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找寻城市文化认同感

《鹏程万里图》：实现艺术品的产业价值
本报记者 黄宪广 通讯员 李文雅 姚 磐

链 接

深圳荔园文化产业有限

公司以“名校品牌，原创经济”

为核心理念，以市场化运作的

模式致力于开发校园原创文

化产业资源。荔园文化联合

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深

圳大学跨学科学术专家团队、

中央美院的实力专业画家团

队精心策划、创作实施的国画

长卷——《鹏城万里图》受到

多方关注。日前，记者就《鹏

程万里图》的缘起、艺术品的

产业价值等采访了深圳荔园

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

理吕志道。

记者：你在北京从事展览行
业多年，并做得很出色，之后却转
战深圳，是什么促使你做出这个
决定的？

吕志道：我是深圳大学毕业
的。毕业后，每次来到深圳，看着
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我就在想，
我该为这座城市做些什么。2010

年上海世博会，北京永一格展览
展示有限公司参与建设了 10 多
个展馆。当我看到世博局发行的

《世博盛世图》，突然有了一个想
法，如果把深圳改革开放 30 年
的成就用一幅长卷描绘出来，那
将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当
时，深圳市政府正大力助推文化
产业，倾力打造设计之都，而我
的这个想法也得到了深圳大学文
化产业研究院的大力支持，于是
我就毅然来深圳了。

文化产业是一项前期投资比
较大的产业，但是我们优秀的创
意团队给了我前进的信心。荔园
文化就是从《鹏城万里图》开始
的，完成这个作品只是第一步，
更多的衍生品将是第二步。

记者：《鹏城万里图》 是一
幅反映深圳改革开放 30 年人物
风情、城市面貌的长卷，它的意
义在哪里？

吕志道：深圳文化是典型的
移民文化。在深圳，大部分都是
来自全国各地的“追梦者”。在
广东很多城市，交流还是以粤语
为主，但是在深圳，交流多用普
通话。即使是广东人，在深圳也
得讲普通话，因为深圳是座移民
城市。当然，也有人说，深圳人
情淡薄，这其实是缺失城市认同
感。所以，我想，如果把一些
发生在普通深圳人身边的故事
一一展现在画卷上，肯定会引
起大家的共鸣。在创作 《鹏城
万里图》 的时候，经常有朋友
来看，他们看着画面就会想起
很多以前的故事，然后讲给我

听。之后我慢慢发现，《鹏城万
里图》 可以成为塑造城市认同
感的艺术品。

在城市化进程中，不同地
域、不同生活习惯的人来到大都
市，怎样让他们对城市产生认同
感？城市与人的关系是关键。人
们常常喜欢用地标来代言城市，
往往忘记人与城市的关系，这才
是一座城市的灵魂所在。将《鹏
程万里图》徐徐展开的时候，便
如画游深圳——盐田港、中英

街、东门、华强北、深圳中心公
园、市民广场、会展中心、锦绣中
华、世界之窗、科技园、深圳大学、
南头古城、宝安机场……很多来
深圳多年的建设者都会觉得熟悉
和亲切，这就是城市认同感，也
是《鹏城万里图》这幅作品的现
实意义所在。

现在，我们已经开发出了
《鹏城万里图》 的礼品高仿长
卷，以后我们还会开发一些价格
适中的产品，去实现人们的精神

需求。
《鹏城万里图》 作为一个实

现艺术品产业价值的作品，它
的落地证明了艺术品的价值有
待开发。一直以来，我觉得我
都不是以一幅画在战斗。《鹏城
万 里 图》 能 获 得 如 此 多 的 认
同，并成功拓展到商务礼品等
领域，是因为画里表达出来的
价 值 取 向 让 很 多 人 产 生 了 共
鸣。在鉴赏者看来，它是了解
深圳这30年历史的艺术品。

“我不是以一幅画在战斗”
——访深圳荔园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吕志道

本报记者 林 培

2011年，由国学大师饶宗颐为卷首题字、深圳大学副校长李凤亮题

跋、中央美院实力画家团队创作的国画巨型长卷《鹏城万里图》在深圳

面世。画卷一经推出，就被有关媒体及专家学者喻为深圳版的“清明上

河图”。

《鹏城万里图》画卷全长约18米，纵长0.85米，以深南大道为主线，东

起龙岗大鹏半岛，西至宝安国际机场。画卷融特区精神荣光，艺术化地记

录了深圳建市以来的历史变迁，把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非凡成就和时代

风云真实地描绘于其中。

《鹏城万里图》衍生出的相关产品

一、高仿艺术品
1. 全球范围内限量发行特藏卷 100 套（按原作 1:1 比例仿

制），珍藏卷2011套（1:2仿制），收藏卷5000套（1:4仿制）
2. 携手深圳邮政，开发首日封、国际（内）连体明信片、珍邮

册、企业个性化定制邮册等邮政产品

二、旅游纪念品
1. 绢及丝绸制品10个系列
2. 陶瓷制品8个系列
3. 纸类制品18个系列
4. 纺织制品12个系列
5. 电子制品16个系列
6. 贵金属制品3个系列

