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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宁 万一

随着我国规模最大的国际性舞蹈赛事

——首届北京国际芭蕾舞比赛本月圆满落

幕，北京又一个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流的新平

台搭建起来。短短几月，从我国最大文化创

意产业园区落户北京通州到首届北京国际电

影季创近 28 亿元的洽商交易额新纪录，从

2011 中国文化遗产日大型主题活动成功举

行到本届舞蹈大赛，人们不难嗅出作为文化

之都的北京，正加快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步

伐。

“软实力”走向世界基于“话语权营造”

北 京 奥 运 会 后，文 化 创 意 与 科 技 创 新

的“ 双 轮 驱 动 战 略 ”成 为 北 京 发 展 的 新 航

标，特别是持续快速发展的文化创意产业，

已 成 为 首 都 加 快 转 变 经 济 发 展 方 式、实 现

科 学 发 展 的 重 要 引 擎 。 2010 年，北 京 文 化

产业的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已超 5%，成为

“支柱产业”。

然而，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还远远不

够。油画家张东红认为，中国当代艺术尚未

建立本土学术氛围，话语权仍牢牢掌握在西

方手中，评判标准难免以西方为坐标。

“中国当代艺术要想掌握话语权，实现文

化走向世界,就得先苦练内功，做大做强自己

的文化创意产业。”全国政协委员、中央音乐

学院副院长叶小钢说,“想走出去，先得引进

来，在互动中既向世界介绍真实的中国文化,

又不断集聚世界各国文化创意发展的能量。”

于 4 月举行的首届北京国际电影季，首

次 有 20 多 名 国 际 著 名 电 影 节 主 席 聚 首 北

京。电影季并未设立竞赛单元，更无颁奖盛

典，而把重头戏放在“中外电影项目洽商”环

节，全球 200 多家知名电影巨头与国内影视

企业的洽商交易额高达 27.94 亿元，创中国

电影节展新纪录,电影产业功能聚集地初步

形成。

除国际互动外，在内容生产中，也要注重

西方形式与中国内容的融合。叶小钢说：“之

所以西方受众惊叹用中国民乐演奏西乐，就

是因为我们把中国文化和西方受众能接受的

形式有机融合，让其入脑、入心，达到文化传

播效果。”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叶朗等

专家认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应特别重视向国

际社会介绍我国当代文化艺术经典，而北京

有各国首都难以比肩的历史文化遗存，有全

国品种数量最多的报刊和档案资料，有全国

最大规模的文化人才群体，完全能担当起“软

实力”走向世界的领跑者。

三因素掣肘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前行

理念与实践往往有不小落差。北京在搭

台上演“文化创意产业大戏”时,发现自身功

力不足,一些“戏外戏”尚须“修炼”。

北 京 市 政 协 和 相 关 专 家 围 绕“ 十 二

五 ”规 划 进 行 的 调 研 显 示 ，三 大 因 素 掣 肘

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不利于文化“ 软实

力 ”走 向 世 界 : 首 先 是 发 展 定 位 雷 同，部 分

文 化 创 意 聚 集 区 的 产 业 集 群 发 展 模 式 落

后 。 有 些 地 区 盲 目 追 求 大 而 全，出 现 恶 性

争 夺 资 源 的 现 象 。 对 此，中 国 人 民 大 学 人

文奥运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金元浦教授分析

说，当 前 文 化 创 意 产 业 存 在 一 哄 而 上 的 情

况，一 些 聚 集 区 在 对 旧 建 筑 进 行 简 单 改 造

后 进 行 出 租，部 分 地 产 商 借 文 化 发 展 之 名

低价“跑马圈地”。

其次，文化创意产业总体处于粗放发展、

数量扩张阶段,集约化程度低。以动漫产业

为例，北京某动漫企业负责人说，北京尚未完

全摆脱“漫画→读者”、“动画→投资”、“厂商

→购买少部分动漫形象→消费者”单项赢利

模式，“衍生产品制造商→漫画→衍生产品制

造商互动开发→动画制作→衍生产品→消费

者”的产业链尚未形成无缝对接。

“从地理分布看，文化创意场所散布在

10 多个行政区，难以形成像美国百老汇那样

的大规模文化集聚效应。”北京市政协委员、

著名演员杨立新说，只有通过集聚形成产业

链，利用上下游优势资源，才能产生更大规模

的效益。

再其次民营文化创意企业发展艰难，受

金融体制制约，融资困难。在每年 5 亿元文

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中，民营企业获得

资助的金额非常有限。文化创意产业投融资

服务更多侧重于文化企业与金融机构的对

接,投融资渠道狭窄。北京市政协的调研结

果显示，北京目前 90%以上的文化创意企业

把融资列为一项必要的战略规划。

避免“一窝蜂”打造“三乐章”

