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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语境下的传统文化新生

从美国旧金山湾区齐鲁会馆
1982年在“孔子诞辰日”举行“首
届祭孔大典”，到2000年美国加州
州长格雷·戴维斯签署法令，规定
每年孔子诞辰日为“加州孔子
日”，再到2015年，为了推广汉语
文化，中央电视台推出“汉语大
赛”节目时，世界各地的汉语爱好
者突破上亿人。

蔡永清认为，尤其是互联网
带来的第三次革命，中国文化正
在加快影响世界。

据国家统计局 2017 年 2 月 6
日数据显示，文化产业的增长态
势依然明显。从其对应的相关数

据来看，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规
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 5.0 万家
的企业调查，2016年，上述企业实
现营业收入80314亿元，比上年增
长7.5%（名义增长未扣除价格因
素），增速比上年加快 0.6 个百分
点。

文化及相关产业10个行业的
营业收入均保持增长，文化服务
业快速增长。其中，实现两位数
以上增长的 3 个行业分别是：以

“互联网+”为主要形式的文化信
息传输服务业营业收入 5752 亿
元、增长30.3%，文化艺术服务业
312亿元、增长22.8%，文化休闲娱

乐服务业1242亿元、增长19.3%。
“对传统产业而言，‘互联网+’

是新生事物，但对传统文化而言
不是颠覆，而是换代升级。”蔡永
清分析认为，这几年是互联网对
传统文化产业影响极为突出的时
期，某种程度上说，互联网正在对
传统文化产业进行再造，传统与
新兴领域的融合也正在发生。

随着“互联网+”战略的发展，
传统文化产业也积极变革，拥抱
互联网，促使传统模式逐步升
级。开辟品牌网站及微信公众平
台，线上可实现即时交易，并且更
加重视用户体验，体现“内容为

王”，抓住行业融合的新契机，开
展了一系列品牌营销活动。

蔡永清认为，传统文化产业
在互联网时代，转变思维，将传统
文化与互联网结合起来才能有更
好的出路，利用互联网或许能更
加广泛地传扬中华文化。

艾媒咨询 CEO 张毅在讲道
2017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及投资
趋势时表示，移动互联网应该改叫

“+互联网”了，不能再叫“互联
网+”了，因为它的产业和各个传统
行业密切相关，接下来的5年或者
10年不用互联网或者不用移动互
联网，那么这个产业将无法生存。

据中投顾问数据统计，2016年
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5万
家企业实现营业收入80314亿元，
比 2015 年增长 7.5%。以“互联
网+”为主要形式的文化信息传输
服务业营业收入5752亿元，增长
30.3%，文化艺术服务业312亿元，
增长22.8%，文化休闲娱乐服务业
1242亿元，增长19.3%。

近年文化传媒市场投融资进
程也在加快，2016 年度文化传媒
VC/PE融资规模为38.37亿美元，同
比上升26.75%。

中投顾问报告指出，相关政策
的实施对文化产业的发展也起到
了积极推动作用。2016年8月，财
政部下达2016年文化产业发展专
项资金44.2亿元，支持项目944个，
并首次大幅引入市场化运作机制。

虽然文化产业大趋势向好，发
展较快，但目前存在问题也不少。

“文化创意产业目前产业结构
布局不合理，广告、动漫、影视几大
板块发展快速；传统文化创意如绘
画等容易被忽视；广播电视等走在
前沿，成熟且已形成规模；影视教育
等还缺乏一定经验。”amVR孵化器
COO、定福庄文化产业促进会办公
室主任孟腾鹍鹍表示，政策不够完备
和细致，配套政策缺乏，很多政策没
有实际落地；此外，很多地方存在垄
断，民间文化创意发展空间太小，没
有充分遵循市场规则，没给文创产
业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中大型国
有企业压制中小企业的发展；另外
就是发展不均衡，北上广深以及成
都等城市发展比较成熟，其他二三
线城市产业意识薄弱。

