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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关注娱乐新闻
的朋友，会发现最近有一

些新词屡屡见诸新闻标题
中，“IP”就是其中之一，并常

常与“火”和“火爆”等词语搭
配在一起，能够穿越多个形态

的真实存在，就可以叫IP，它可
以是一个故事情节、一个人物、

一幅漫画甚至只是一个名称或符
号。它是无形的，但又能贯穿始终。

它能够穿越多种形态，人人都可以
感受到它的真实存在。

“IP”是 英 文“intellectual property”
的缩写，其原意为“知识财产所有权”

或者“智慧财产所有权”，也称为智力成
果权。随着时代发展和变化，我们现在所

说的“IP”的含义有了新的变化和延伸，如
今它已被人们衍生为一个故事、一种形象、

一件艺术品、一种流行文化。
打个浅显易懂的比方，“IP”就像金子，它

走到哪都是会发光的！
人气的IP 又是什么？人气的IP 最大的作

用就是“自然息量”，即能够自然地吸收到大量的粉丝，大量的
粉丝会因为某种展示或者创意，去主动尝试那些给人带来精神

愉悦的东西，甚至通过彼此之间的自我传播吸引到更多的人参与
其中，由此而引发的人们自发的观赏潮流，就是人气IP。

人们总是喜欢那些美好漂亮、引发思考和想象的艺术作品，而
艺术家在传承创新的过程中奉献出的、让百姓们伸手就能够得着的

艺术品，自然会聚起涌动不息的人气, 这个传播的过程也会使人们在
艺术的氛围中更博学雅致。

宝鸡卧龙文化艺术创意产业园就是一个极具人气IP 的“网
红”，它所带给人们的，是自发自愿地接近艺术，也让艺术衍生成

一种可以产生经济效益的产业，艺术在其中的能量，是超乎人们想
象的存在。

一辆自行车可以卖到九千多

元，你相信吗? 卧龙文化产业园的

创始人王超做到了。他自己设计

了一款极具收藏价值的机动自行

车，一年在世界各地可以卖出六千

多辆，有五千多万元的产值，他的

自行车，大部分被收藏在高档商

品的橱窗内、个人爱好者的客厅

里，自行车的精美细节和流线型外

观，都极具观赏性。

可以说王超是一个非常好的

跨界“艺术实践者”，他不仅设计

自行车，将艺术元素融入各种工业

设计当中，而且还把一座废弃多年

的水泥厂，设计改造成了一个到

处充满艺术气息的文化

产业园。他说 ：“工业

设计是目前最能把艺

术和生活融合在一起

的学科，我们将来的生

活，必将融入IT、声学、

美学、体育、化学等各

种学科。”

如何将艺术和科

学融入生活？王超和他

的团队在卧龙文化产

业园尝试着替大家打

开一个天窗，活出另一

种人生。

有人说艺术与经

济不搭界，王超并不这

样认为，他说 ：“艺术，

是文化产业发展的

一双翅膀。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

不同，产业是要产生效益的。”