“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初期,难免会有不

切实际、盲目投资等问题,因此要避免‘一窝

蜂’，以防变为显气派、造声势、图虚名的落地

畸变和泡沫现象。”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研

究院院长范周等专家指出，文化创意产业的

质变，不是搞几次大型国际文化活动就能实

现的，它需要三大乐章：一是概念论证，二是

知识产权保护，三是最终形成“跨界”的产业

链条。

金元浦教授对此表示认同：“文化创意产

业的根本是通过‘跨界’打通第二、三产业,以

推动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他举例说，制造

业卖产品、卖机器,而文化创意产业卖设计、

卖理念、卖精神、卖心理享受、卖增值服务。

电影、音乐、戏剧、美术给人带来艺术品位的

同时，其背后的衍生品开发恰恰成为西方国

家经济发展的支柱。

北京市政协的调研报告建议，通过成立

文化创意产业集聚联盟，建立信息互通机制，

形成有利于分工合作的产业链。产业园区的

功能，一方面应为创意设计提供销售渠道，推

动设计与品牌或企业相接洽，另一方面应为

创意设计提供配套服务。

据记者了解，目前北京市市级文化创意

产业集聚区已达 30 家，覆盖北京全部区县、

八大重点行业。针对中国时尚创意激情匮

乏、时尚话语权微弱的现状,北京于今年 3 月

建立我国最大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国

家时尚创意中心北京 (宋庄)时尚创意产业

园，把“时尚产业化、产业集聚化、集聚高端

化、高端品牌化、品牌国家化”作为该园区的

发展战略。

相关专家还建议，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扶

持力度，进一步放宽对民营文化企业的市场

准入门槛，对产业聚集区内的优秀民营企业

应给予一定的房租补贴，为它们提供一个稳

定的发展环境。同时，应尽快设立北京文化

产权交易所,推动文化创意产业与金融资本

的有效对接。

提升“软实力” 修炼“戏外戏”

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加速快跑

著名作家贾平凹曾经写过一篇叫

做丑石的文章，说的是自家门前一块

又丑又黑、奇形怪状的石头被埋没了

几百年，最终被天文学家断定为陨石

而一朝成名。如今，在宁夏像这样一

朝 成 名、身 价 倍 增 的 石 头 越 来 越 多 。

一块名叫“秦俑”的石头竟然爆出 10 亿

元天价，令人咋舌。

其实，“秦俑”只是众多精妙绝伦、

浑 然 天 成 的“ 奇 石 明 星 ”中 的 一 个 而

已。想总览这些石头中的“明星”，你需

要把眼光投向宁夏的首府——银川，那

里既是“奇石明星”制造工场，又是“奇

石明星”荟萃舞台。

位于黄河之畔的银川是奇石的“富

矿”。它坐拥得天独厚的贺兰山奇石和

黄河奇石资源。

宁 夏 奇 石 自 古 有 名 ，明 代 宋 应

星《天 工 开 物》载“ 玛 瑙 非 石 非 玉、中

国 产 处 颇 多 ，上 品 者 产 于 宁 夏 外 徼

羌 地 沙 碛 中 ”，是 关 于 宁 夏 奇 石 最 早

的 记 述。

宁夏地区的“石文化”则是银川汇

集 天 下 石 友 的 密 令 所 在 。 1999 年 4

月 ，一 篇 题 为《宁 夏 奇 石 第 一 人 的 传

奇》的文章，介绍了溯源黄河以求奇石

的 陈 西 以 及 他 藏 有 的 奇 石“ 九 曲 黄

龙”。启功、王朝闻、贾平凹等文化名

人的题名和泰国奇石馆馆长周镇荣 40

万人民币的叫价，不但让“九曲黄龙”