在漂漂娱乐CEO程梓航看来，
中国的一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与国际脱轨，比如一些网剧的制作
追求小成本小制作，与国际大文化
无法融合。

“另外，目前的一些中小文化
创意公司很多，但大多是各自为营，
孤军奋战，应该多抱团取暖，组建形
成产业联盟。目前政策上对文化
公司的扶持是不错的，但是中小文
化公司缺乏有效的资源对接，进而
影响到未来的市场发展，中小文化
创意型企业更缺乏资金和资源。”程
梓航这样说。

程梓航分析，大的文化创意公
司资源多、资金实力雄厚，其发展越
快，小公司因资源和资金制约，两者
间差距就会越来越大。政策上应
该对中小企业有一定倾斜，比如影

视行业对演员的片酬等应该有一
定的规定。

2017年，中国文化是温暖的一
年。4月，文化部印发了《文化部

“十三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规划》。
孟腾鹍鹍认为，中国文化产业的

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1949年到2002年，该阶段可称为文
化事业阶段，主要是满足文化生活
需求。第二阶段是2002年到2012
年，该阶段是文化产业的初级阶段，
逐步形成重要的经济板块。2012
年至今是真正的文化事业+文化产
业阶段，未来前景不可估量。

程梓航也认为文化产业是未
来十年最热门的产业之一，并且，伴
随经济下行，相对于其他产业，文化
产业会取得较快的发展。“经济下
行，娱乐上行”。

西方工业革命促进科技进
步飞速发展，也为书画等文化
产业带来全新的市场化发展模
式，但同时出现了一些怪现状，
当代书画界出现了鱼目混珠，
乱象丛生，凭头衔，凭名气，凭
稀奇古怪，书画界出现了“诸侯
割据，自立门派，门派百出，虚
假繁荣”。

一组数据显示，北京登记
主营书画的画廊有150多家，多
以售画为主，一流画家的一幅
画在这些画廊就能卖到每平方
尺数万元。

这样大的利润造成书画市
场极度繁荣的假象。于是，一
大批以经营买卖书画的所谓专
业公司如雨后春笋般诞生出
来。而实际上，大量书法作品，
通过此类方式被作为洗白了的

“高级礼品”。
中纪委网站刊文《领导干

部应该还文艺一份纯粹》。文
章称，治理书画协会“官气”太
重的问题，不仅是为了净化政
治生态，也是为了还文艺一份
纯粹。

这意味着在国家持续反腐
背景下，这种情况终于有了改
观。大多数画廊和专业从事艺
术品经营的公司或将面临重新
洗牌。

在北京保利的拍卖会上，
近现代书画推出15个专场，总
成交额逾10亿元，共有14件拍
品成交价超过千万元，500万元
以上成交拍品共计46件。这意
味着，市场对于大师名家保持
着极高的收藏热度。

但对北京、山东等地的画
廊来说，大师级的书画作品无

异于僧多粥少，而目前，画廊盈
利主要靠现代画家提供作品。

然而，众多画廊也有难言
之隐。“没有名气的画家赚不到
钱，有些名气的画家坐地起
价。”北京宋庄经纪人马津滨
（化名）曾大发牢骚，前些年，玩
书画挣了些钱，如今，被他捧起
的画家居然要求涨价了，但问
题是，按照原来的协议，他还没
有完成作品量。

“对画家来说，涨价是好
事。但对画廊来说，由于市场等
因素，涨价后的画作无疑增加了
运作成本和风险。”马津滨说，房
价上涨了，原来挣的钱只够在
京、冀结合部买套小产权房。

马津滨说，对于画廊来说，
高风险就意味着高收入。有着
官方头衔的各级书协、美协的
主席是投资首选。

书画市场背后的巨大商业
利益足以引起雅贿等问题。光
鲜的艺术外表下打开的却是潘
多拉盒子。

广东省书协理事刘佑局公
开退出中国书协。他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表示，协会官方化，恰
恰被一些投机钻营的人利用，
很多在艺术创作上平庸的人，
通过各种关系，不择手段去争
当协会的正副主席。只要如
愿，就会变得身价百倍。

