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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通“文化血液”，集结文创“狼群”

创业者说

满医文化：传承要打破“老套路”

▶上接第 01版

消费群体变化 新型节目冲击

在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

陈少峰看来：“一方面电视台的影响力在

下降；另一方面，大型娱乐节目竞争激烈，

集中度高；消费群体也发生了变化。”

贾琪也表示：“市场消费主题的转

变，导致现在的‘80后’‘90后’更关注互

动型网络综艺节目，传统节目和传统管

理模式不再适应市场上创新多变的自媒

体。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不仅加速了内

容的推陈出新，同时也缩短了节目的生

命周期。但不管是电视综艺还是网络综

艺，内容为王依然是不变的道理，只有内

容被观众肯定，进入二次传播，才能产生

理想的传播效果，扩大节目影响力。”

杨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谈到：“新媒

体的崛起使人们的收视习惯、获取信息的

习惯发生了很大改变，访谈节目提供的信

息要比一般性介绍深得多才行。”因此，

2016年《杨澜访谈录》做了两个调整，一是

把外国嘉宾的故事带给中国观众，把中国

的故事讲到国际上，全英文版的《杨澜访谈

录》在YouTube等英文网站播出。二是将

每周一集的播出方式变成季播方式，就某

些主题对相关人物进行纵向集中采访。

在老牌访谈节目遭遇瓶颈时，《金星

秀》《奇葩说》等新型节目的崛起，也在很

大程度上冲击着老牌访谈节目的影响

力。杨智帆表示：“新型节目提供了更加

个性化的谈话内容，而互联网也为这类

节目提供了充满想象的空间。”譬如《奇

葩说》新锐的辩论形式和大胆而又充满

争议的话题，在第一季就吸引了7家广告

客户，第二季招商破亿元，达到一线卫视

综艺节目的标准。

对于这类新型访谈节目的崛起，杨

智帆认为，一是节目主持人或节目形式

本身具有新鲜感，二是大打年轻牌，表达

内容和方式年轻化。《超级访问》制作人

赵静说：“简单地说，就是时代变了。”