名扬天下，更触发了当代宁夏石文化

勃兴。

“ 乱世黄金、盛世收藏”。随着生

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在衣食足、仓廪实

之余，寻求精神领域更高层次的追求

已成必然，收藏不仅成为文人雅士们

情怀风骨的最佳寄托，还是商界大腕

们投资增值的智慧选择。而相较于其

他 的 收 藏 ，当 下 奇 石 的 收 藏 更 显 优

势。所谓“黄金有价石无价”，集旅游、

运动、审美、增值为一体的藏石与当下

崇尚自然、低碳健康的社会风尚更为

契合。奇石是千百万年乃至数亿年才

形成的，它的数量只会越来越少，而收

藏者则越来越多，可以预见在未来的

收藏市场上，奇石的价值还有很大的

攀升空间。

天时地利人和兼备，银川着重打

造 的 奇 石 品 牌 不 断 吸 引 着 来 自 全 国

乃至世界各地的收藏者、投资商。现

在 银 川 市已形成鼓楼奇石市场、银川

市文化城奇石市场等几大奇石市场，

专门经营奇石商家有数百户。每到星

期五至星期天，不仅宁夏各市县的客

商和奇石爱好者纷纷赶来经销和“ 淘

宝”，还有甘肃、陕西、河北、北京、广东

等省区和蒙古国的奇石爱好者和经营

者。银川每年都要举办多次形式不同

的奇石节，其中中国银川奇石旅游节

最为隆重，目前已经举办了九届，推出

了众多“奇石明星”。“奇石之都”俨然

已经成为银川的一张城市名片。

“奇石之都”银川
盛行“石文化”

春节前夕，银川市收藏界纷纷争睹

一枚产自广西红水河谷，经亿万年激流

冲 刷 而 成 的 天 然 文 字 奇 石“ 王 母 寿

桃”。 高 95 厘米，宽 80 厘米，厚 33 厘

米，重约一吨,酷似一蟠桃，彰显红黄之

色，尤其是“天、喜、寿”三个字宛如书圣

王羲之落笔，令人叹为观止。适逢辛卯

兔年新春佳节，不禁使人产生“月宫玉

兔”、“瑶池仙桃”等降瑞、祈福、拜寿之

遐想。此石有“三奇”之绝：

一是形之奇。整枚石头浑然天成，

形似天上王母娘娘寿宴上的仙桃，其独

特、神奇，给人一种“此桃只应天上有，

人间哪得几回见”的别样感觉。

二是字之奇。此石不仅其形似桃，

还奇在石上有字。上中间是一“寿”字，

右侧是一“天”字，左侧是一“喜”字。三

字相连为“天、寿、喜”。其字苍劲有力，

潇洒飘逸。石形与字意相配，字意与石

形相和，堪称绝配。

三是色之奇。石为深紫色，间有金

黄色杂驳其中。其深紫色呈“紫气东

来”之祥；其金黄色显至尊至贵之像。

紫黄之色，既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皇室

贵胄心仪的绝佳色调，又是民间百姓推

崇的至美色彩。

综观天下藏石，以形奇者为珍，以

字奇者为雅，以色奇者为贵。此石其

形为石之精，其色为石之气，其字为石

之神，集“ 珍、雅、贵”为一身，聚“ 精、

气、神”为一体，可谓奇中之奇，妙中之

妙，绝中之绝，不可无一，不可有二，乃

可遇而不可求之石中神品。一奇石收

藏 家 为 之 歌 曰 ：“ 阅 尽 奇 石 ，此 枚 最

妙。灵性四溢，地设天造。天光紫气，

王母仙桃。形与字色，惟妙惟肖。宛

若仙物，可悟寿道。灵气氤氲，神韵飘

渺。赏之藏之，天寿莫高。”（白 雪）

银川争睹罕见
文字奇石“王母寿桃”

