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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出“大而全”的参展老路

淄博馆演绎陶瓷“独角戏”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李文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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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齐古都的展示，

也没有聊斋文化、蹴鞠文化

等人们所熟知的淄博文化

符号，在文博会淄博馆，琳

琅满目、造型各异的精美瓷

器唱起了“独角戏”，不时博
来参观者的赞叹之声。

“三届文博会，我们走

过了三个阶段，现在我们

的思路已经逐渐成熟了。”

28日，淄博市委宣传部负

责文化产业工作的徐德征
说，首届文博会是摸索阶

段，他们想的是把当地最

有亮点和代表性的东西都

拿到文博会上。“到第二届

的时候，就开始有意识地

突出风格，追求厚重、大

方、震撼和综合性等特点。

而到了今年第三届文博
会，我们就开始有意识地

改变风格，突出重点。”

在这几年间，徐德征
到深圳、北京等地参加过

多次相关展会。“很多展区

制作漂亮大方，吸引力却

不强，特色不突出，内容多

而不精。”他说，“因而我们

开始有意识地改变这样的

局面，每次能历史地、全面

地推出一个主题就不错

了，如果把几个主题都拿

来，结果肯定是都做得不
充分、不突出。”

在今年的文博会上，淄

博集中力量主打一个品牌。

“原来的陶瓷多是建筑陶瓷

和日用陶瓷，附加值低、污

染重。而这几年我们的陶瓷

走上了‘文化路’，陶瓷成了

文化的载体，附加值也上去

了。”徐德征说，以前几块钱

一个的杯子，现在动辄几百

元才能买到。“一幅价值一

百万左右的名画，放到我们

的艺术瓷器上，就连涨数

倍，成了无价之宝。”

徐德征说，他们今年

主打陶瓷，是因为当地的

陶瓷在文化产业化方面做

得最好。“以后每届文博
会，我们都会突出一个主

题，充分展示和推介，不求

大而全。”

迈进济南馆，耳畔就
响起了泉水汩汩的涌动之
声，看到的也是喷涌而出的

“泉水”。这些“泉水”与众不
同，它们由27台投影仪组合
而成，以散开流淌的波浪为
支撑结构，寓意着济南以宽
广的胸襟笑迎八方来客。

在济南馆中，人们还
能与李清照进行对话。在
电子屏幕上显示的是李清
照的逼真肖像，当参观者
触动屏幕下面的问题时，

画面中的李清照便朱唇轻
启，开始作答，随之耳边便
响起李清照流传至今的佳
作名句。

济南西区展示区、动
漫展示区、民营书业展示
区也是本次展会济南展区
的重要展出部分，在这里
不仅能够尽情体验“四面
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
城湖”的泉城园林美景，也
能充分领略济南西区未来
文化中心的独特魅力。

看过临沂馆之后，给
人留下印象最深的是那些
红色影视作品。不仅有醒
目的海报，而且人们熟悉
的《沂蒙》、《沂蒙六姐妹》等
也在电子屏幕上滚动播
出。抬头看去，在展馆的横
梁上，还有广为人知的沂
蒙山小调的曲谱。

“这个沂蒙山小调旋
律一起，人们就会想到沂
蒙山，就会想起临沂。”28

日，临沂市委宣传部文化

发展办公室主任张世勤
说，临沂有着丰富的红色
文化资源，主打的也是红
色文化。

临沂文化产业发展
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红
色影视作品的制作。“临沂
现在有五个影视基地，每
年来临沂拍摄的影视作品
不少于30部。这对当地餐
饮、旅游的带动非常明显，

对我们临沂也能起到非常
好的宣传效果。”

风筝、年画、泥塑、剪纸
以及红木嵌椅，这些充满民
俗味道的东西，都可以在文
博会潍坊馆内看到。

除了这些常见的民俗
文化形式，参观者在展馆内
还能看到潍坊市动漫基地、

十笏园文化街区、坊茨小
镇、杨家埠民间艺术大观
园、青州云驼旅游文化区、

诸城龙文化产业园等13家
文化产业园区的介绍和展
示。

“我们利用保留下来的
德日风格老建筑，当做文化
创业的基地，来搞油画、设
计、雕塑等文化项目。”潍坊
坊茨文化创意产业基地副
主任王明江介绍，他们已经
签约了69位全国各地的知
名艺术家到“坊茨小镇”进
行创作，“我们的油画写生
基地和中国坊茨风俗美术
馆的建设已经开始，影视基
地的建设也已经有了着
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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