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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也年轻，文博会刮起“国潮风”
山东优秀手造产品借势展示自身风采寻找新机遇

记者 师文静

本届文博会“新瑰宝”集结、“新技
术”首秀、“绿色潮”涌动，“山东手造”
物华天宝、大放光彩。文旅博览会五大
展馆、九大展区汇聚了来自山东、全国
乃至世界多个国家的手造精品，慢慢
逛展，总是能遇到脱胎自传统手工艺、
传统文化的新颖文创，让人为之欣喜。

济宁展馆的董氏
冷兵器是文旅博览会
上亮眼的存在，而更
吸引大众目光的是基
于冷兵器打造的文创
产品。董现行是非物
质文化遗产山东济宁
董氏冷兵器第四代传
人，近30年锻造一千多
种兵器，他利用不锈
钢等现代新型材料加
工制作的古兵器，因
选料考究、典雅贵重、
纹饰巧致等特色而名
声远扬。董现行的展
台展出的枪、棍、刀、
剑、矛、斧、钺、戟、鞭等
兵器很吸引观众。

这些董现行复古
锻造的各式冷兵器，
除了在博物馆展陈
外，还很受传统文化
景区、武术爱好者、收
藏爱好者的喜爱，近
年来定制兵器的订单
越来越多。董现行还
打造了用于健身用的
剑、七节鞭、三节棍、武
术棍等，扩大了冷兵
器的受众群。

近一两年，董现
行又开始打造冷兵器
文创产品，比如玩偶、
缩小版十八般武器、摆件等，让冷兵器
以另一种形式进入更多人的视野。

去年，六百多平方米的董氏冷兵器
博物馆在济宁落成，各类研学活动、高
校学子实践活动、实训活动等随即展
开，学子们到博物馆了解和学习冷兵器
历史、冷兵器锻造技艺、生产冷兵器的
全套机器使用方法等，很好地传播武器
文化。

董现行告诉记者，中国武术其实就
是别的国家没有的体育运动，所谓古兵
器就是我们传统的体育器材，传播冷兵
器技艺，就是传播传统文化，应该让我
们独有的体育器材让更多人知道。

烟台展馆的万偶殿木偶剧也格外
吸引参观者。展区内一排排创新木偶
造型可爱、颜色亮眼、形象多样，引得
小朋友跃跃欲试。

万偶殿展台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这些创新作品从传统提线木偶中
获得灵感，展开改良优化，打造出更容
易操作、大小合适、造型更卡通可爱的
提线木偶。这些木偶包括现代卡通角
色、传统经典故事角色等，比如《西游
记》主角群、《花木兰》主要角色、《三国
演义》“刘关张”等人物，还开发了相应
的表演剧本，可以展开各类表演活动。
消费者也可以购买提线木偶，自编自
导故事，在家里体验木偶剧。

文旅博览会上的“山东手造”琳琅
满目，兼具生活化、时尚化、潮流化。除此
之外，还有来自济南的木工手作、数字

《鹊华秋色图》，来自滨州的海瓷、孙武文
创产品、鲁绣香囊，来自临沂的手工桑皮
纸、来自聊城的“新三宝”等一一亮相，在
展会现场诉说纯正的山东故事。

文/片 记者 乔显佳

展会汇集“新玩意”
观众淘宝好机会

记者注意到，时下山东以手造为代表
的传统文化、非遗正在加速复兴，仿佛“一
夜之间”，冒出很多的新品来。

在枣庄市薛城展区，记者目光被一片
青瓷展台所吸引。眼前这些瓷器多为传统
形制，从古代青铜器、代表瓷器而来，釉色
则融合古代著名的耀州窑、龙泉窑、秘色
瓷等，形成令人耳目一新的神采。枣庄窑
负责人刘兵开心地告诉记者，这些青瓷是
自己花了8年时间搞出来的，把历史上经
典的青铜重器、经典瓷器，变成今人喜闻
乐见的酒器、陈设器。刷新人们对“枣庄
窑”的认知。