站在宇宙看地球
——读曹欣羊的《生存论》

（一）

站在宇宙看地球，地球是浩渺太空中

的一颗星星。

而近两百年来，这颗“星星”却在急剧

地发生着变化：地球被挖得千疮百孔，山川

被削，河流被填，海水变色，冰川消融，绿洲

变沙漠;战争的硝烟、核武器的蘑菇云、工厂

的烟窗，浓浓的尘埃笼罩着这颗“星星”，它

似乎要在宇宙间消失······
而这一切，都是作为最高等级的人类

造成的。其它的动物做不到，地球也不会

自己破坏自己。

宇宙在担心地球这颗星星。地球在呻

吟。作为“万能”的人们，还要怎样地折腾

地球？“过分的聪明就是愚蠢。”自以为无所

不能的人类，难道要等到自己像《2012》面

临的那一刻才觉醒吗？

在浙江的钱塘江畔，有一家企业的老

总，他在经营自己公司的同时，却无时无刻

不在思考着这一切。

他就是曹欣羊，一个全凭自己的能力

从一无所有干起来的企业家。曾经，他站

在家庭的角度为生计思考；后来，他站在公

司的角度为企业发展思考；现在，他站在宇

宙的角度为地球思考，为全人类思考。有

的人不理解，有的人窃喜。

贪欲者不择手段，自私者窃视着一切，

享受者醉生梦死，为生者苦苦挣扎······
地球上的一些人，不是为了生存在忙碌，而

是为了你死我活、为了各种利益纷争在勾

心斗角。有的国家研制能毁灭全人类和所

有生物的武器，有的地区之间、帮派之间枪

声不断。失去人性的“人”在杀戮，强盗在

觊觎着一切······

曹欣羊在思考着这一切：人类的本质

是什么？人类发展到今天面临的生存危机

是什么？人类生存危机的根源是什么？怎

样解决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人类的明天

又该是怎样的？

读罢曹欣羊先生所著的《生存论》，我

们似乎明白了一切。

《生存论》是不同于任何类似内容的一

本书。它摈弃了传统的思维定势，它所强

调的人权、生存权不带有政治色彩，它所强

调的人性不带有宗教色彩，它所分析的根

源最全面、深刻、彻底，它所提出来的新思

维是不曾有过的，是最能为全人类所接受

的！

站在宇宙看地球，《生存论》的书页在

翻动······

(二)

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但一种思想

的作用是无限的。一个世界是庞大的，要

想改变世界，只有用思想。

狭义的思想是指思和想，亦即考虑问

题。何所思？何所想？必有其根源或动

因。有的人为某一件事，有的人为某一个

大的行为；有的人为自己，有的人为他人；

有的人为善良和正义，有的人为阴谋和陷

害；有的人为未来，有的人只为眼前······
全世界 67 亿人，真正能够站在全人类的角

度去着想的有多少呢？如果大多数人都站

在全人类的角度去着想，我们的这个世界

该是多么好呢。

读 罢 曹 欣 羊 先 生 所 著 的《生 存 论》一

书 ，我 们 真 正 明 白 了 什 么 叫 纯 粹 —— 一

种 纯 粹 为 了 建 设 美 好 世 界 的 思 想 ；我 们

真 正 明 白 了 什 么 叫 美 好—— 一 种 让 地 球

人生存平等、地球资源人人共享、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新文明！这就是曹欣

羊的思想。如无所思，便无所想；如无所

想，便无所果。曹欣羊先生去想了，他想

出了一个真正有利于人类生存发展的新

文 明 。 他 不 是 为 了 自 己 ，难 道 说 这 不 是

纯 粹 吗 ？ 在 世 界 大 同 的 新 文 明 里 ，大 家

过 着 与 自 然 和 谐 相 处 的 生 活 ，难 道 说 这

样 不 美 好 吗 ？ 曹 欣 羊 先 生 的 思 想 ，是 时

代 的 思 想 。 从 某 种 意 义 上 说 ，这 不 是 他

个 人 的 思 想 ，而 是 历 史 和 世 界 发 展 的 人

类精神成果！

没 有 人 能 随 便 成 功 。 但 尽 管 群 山 叠

叠，小溪还是冲破重重阻隔归向大海。历

史的发展，有其自然规律，当一种倾向发展

到危害人类生存的时候，必然要被否定，被

新事物替代。

人 人 都 知 道 自 私 和 贪 婪 的 结 果 是 什

么 ，人 人 都 知 道 奢 侈 和 浪 费 的 结 果 是 什

么，人人都知道无节制挖掘地球资源的结

果是什么，人人都知道军备竞赛和战争的

结 果 是 什 么······但 ，人 们 控 制 住 自 己

了吗？

有多少个不眠之夜，曹欣羊先生这样

去苦苦地思索。

当然，他可以不去想这些，别人也可以

不去想这些。有的人可以去充分享受尊

贵，有的人去为生计挣扎，有的人去绞尽脑

汁地行使奸诈······他们有各种冠冕堂皇

的理由和口号下，但给人类带来的将是一

种什么样的结果呢！

这 世 界 是 复 杂 的，又 是 透 明 的、简 单

的。就像道理一样，只要琢磨透了，就很简

单。《生存论》无需用晦涩的语言去分析和

描述简单的道理，人也无需把自己复杂化。

《生存论》，是曹欣羊先生所著的书，一

部思想厚重的书，一部道理明朗的书，一部

为了这个世界的书，一部真正为了使人类

生存发展的书！

■石德照

■ 王华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