时代变了，观众的审美也在变。不

过，综艺节目短命也不一定是坏事，在找

不到新的商业盈利模式下，遵循优胜劣

汰的市场法则实现正常换血，才会有更

好的节目出现。

同质现象严重 文化品位不高

其实，经常收看访谈节目的观众不难

发现，各个访谈节目请来的嘉宾经常“撞

脸”。以《鲁豫有约》和《非常静距离》为例，

这两档节目同为大众化人物访谈节目，访

谈对象的重合度较高。同样的明星、同样

的问题、同样的回答，长此以往，节目自然

走入一个死胡同。

此前，《非常静距离》曾进行过创新，

抢占零点档，话题开放，观众参与，但还

是没能掀起新的波澜。而且，由于嘉宾

的高度重复，观众的关注度和点击率更

低。不过，节目制作人对此也有自己的

苦衷，因为专访的明星都访遍了。而《鲁

豫有约》也尝试过做普通人的专访，可

是，这样收视率就更没有保障。

对此，胡鹏表示：“节目本身缺乏创

新，访谈嘉宾资源的重复与商业利益的

驱使不无关系，再加上制作人或电视台

急功近利的运作，导致一些访谈节目出

现庸俗化倾向，让有文化的观众远离电

视。”虽说目前的综艺访谈节目中不乏雅

俗共赏、寓教于乐、健康向上的内容,但

总体上文化含量仍然较低。娱乐至死、

没有文化品位、不能满足观众高层次的

精神需求、不能带给观众更多价值观，也

是访谈节目疲软的一大原因。

纵观这些年来访谈节目的发展，一

些制作方更关注的是嘉宾够不够大牌，

舞台够不够绚丽，观众够不够痴狂。而

很少有人关注主持人采访的功力、嘉宾

谈话的真诚性、节目制作的品质。“在西

方，脱口秀节目是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

一把解读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钥匙。

而我们处在一个浮躁的文化生态环境

中，很多电视节目陷入一个雷同的套路，

纯娱乐、瞎热闹，娱乐完了，我们能带给

年轻人什么呢？一个成熟的社会还是需

要有文化底蕴和人文情怀的节目，让更

多年轻人从娱乐中拔出来，给年轻人留

下点正能量和文化内涵。”贾琪表示。

另外，访谈节目似乎都有一个约定俗成

的模式，每位嘉宾都是——诉说成功现状、回

忆当年坎坷、总结人生感悟。“一个有力度的

人物访谈节目应该形成有机锋的谈话，并确

立独特的节目架构，充分发挥谈话节目的参

与性、对抗性因素。”有业内人士表示。

正如主持人曹可凡所说，我们相信，

谈话类节目依然方兴未艾，只不过会不

断有人出去、有人进来。访谈节目以后

还会有很多，而且会有更多不同的风格，

不同时代会出现不同的人。

□□ 本报记者 郑洁

以“资源池”聚集内容创业者

简要地说，Xplus 是一个资源和

资本的导向平台。如果复杂地问，它

跟现在流行的孵化器、文创园区、联

合办公等名词有什么关系，答案是全

有关系，因为这些形式、功能或多或

少的在他们各个基地都存在。如果

要问 Xplus 集结的是哪些企业，内容

创业者算是其中一大类型。与传统

的孵化器模式不同，Xplus 专注于文

化产业内容创业者的挖取，并以“资

源池”的形式打通整个文创产业的生

态链。

以其北京中心于今年 5月 21日与

优客工场合作的第一个项目为例，这

个名为“Xplus 炫嘉北京中心·优客工

场众创空间”的 MINI综合区，占地近

4000平方米，演播厅、直播间、录音棚、

联合办公区、独立工作室等一应俱

全。除了为入驻企业或个人创业者提

供“众包”服务，Xplus还为创业公司提

供零房租入驻、培训、项目路演、文创

大赛等服务。

而其资源池，一是核心团队在媒

体和各细分行业里的资源；二是他们

的战略股东——七大互联网电视牌照

拥有者之一的“国广东方”带来的，国

广东方能够对接各类互联网和内容企

业的需求，带来订单形成“众包”模式，

Xplus 也理所当然地得到了一些入驻

企业的股权。

“企业最关心的一是资源，二是

资本。很多文创的人对接资本是很

生硬的，我们帮他，有一家企业在入

驻第二天就拿到了 IDG 的投资；很多

资本也是看不懂文创的，因此也希望

能在一些‘批发’平台上看项目。”

Xplus 创始人郑舒阳说，越来越多的

文创团队从写字楼里解放出来加入

他们，他们在全国集结的文创“狼群”

已多达 160 多家；因此他们也能够与

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国家数字出

版产业基金等 100多个投资机构结成

伙伴，融资过程中的 FA 费用也是其

一大收入来源。

与众多把文化当成“另类”的金融

投资界人士不同，郑舒阳一直坚定地

认为“文化应该是血液”，能和任何产

业融合。所以他们推行“无边界发

展”，如今开放到连科技公司都可进

驻。“联合办公、资源整合，使得即使看

上去‘八竿子打不着’的业务，也能跟

文化搭上边。”