刘兵介绍，得益于枣庄的制陶传统
熏陶，自己从小对中国传统陶瓷文化感
兴趣，对历代山东瓷器产业发展了然于
胸。历史上，山东曾出现枣庄、淄博、临沂
等制瓷高地，窑火鼎盛。但随着发展变
迁，目前仅有淄博陶瓷打出“当代国窑”
的旗号，外界对山东其他地方的陶瓷所
知不多。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新时代的“枣庄
窑”不断吸收外地先进成果经验，发挥自
身传统优势，潜心研发、创新，希望能早
日跻身“全国手造名牌”之列，让“枣庄
窑”重焕风采。

枣庄市文旅局副局长贺飞蛟介绍，此
次枣庄市带来手造、非遗、文创类展商约
四十家，充分显示该市门类齐全、名品众
多的特点和优势。

“山东手造我给一个解释就是‘非遗
文创’，它的提出完全激活了山东底蕴极
深的传统非遗潜力，使齐鲁文化由实力变
成魅力，进而呈现出文旅一业兴其他百业
旺的喜人情景。”贺飞蛟赞道：文博会相比
以往旅交会、非遗博览会更有内涵，众多

“非遗活化”项目令参会观众别样惊喜，参
加后有获得感。

参会激发展商创业热潮
溢出效应极大

近年来，山东高度重视文化产业培育
发展，通过连续举行文博会，彰显政策引
导力。很多参展单位受到启发，回去大搞
投资和研发，形成更高质量发展的新兴产
业，同时，引导与重塑消费市场。

巡馆中，记者目光被日照莒县一参
展项目吸引，这里展出一些皮具手作，在
以往山东各地手造中，此类很少。负责人
王室友正在给来来往往的展商和观众介
绍。他本人曾在韩国首尔开皮具工作室
三年，积累了不少制作和研发皮具的经
验。山东在大力发展文旅产业中，重视挖
掘非遗价值，培育手造产业，很快形成一
股热潮，令他做出回国创业发展的决定。
参会中，王室友不停地忙着接待各方带
队领导、非遗传承人、文化参展商、专业
媒体人。很多观众对于山东手造皮具感
觉比较新鲜，产生浓厚兴趣。王室友与之
交流互动，一天下来收获满满。

在聊城山东福至天来农业有限公司
展区，展出葫芦手造作品，小的一手可握
住不露，大的约两尺高，件件精美可爱。来
自山东大学的卢同学看了又看、摸了又
摸，最后买了3个小葫芦。问及青年大学生
为何喜欢如此“小玩意”？卢同学有着较深
刻的理解，他说，平时自己需要有一些“很

亲人”感觉的物品陪伴，朝夕把玩，时间久
了就会带入感情，“小玩意”也仿佛有了自
己的温度。有朝一日送给最亲近的人，也
是一份情谊的寄托。

福至天来公司的参展代表李倩倩介
绍，该公司是一家对葫芦产业全链条开发
的企业，从葫芦的种植培育到研发制作、
市场销售全涵盖，在方兴未艾的文化产业
中独辟蹊径，“掘金”一方。

据介绍，聊城东昌府区自古就有葫
芦文化传统，福至天来的目标就是要让
社会上的更多人了解东昌府的传统葫芦
文化。公司的负责人曾在文旅部门工作，
后来下海创业，投身山东文化产业市场
大潮中。

采访中了解到，山东连续组织承办文
博会让各地文化参展商收获满满，滋生新
的创业动能。展会期间，同业交流火热进
行。一位济南观众看了一件异形葫芦作品
后，惋惜地说不该刻字，刻字反而就不高
级了。参展人员认为这一建议很有见地，
要马上反馈回去。一起参会的高唐麦秆画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责人提出，自己可与
葫芦文化进行嫁接，让两个非遗项目结合
在一起，必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呈现。山东
剪纸传承人也找来了，几位非遗传承人商
议如何结合，创新发展。格局一打开，灵感
全来了。