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分组讨
论会指出，“有的领导干部楷书
没写好，直接奔行草，还敢裱了
送人。”

“但多数画廊和专业从事
艺术品经营的公司或将面临重
新洗牌。我们太需要这股清正
之气了。”郭志勇如此感叹。

袁伟时认为，17世纪以后乃至
更早，中国已经在社会生活的主要
方面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15世
纪，地理大发现改变了世界各大帝
国并立并存的局面，以世界市场的
开辟和扩大为基础，各国联系日益
紧密，兴盛衰败层见叠出，包括中
国在内的东方各国逐步沦落尤为
明显。近年来，在反西方中心论的
旗号下，历史分流说流行一时；仿
佛东方并未衰落，而是文明类型的
差别，并无轩轾之分。有些国人因
此沾沾自喜，甚至认为至19世纪中
国经济总量仍然高居世界第一，忘
乎所以。

先不说那些总量第一的估算
是否可靠，1825 年世界总人口约
10亿，而中国人口已接近4亿，占
世界人口总数的40%。“按当期购
买力评价法计算，1600年中国占世

界 GDP 的比重约为 1/4。1840 年
下降到了不到1/5。”袁伟时表示，

“中国人均GDP在1600年时大约
只有英国的40%，与美国（地区）比
较接近；1700年不到英国的1/3，略
超过美国的70%；1820年不到英国
的 1/5，略超过美国的1/4；1840年
为英国的16%，美国的1/5。”这是
值得夸耀的第一，还是令人痛心的
落后？

数字后面是制度落后、文化落
后。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承袭
宗法专制制度的大清帝国没有靠
自己内生的力量转型为现代社
会。更令人痛心疾首的是，从1840
年起计算，仅仅辩论是不是应该接
受人类创造的先进文化就花了60
年。

国家画院梅墨生入室弟子、著
名画家姚永红认为，现代中国书画

在这一时期亦受到很大影响。从
清末民初费除举考制，文人不在为
仕途读书，书画逐渐转向民间，在
出现了一批赵之谦、吴昌硕、于右
任、齐白石、黄宝虹书画大家之后，
毛笔渐渐从众多文人手中搁置。

除此之外，西方美术教育体制
一统了中国书画传统教育模式，
清末时期，有识之士把原因归罪
于传统文化束缚了人们的思想，
有很多有志青年就去西方留洋，
学习先进文化，算是当时振兴中
国的路线。

“鲁迅改良的白话小说，胡适
改良的汉语罗马拼音，都是那时候
的产物。中国画同样也是改良的
对象，也有两位改良了中国的传统
绘画：一个是徐悲鸿，一个是林风
眠，他们都是去了当时艺术之都法
国巴黎，在那里的国立高等美术学

校学习。”姚永红认为，徐悲鸿从巴
黎回来后，实际用西方写实路线来
改良传统中国画，让学生去写生，
画人体，画素描，这种体制对后来
画人物的蒋兆和、周思聪等画家有
所启发，但是，对传统中国山水画、
花鸟画却产生很大冲击，这种美术
教育体制今天还在沿用。

上世纪80年代初，国门刚刚打
开，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国内出现
了鄙视甚至否定中国传统绘画，痛
批“董其昌，四王”为腐朽没落代表
的言辞，一大批跟风者弃掉毛笔、
宣纸画国画，这股潮流让传统中国
画雪上加霜。

姚永红表示，“西方工业革命
及文化代替中国传统农耕文化，不
得不说这一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的
发展看似百家争鸣，其实是在孤独
前行。”

检视中国传统文化，历史展现
给现代社会的是熠熠生辉。

中国历史学家、中山大学教授
袁伟时撰文指出，从商代起算至道
光年间，3000多年的岁月形成了一
个人口高达4亿多——世界第一、
国土面积居世界第二的共同体，其
思想文化的主要支柱是汉族的传
统文化。