卧龙文化产业园是能创业、

能生活的地方，目前已经有近 30

家文化创意企业入驻产业园。其中

李晨影视后期工作室年产值可达

6000 万元以上，2020 年第三季度

纳税额达 100余万元。这些把艺术

融入产业的文化创意公司，将会拿

出更多顺应市场的艺术产品。日

后，园区将举办密集的文创活动，

弥散出浓厚的文化艺术气息，慢慢

根植于市民生活当中，让市民意识

到艺术就在身边，让大家看到艺术

所能产生的经济价值。

跨界对话
将艺术融入产业

当天的“艺术+”跨界沙龙现

场，有很多幅绘画和刻字作品，

在不同的展室供四面八方前来的

游人观赏，这些作品的作者也在现

场和大家共同交流创作体会。曾入展全

国第九、十届刻字艺术展和第十四届国

际刻字艺术展的现代刻字艺术家李骅有一

幅作品，深受观者赞叹，5 个年代感极强的木

制搓衣板，已经被磨去了棱角，岁月的沧桑尽显

其上。

   艺术源于生活，在生活中有很多事物我们也

称之为艺术，艺术并不是高高在上让人高不可攀的，

艺术是生活的调色盘，可以让生活多姿多彩。而这

些艺术家其实都在跨界发展，比如书法家做篆刻、画家吹笛

子、诗人学写生等等。如何把艺术融入生活? 其实一个有创意

的盆景、一束用心的插花、一幅有感情的画作，都能为生活起到艺

术的点缀，而且能聚集起热闹的艺术人气。

在卧龙文化产业园开设画展的吕永珺、黄志国的水墨画随心创

作，夏彤、王刚的油画表现力很强，孙峥不仅热爱绘画、传统艺术，也喜爱

篆刻，这几位画家在绘画的同时，还尝试其他艺术形式。

刘源说，在第九届陕西省艺术节期间策划“理想生活艺术节”以及推出“艺

术+”跨界沙龙，邀请到一些艺术家参与到“看·见”现代艺术展中来，就是想给宝

鸡的现代艺术家们多渠道的表达场所，并通过艺术家敏锐的感知力及他们对世界

发生的变化的独特感受引发大众的思考，让普通市民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地坦然走进

画展展厅，零距离与画作、与艺术家无拘无束地对话，抬脚就能走进艺术的殿堂，所以，

艺术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艺术也能促成“网红宝鸡”的人气IP。

跨界创作
将艺术融入生活

10 月 15 日，副省长、宝鸡市

委书记徐启方在宝鸡卧龙文化产

业园开园仪式结束后参观产业园

时说，宝鸡这座城市需要艺术氛

围。二十多天来，市民们热情地自

发参观也显示出卧龙文化产业园

以“艺术展示”赢得了大家的追捧。

为城市创造艺术氛围的，很大一部

分是艺术家和热爱艺术的市民与

游客。 

当各种艺术形式展现在市民

和游客身边，大家争相在画作前拍

照留影，争相尝试弹琴、画画、做陶

艺的时候，文化产业园里的人气就

会很旺，人们陶醉在艺术创意的快

乐当中。

艺术如何创新才能有

持久的生命力? 这也成为当天到

场参加“艺术+”跨界沙龙的嘉宾

们探讨的话题。

邰高媛是凤翔木版年画传承

人邰立平的女儿，她在现场讲述

“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跟现代人

的生活联系起来”时，显然是经过

了很长时间的摸索，她说凤翔木

版年画不仅只是适合收藏的小众

产品，而且也逐渐在艺术品类当

中成为新的“网红”。他们如今一

直都在做木版年画传统技艺的挖

掘整理工作，同时也在寻找一种

与现代人

生活能接续起

来的艺术语言。

嘉宾们在探讨各种不

同的艺术形式时，还有一个中

心话题，那就是人气，如何打动人、

吸引人、聚集人? 一切艺术形式最

终都是为人们服务，当艺术作品被

人们追捧、欣赏进而购买，这其中

传承和创新为艺术赋能的作用是

不容忽视的。

传承创新
给艺术创新赋能

—— 宝鸡卧龙文化艺术创意产业园“艺术 +”跨界活动探析
本报记者  张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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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九届陕西省艺术节举办期间，
宝鸡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艺术“网红城
市”，各种美景和演出活动被网友们不断
刷屏。宝鸡卧龙文化艺术创意产业园（以
下简称卧龙文化产业园）因为老爷车展、
老电影展映、画展、Cosplay展示、艺术表
演及油彩涂鸦等多项活动，成为宝鸡又
一个网红打卡地。市民及外地游客纷至
沓来，十几天时间，已经有近5万人到这
里“打卡”参观。

10月30日，卧龙文化产业园首届“理
想生活艺术节”推出了“艺术+”跨界沙龙，
这是艺术节发起人王超、刘源主题活动

“筑梦理想，同心共创”的一个艺术聚会。
近百名书法家、篆刻家、诗人、音乐人、策
划人、策展人及其他艺术文化爱好者会聚
一堂，打破传统艺术界限，分别从自身领
域角度出发，讲述多年专业经验及精彩的
实战案例，分享他们对于艺术跨界发展趋
势的独到见解，探索如何从艺术角度衍生
商业，推动新形态艺术商业体形成，使艺
术成为“网红宝鸡”的人气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