《鹏城万里图》大事记

2011年3月，饶宗颐为《鹏程万里图》卷首题字。
2011年3月20日，《鹏城万里图》线稿首次展出。
2011年5月13日，《鹏城万里图》在第七届中国（深圳）国际

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深圳大学分会场上首次公开亮相。
2011年6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铁农把《鹏城

万里图》作为国礼赠送给斯洛文尼亚国家议长。
2011年7月19日，荔园文化公司联手中国邮政举办《鹏城万

里图》首发式暨“爱心包裹”传递行动。
2011年10月20日，《鹏城万里图》作为礼品被赠予塞舌尔总统。
2011年12月20日，《鹏城万里图》在深圳博物馆新馆举行捐

赠仪式，原作被深圳博物馆正式馆藏。

如果寻找改革开放的源头，
人们无疑会将目光投射到改革开
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当初在南海
边画的那个“圈”。改革开放短短
30余年，深圳创造了奇迹。

2011 年 8 月，世界的目光因
第26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聚
焦深圳，这是深圳展示自身风采
的良好机遇。《鹏城万里图》用绘
画的形式全面展示了深圳的城市
景观、文化内涵，记录了深圳改革
开放的故事，展现了深圳的精神
风貌，是献礼大运会的精彩礼物。

中国历来便有以图记史的传

统。历史上的手卷有很多，如现
存唐代的《簪花仕女图》、南唐的

《韩熙载夜宴图》等。但以一座城
市为题材的画作则很少。我们已
知的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此类画卷
仅有《清明上河图》和《姑苏繁华
图》。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
河图》是千古绝唱，其成功之处在
于，采用长卷这种形式来概括一
个时代、一个城市的面貌，表现城
市百姓的生活。因此，它比那些
只表现贵族生活的画卷更富于历
史价值。

在张择端绘完《清明上河图》

几百年后，画家徐扬创作了《姑苏
繁华图》，时间是清乾隆二十四年
（1759 年）。自此以后，国画中的
此类长卷开始沉寂，直到250年之
后的2009年，描绘首都北京的《盛
世长安图》出现，才将以城市为题
的国画长卷的创作传统延续下
来。2010 年，《姑苏繁华图》策划
创作团队受上海世博局之邀，又
创作了《世博胜景图》。前两幅作
品的创作，为《鹏城万里图》奠定
了非常好的实践经验，《鹏城万里
图》也因此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
第3幅此类长卷画作。

与以往长卷不同的是，作
为策划这一作品的深圳荔园文
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并没有
将 《鹏城万里图》 束之高阁，
而是通过展览、捐赠等现代营
销手法，增强作品的影响力，
为 《鹏城万里图》 的产业化运
作做准备。

2011 年 7 月 ，荔 园 文 化 把
《鹏程万里图》捐赠给深圳市博

物馆永久收藏。紧接着，荔园文
化推出了《鹏城万里图》同比例
仿真画卷，以高端商务礼品和
文 化 礼 品 的 形 式 走 进 礼 品 市
场。其销售量达到了几千卷。

荔园文化不仅仅开发了以
《鹏城万里图》 为蓝本的高仿
画卷礼品，还与深圳邮政携手
推 出 《鹏 城 万 里 图 邮 政 文 化
册》，将改革开放 30 年深圳纪

念邮品和 《鹏城万里图》 相互
结合，利用荔园文化的艺术品
资源与深圳邮政强大的营销能
力，再一次推出这一艺术品的
衍生产品。如今，已经有不少礼
品专业厂家希望与《鹏城万里
图》合作，推出各种衍生文化产
品。未来，这幅精美的长卷将有
望走进更多百姓的家庭。

《鹏城万里图》 问世以来，

在 2011 年第 26 届世界大学生夏
季运动会期间，被赠送给各国体
育代表团、运动员及国际组织，
发挥了聚焦深圳、宣传深圳的文
化名片作用。

在文化市场中，创意和创作
是产业链的上游。使艺术品衍生
更多产品，并走向消费市场，提升
艺术品的产业价值，这正是荔园
文化的一次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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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艺术品的产业价值提升艺术品的产业价值

2011年12月20日，《鹏城万里图》在深圳博物馆新馆举行捐赠仪式，原作被深圳博物馆正式馆藏。

2011年5月13日，《鹏程万里图》在第七届深圳文博会深圳大学分会场首次公开亮相。

2011年7月19日，荔园文化公司联手中国邮政举办《鹏城万里图》首发式暨“爱心包裹”传递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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