数字赋能农文旅
线下展会依然被倚重

第四届中国国际文旅博览会、第二届
中华传统工艺大会呈现出先锋数字文化、
数字经济与传统文化、文创产业以及乡村
振兴等并驾齐驱的情势。共同融汇在展会
这个“大熔炉”中，且并行不悖。

展会突出数字赋能，一方面，邀请到
百度、网易、凤凰数字等数字头部企业参
展，围绕文旅的人工智能、数字视听等，营
造、展示其沉浸式、互动性的消费体验；另
一方面，诸多涉农副食品类项目，借文化
的翅膀起飞。

威海姜不老多福食品有限公司的丛
先生介绍，文登当地制作面食有传统，名
气在外。通过参加文博会，宣传当地的饮
食文化，回去后提高工艺，也使自身的文
化附加值有所增加。文登生姜种植量大，
在面食中加入生姜粉，可以让不喜欢单吃
姜片的孩子们也能吃下去，补足阳气对身

体好。上届文博会，由姜不老制作的一款
喜饼被观众一抢而空，产品有了回头客。
本届文博会为加大销量，特意订了两个展
位，品种也增加很多。

记者在展会现场还看到一家鲁北的
面粉企业现场做“空心面”，在会场摆开面
阵，吸引很多观众围观，纷纷购买品尝。企
业同时开展网上销售，观众扫码根据提示
即可随时完成购买。

另外像临沂草柳编、肥城桃木雕、
巨野工笔画，章丘、齐河等地产的黑陶，
一批乡土特色浓郁，承载一份乡村振兴
义务的山东优秀手造产品，纷纷利用展
会并借助现场网络直播等手段展示自
身风采。

在网络信息发达，电商兴起，各地间
居民往来频繁的今天，如何看待线下展会
的意义？对此，接受采访的展商看法比较
一致：宣传机会特别重要。

聊城山东福至天来农业有限公司李
倩倩说，来参加展会有很重要的意义，首
先是宣传，即便在当下，加强自身形象和
产品的宣传仍是企业发展的大事、命门。
各参展商在参会中若有精彩表现，将非
常有利于市场拓展，扬名立万。有的参展
项目还受到领导和嘉宾的青睐，提出鼓
励意见，成为一段佳话，激励企业加速发
展。而在宣传的同时，加上售卖更好了。
这一点本次展会做得非常好。记者采访
中，见到有工作人员正在统计销售量。

第四届中国国际文旅博览会、第二届
中华传统工艺大会由中国文化产业协会、
山东省文化产业发展协会主办，山东省旅
游行业协会承办，蕴含产业发展的诸多风
向标。展会突出国际、省际特色，走进去、
引进来相结合，全国20多个省份都有名企
或名品参加。

展会突出“创见美好生活”的主题，特
设“创见美好”生活艺术文化融合展区。在
场外设黄河大集展区以及黄河美食展区。
每天都有精彩活动。据介绍，除了设于山
东国际会展中心的主会场，还同步在济南
设置20个分会场，在全省各地同期举办50
余项系列活动。

山东是公认的文化大省、强省。很长
一段时间，只体现在资源的实力上，通过
持续举办高规格的文博会，有助于激活
全产业链，不仅充分彰显齐鲁文化魅力，
对树立和巩固文化强省的地位也有极大
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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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上文化产业顺风车，小小葫芦托起大产业。

9月14日至18日，第四届中国国际文旅博览会、第二届中华传统工艺大会在济南的山东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记者采访本次盛
会，因为会上“太有料”，好半天才逛完一个展馆。与以往参加的各类展会、交易会不同的是，上述两会均为“国字号号”的文化产业
类会议，无论是策展设计、展商招募以及展会观众的吸附，均与“文创”有关，无处不在的惊喜发现令与会各方均有满满满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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