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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0 大泰山 ·财富视点

动漫“石敢当”带来的破题灵感

时尚元素带活传统泰山文化
本报记者 李芳芳 见习记者 邵艺谋

5 月 5

日，当记者来到位于
天外村龙潭路东边的一家旅游
商品商店时，依然看到很多游客
在挑选自己喜爱的商品。
“太漂亮了，这个灵芝娃娃看

起来比动画片里的哪吒还要可
爱，我一定要给我女儿带一个。”
来自河北邯郸的游客张淼告诉记
者，这是她第一次来泰山旅游，正
考虑给家人带一些礼物回去，当
看到店门口巨大的动漫“泰山石
敢当”后，她立刻被吸引了。“没
想到里面的商品这么吸
引人，我一下子就
喜欢上了。”

张淼说。
记者了解到，不光

是外地游客觉得这些动漫形象
的石敢当好玩，连一些“老泰安”
也感到稀奇。“我在泰安生活了五
十年，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石
敢当，真是稀奇东西。”家住龙潭
路的杨正斌告诉记者。

环顾这家没有招牌、面积不
大的店铺，记者看到展示架上摆
满了各种造型的旅游纪念产
品，有水晶石、石板雕刻、
人物塑形、水壶和
帽子……这
些 商

品
都有一个共

同的特点，上面的图
案全部都是动漫版的“石敢
当”、孔子、泰山灵芝娃娃和泰山
何首乌娃娃等形象。
“这是我们壹山圣影推出的

产品，是以大型动画片《泰山》中
的人物为原版生产的旅游文化产
品。”店铺的老板，同时身为泰
安市壹山圣影数码动漫
产业有限公司总
经理的公志
刚说。

公志刚告诉记者，4 月 17 日刚刚开业的壹山
圣影动漫泰山特色专营店，还没来得及做招牌，但
是已经挡不住红火的生意。

据了解，从 4 月 17 日到 5 月 5 日，短短的 20
天里，公志刚和他的产品成了游客们津津乐道的
话题。在“五一”假期的短短 3 天时间里，壹山圣影
动漫泰山特色专营店迎来了 2500 多名顾客，日均
销售额超过 1 万元。

“销售额说明不了什么，关键是产品能不能得
到广大消费者的认可。哪怕只是一个 3 块钱的产
品，只要顾客肯买，就说明它也有广阔的市场。”公
志刚介绍说，他的公司总共开发了 1000 多种泰山
旅游文化产品，现在投入市场的只有前期生产的
200 多种。

谈及为何会用动漫的形式来表现泰山文化，
公志刚介绍说，2007 年，山东省出台了多项措施，
要全力推动动漫产业的发展。当时担任山东省漫
画家协会副秘书长和泰安漫画家协会副主席的公
志刚，便萌发了靠自己的技术做一部原创动画片
的念头来。担任了《泰山》的制片人后，作为本土泰
安人的他在动画片里广泛融入了泰山文化。

做完动画片后，公志刚深深地喜欢上了这几
个活泼、可爱的形象，于是便想到把这些形象做成
实物销售的话，说不定会有不错的反应。

作为旅游城市，泰安的旅游商品有很多种，但不难发
现，除了泰山石、桃木剑还算有特色外，像彩色石头、各色
刺绣香包、草帽等这些东西在其他城市也很常见。

“景点所售商品的同质化现象很严重，而一些真正有
泰山特色的旅游商品做得又不够精致，经不起细看和推
敲。”泰安市旅游局纪检组长张朝晖说，比如既有特色又
做得比较成功的旅游产品当属肥城的桃木系列，但就目
前旅游产品市场看，肥城桃木系列的桃木如意、桃木雕花
弓箭等都不够精致，无论是在制造工艺还是在产品包装
上，与精品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

泰山盛世千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娄伟告诉记
者，公司于 2008 年成立，已经在动漫领域做出了一定成
绩。谈起整个动漫产业，娄伟稍显遗憾地说，在泰安这样
一个三线城市，想把动漫产业做成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方面由于人才太少了，有能力的都希望去大城市发
展，而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上手又太慢，于是出现了青黄不
接的局面。另一个方面则是该产业资金投入太大，如果没
有好项目和好规划，花大价钱做出来的作品就很有可能
收不回本，这也是动漫产业最关键的问题。”娄伟说。

动漫与旅游商品的结合正好破解了两个产业分别面
临的困境，让两个领域同时看到了曙光。

公志刚和他的公司正是看中了动画片这种喜
闻乐见的形式，觉得它具有很强的娱乐性和幽默
感，容易被大家接受，和博大精深的泰山文化结合
起来，把泰山的历史典故、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和风
景等植入到动画中，肯定有意向不到的效果。

“当时考虑到我们齐鲁大地缺的不是文化，而
是如何把文化推广出去，于是有了以泰山为灵感的
创作思路。”公志刚说。

在谈到对动漫产业前景的看法时，娄伟表示动
漫产业前景还是很光明的。“现在国家对于动漫产
业的发展非常支持，泰安的动漫产业还处于起步阶
段，进一步规范行业市场，结合着特色的想法，然后
让更多的动漫及其周边产品进入市场，肯定有更好
地发展。”娄伟说。

“精致旅游应该打造精致的旅游产品，既具有
收藏价值，又能作为赠品拿得出手，才能够让游客
爱不释手，从而心甘情愿地买走。”张朝晖表示，动
漫元素让传统文化赋予了时尚气息，让传统文化有
了新生机，是一件可喜的事情。希望更多的动漫作
品能够紧扣泰山文化的主题，利用高科技手段，在
加工工艺、题材涉及和文化元素符号上不断创新，
利用泰山旅游资源优势，做大做强动漫产业集群，
把泰山文化用动漫和实体商品的形式推广出去。

日均销售额
轻松过万

紧扣主题

做强动漫产业一个思路打破两个困局

五一节假期
间，记者在天外村附近看

到，除了传统的泰山石刻以
外，还有一样东西成为广大游客
选择旅游纪念品的热门，那就是
动漫版的“泰山石敢当”。生动的形
象、可爱的造型，动漫的形式让传
统的石敢当具体化、细节化，这
让“石敢当”成为了游客手

中的“香饽饽”。

动漫“石敢
当”一上市便
引来了众多
泰安市民和
外地游客关
注。 本报见
习记者 邵
艺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