验

洛阳晚报：您能给我们开发文
化产业提一些建议吗？

刘结成：洛阳历史资源丰富，并
不缺少发展文化产业的资源。首
先，市政府、企业、个人等要合力营
造良好的文化产业发展氛围，只有
营造出适宜文化产业发展的氛围，
才能带来适宜文化产业消费的氛

围。其次，文化产业从业者要学会
用现代的方式发展传统文化，用更
加丰富的手段为消费者创造更美好
的消费体验。最后，应尽量拓展文
化产业的宽度和深度。比如，通过
延长旅游时间，提升旅游产品的质
量，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增长产业
链，加大后续消费的开发等。

■受访人物 朱惠良

台北“故宫博物院”指导委
员，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是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考古研
究所博士，对书画、展览、宣传、
策划等均有研究

“明星”藏品的衍生商品销路最好

□记者 寇玺/文 陈占举/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不少商
品都很畅销，一些甚至在网上被
大陆网友疯狂抢购。朱惠良认
为，这些文化商品能够热销，最重
要的在于其有一定的实用性，而
不是单纯的摆设或仿制品。

洛阳晚报：您以前来过洛阳吗？
朱惠良：来洛阳是很多年前的事

了，看过这里的博物馆和天子驾六博
物馆，但是上次来是七八年前，对现在
的洛阳博物馆我还不是很熟悉，这两
天我一定去看看。

洛阳晚报：据我们了解，台北“故宫
博物院”的门票收入很低，大部分的收
入来自其周围的商业化开发。您能否
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种运营模式？

朱惠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门
票相当于人民币30多元，并不是我们
的主要收入。我们的主要收入来自衍
生商品：以馆藏文物为核心内容，加上
现代创意、科技等，产生不同系列的文
化商品。人们旅游、逛博物馆，都希望
带一些纪念品回家。如果商品设计得
精巧、用心、有创意，价格也不是很高
的话，销路会非常好。“明星”藏品的衍
生商品销路最好。

博物馆的文化商品重点不在营利

洛阳晚报：有人认为，文物和商品
相结合，容易产生负面影响，这种情况
应该如何避免？

朱惠良：最早在西方社会里，文物
和商品结合就被认为是负面的，叫作
文化工业。文化和艺术有特色，经过
标准化处理之后，便会失去这些特色。

现代的文化产业则不同，比如在
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些衍生商品其
实是把文物的艺术性、造型、颜色、花
样等特色发掘出来。它不是仿古和复
制，而是将这些元素融入现代人生活，
变成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这样的文
化商品不仅有生命力，艺术含量也很
高，购买回家向亲友介绍时，也有很高

的教育、推广意义。
博物馆的文化商品，重点不在营

利，而是如何将文物中的艺术、文化、
历史内涵，经过非常专业且具有现代
创意的设计，变成现代人都愿意买回
家使用或摆设的物品，这就不再是一
般的商品了。

洛阳晚报：从文物到文化商品，怎
样才能更受欢迎？

朱惠良：最主要的是清楚消费者
的需要和喜好，针对他们的喜好进行
设计。目前，台北“故宫博物院”有文
具、床单、珠宝、手机壳等产品，中小型
商品居多。让文物、艺术融入生活，才
使得这些商品有生命力。

试试把唐三彩、牡丹瓷与红木家具结合

洛阳晚报：这些商品是通过什么模
式制作出来的？能否让洛阳借鉴？

朱惠良：我们已经摸索出一套机
制。首先，会通过网络进行公开招标，
筛选出最好的产品；其次，每年会针对
年轻设计师和学生，举行衍生商品设计
比赛；最后，我们和已经有知名度的厂
商合作，在已有商品上运用台北“故宫
博物院”内文物的形象。

洛阳晚报：开发这类文化商品有
什么注意事项？

朱惠良：用文物做商品，牵涉产
权，必须要有授权机制。即使是翻制

一张图片，也需要申请使用授权，否则
便是违法行为，将受到处罚。

洛阳晚报：您对洛阳的文化商品
开发有什么好的建议？

朱惠良：和专业人士合作比较重
要，尤其是年轻人的创意，很新鲜。

洛阳现有的很多艺术品虽然技巧
精致，艺术价值高，但多是单纯的摆设
或仿制品，不够多元化。比如唐三彩、
牡丹瓷，可以尝试与红木家具结合，就
好比将博物馆中的名画烧制在法兰瓷
上，然后做成餐具等实用产品，在人们
的使用过程中保存其艺术的活力。

刘结成
增加互动，让历史文化“活”起来

朱惠良
文化商品，要有创意更要实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