如此灿烂的文化拥有世界最
丰富的典籍，源远流长的各个思想
流派，独特的文学艺术，在世界历
史上占有重要一席的科学技术成
就，至今仍在发挥重要作用的中医
中药。如果细细探究就会发现，文
化的发展基本与当时的经济发展
水平相一致，且影响超越国境，泽
被东亚。如此等等，都已铭刻历史
史册。

“中国传统文化不外乎‘儒释
道’，三者合一才构成了中国传统

文化。三教生九流，诸子演百
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演变
过程，历史学家王恭俭如此概
括。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几千
年来就是来自于三教和诸子，抛
开三教和诸子中国传统文化就没
有了根。

诸如唐宋八大家这些著名的
诗人和文学家，其诗词文采斐然，
文章大放异彩。因为有一点是共
同的，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涉猎了
中国的儒释道，从而形成了自己的
独特思维，并且为后人留下了很多
华丽篇章。很多现代的作家、学者
如鲁迅、巴金、老舍、柏杨等，他们
的文学作品大部分都是以儒释道
的思想为蓝本。

中国传统文化造就了一代又
一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以
及文人墨客，他们都是以中国传统
文化做其精神食粮的，并且引领现

代文化产业的发展与进步。
“对于那些优秀的中国传统文

化，我们必须用一定的时间去学
习、思考才能理出一个头绪，找到
一个轮廓，再结合所学的现代文化
知识才能形成自己的思想观念、思
想体系，从而对现代社会产生影
响。”赵树理文学奖评委郭志勇这
样讲道。

一种文化没有经过百年积淀
就称不上其为文化，中国传统文化
是经过了上千年积淀传承下来的。

华夏文明的延续过程就是一
个文化过程。纵向看，它有着近五
千年的文明史，横着比，它在四大
古老文明中是唯一没有继承的文
明史。

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仍
在流淌，尼罗河也仍在流淌，但是
它们已经把古老的文明流失到历
史的深处，悄然于无形，而华夏文

明却是真实地活在中国人的现实
生活之中。华夏子孙可以引以为
自豪：有幸继承了世界上最伟大的
文字——这一坚不可摧，牢不可
破，颠扑不灭的文明载体。

“纵观我们对历史文明进行传
承、弘扬与丰富的过程，可以看到，
它也是一个充满活性的、弹性的开
放体，它既以自己的生命主线延伸
着，也吸纳着、嬗变着。”郭志勇如
是说。

郭志勇表示，华夏文明所开启
的民族文化长河至今仍然奔腾不
息，泛着生机盎然的波光。辽阔的
疆域，众多的人口，在文化的照耀
之下，凝结为一个独特的大国。也
可以说，在当今世界上，找不出第
二个与之相似的大国。

毫不夸张，历史上，几乎一切
外来文明一俟进入中国的文明氛
围，都最终被消化了，同化了。

汪晓东

从商代至清代，3000多年的历史积淀，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然而，随着互联网时代给人们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生活

方式和产业模式改变之外，传统文化也面临着传承上的“真空”。在传统文化被束之高阁的危机背景下，以传统文化为

主题的产业地图似乎正经历着蚕食之痛。

“市场驱动力在所有传统文化企业都有非常严重的危机感。”国匠（上海）文化艺术品有限公司董事长蔡永清不禁反问

道，“突然找不到路标，是一种什么感觉？”事实上，如何清晰把脉传统文化发展脉络，是眼下众多文化企业遇到的共同问题。

一个好的消息是，无论是“十三五”规划还是党的十九大报告都对文化和文化产业有重要表述。文化产业的发展，不但

有强烈的政策预期，还孕育着强大的市场驱动力。不可否认，“互联网+”正悄然为传统文化产业带来转机。

纵观历史：创造辉煌

“他们是孤独的”

权力让道文艺 “经济下行，娱乐上行”

文化工程+互联网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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