通过整合不同的资源，以服务招

纳企业并换来投资参股，Xplus短时间

内就实现控股企业 14家，参股企业 40

余家，年内参控股企业将达到100家以

上。而令他们骄傲的是，迄今为止他

们的投资还没有现金出资，都是资源

优势和服务换来的。

三大内容平台链接全国

目前，通过与国广东方、苏宁文

创、华夏幸福、优客工场、阳光 100 置

业集团的战略合作，Xplus 将其形成

的青年创业联盟、中央文创区及城

市会客厅（时尚生活街区）三大内容

平台广泛拓展，立足北京，落地京津

冀、南京、杭州、宜兴、长沙、成都、重

庆等 30 多个城市，算上签约城市已

达 137 个。这些都是他们围绕着文

创产业生态链，借助地产行业转型、

城市功能优化等时代契机“借力打

力”的成果。

之所以能突破一开始“单一物理

空间”的创业思路，把触角伸向各地城

市，是因为“文创的忠实创业者”郑舒

阳认为，高新科技企业是没办法进三、

四线城市的，唯独文创可以，因为文化

是属于老百姓的。

其南京中心是与苏宁文创为青

创联盟打造的青年创业训练营，占

地 8915 平方米，是一个以文创、创新

科技、智能生活为核心的创业生态

空间。每 3 个月毕业一期学员的节

奏，有点像“青创的黄埔军校”。而

苏宁文创旗下规模 3 亿元的青创基

金，也会对学员进行投资、孵化。第

二业务名为中央文创区，通常体量

惊人。以首个坐落在北京大厂区潮

白河的中央文创区来看，内设置景

棚、拍摄棚、综艺节目场地，研发、实

训、制作基地，创业孵化器等，“华夏

幸福已规划 3 年内布局 100 个城市，

我们也将合作建出文创部落，目前

浙江嘉善炫嘉传媒总部已在洽谈落

实中。”郑舒阳说。

一方面帮助房地产商消化库存、

转型升级，另一方面，Xplus又联合有

需求的城市，为其打造“文化时尚街

区”。“把推着婴儿车溜达的人变成跑

酷的少年，用创意商业取代沙县小

吃，把普通街区变成世贸天阶”，这就

是他们要做的事。如果是低端商业

街，就把原先商铺全部清除，引入时

尚、文化消费；如果是纯写字楼，就按

白领的需求改造，使它具备“人间气

味”。一个经过泛娱乐改造的文创小

镇——杭州天都城即将面世，埃菲尔

铁塔、香榭丽舍大街、公园、城堡集体

亮相，苏宁青创、国广互联网电视体

验中心、VR体验馆、诚品书店等文化

机构将深度植入。

执着的文化创业者

Xplus 虽然是一个提供创业服务

的平台，其创始人郑舒阳却也是一

位持续创业者。她说，跟着入驻小

伙伴一起创业已是她未来选择的终

身职业。作为一个资深媒体人，20

多年来她一直活跃在文创领域。对

文化产业，既是爱好和特长，也怀着

情结。

从最初在央视的编导工作，到进

入北京电台策划中心，从文案 PPT成

长为年度最佳项目负责人，策划过数

万人的大型活动，做过金牌经纪人，郑

舒阳早年就已经实现了一个“北漂”的

梦想。但 2008年，她却离开电台首次

创业，利用自己的人脉和资源全力做

一个“多媒体呈现”项目，由于经验不

足导致资金链突然断裂，曾经的合作

伙伴也分道扬镳。

如今她第三次创业正值文创产业

风口渐盛之时，国内大众创业的概念

也已非常火爆。她发现，互联网、智能

硬件产业都有众创空间，但文创却没

有专属众创空间。于是，把Xplus打造

成一个以内容创新为主的文化全产业

链平台，并在全国打造出若干文创众

创空间，成为郑舒阳此次创业的主要

脉络。

如今，围绕着三大核心项目“青

年创业联盟、中央文创区及城市会客

厅”等项目，Xplus 已建立起了“众包

服务+文创场地+FA+股权投资”的

商业模式，一方面获得源源不断的现

金流，一方面正享受着文化创业的利

好——内容产生的版权收益和投资

收益。

□□ 雅维

在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的松花江

畔，有一座满族传统式院落，与周围新

崛起的高楼别墅相比显得有些原始味

道，这是吉林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满族萨满祖传医术传承人关香云的宅

邸，也是她的传习基地。

“我一生的追求就是传承这项非

物质文化遗产，让满医满药为更多人

服务，尤其是让生活条件不算太好的

老百姓受益。”关香云说。

冲破祖训 成为第一个女传人

走进关香云的院落，这里是一个原

生态的场地，满院子绿色植物都是她从

山上移植来的药材，院里的百年杏树、

梨树、山楂树等果树也是她制药的材

料。这是祖上传下来的老宅子，曾经是

清朝时期的一座“将军府”。经过几代

的变迁，如今的两座带有图腾的平房和

一座三层楼房都是后来翻盖的，楼房现

在是经政府批准，关香云自筹资金建立

的满族萨满医药博物馆。“这里是诊病

和教学的场地。”关香云说。

满族萨满医药博物馆里有太医院、

草药库和十几间展厅，展厅陈列着祖传

制药的各种器皿、100多年前的老宅门

面、祖传萨满祭司用具、不同时期的药

壶、萨满人偶等共计300多件展品。整

面墙的长白山古图前供奉着长白山山

神。药材库里，同规格的柳条筐装着两

百多种山上采来的药材。关香云就站

在药筐前给慕名前来学习的几个学员

讲解草药的采集、辨认和药理。

关香云是佛满洲正黄旗瓜尔佳氏

的第十四代，她的祖太爷是四品命官

御医瓜尔佳音宝，太爷瓜尔佳富成阿

为五品御医，她的爷爷关福山和父亲

关景魁都是当地闻名的大萨满，以祖

传医术治病救人。关香云说：“祖传医

药原本是传男不传女的，到了我这一

代，三个哥哥都当兵转业后在政府部

门工作，所以就轮到我来继承祖业了，

而我的三个孩子中二女儿徐营成为第

十五代传承人代表。”

58岁的关香云小时候正处在破四

旧、反迷信的年代，母亲不许她跟父亲

学萨满，她就专攻满族医术和医药，11

岁开始和父亲上山采药学医，16岁开

始给乡邻们治病。那时候看好了病，

人家给一双袜子和一点好吃的就高兴

得不得了，根本不懂得挣钱。家里的

祖训是：“穷人看病不收钱，富人凭

赏”，到现在关香云还依然把这条祖训

常挂嘴上。

土法诊疗 就地取材制药

10 月末的早晨已经秋凉很重，两

名学员一起跟随关香云夫妇清早进

山。在漫山绿叶中，关香云很快发现

一株顶头有红珠串的植物，大家马上

围过来。她告诉大家这是大参，要慢

慢挖，别看上边好看，球状的根部才是

更好的药材，祛风除湿效果极好，再配

上两味药还能治疗癌症。

两个小时后，大家收获了玉竹、黄

连、龙葵、山芝麻等九种药材，其中一

种是关香云的药库里没有的。父亲传

给她的只有 70多种药材，而她的医药

博物馆里有200多种草药，好多都是这

样挖出来的。

关香云祖传医术既有东北满族民

族民间医术的共同特点，也有其家族

自身的特色，还有她根据多年经验摸

索创新的“原创作品”。她采用的是民

间医术，药品都是就地取材，品类多

样，包括草药、石、木、水、土、虫、动物

等，都是天然无农药化肥的野生药

材。每年她有三四个月的时间要上山

采药，每天早晨 4点半出发，上午回来

坐诊看病，下午自修和传习。其诊治

手法主要有萨满甲针疗法、药疗、叶

疗、酒疗、食疗、水疗、火疗等，她的指

甲又尖又长，如同银针一般，是用来疏

通经络的工具。

如今关香云从医 40多年，她使用

的土法还有众多秘传自制的御方、验

方、奇方、偏方，治疗很多疑难杂症，曾

经为73个国家的患者治愈了疾病。她

治愈的患者中有几位外国元首，但更

多的是普通老百姓。

非遗文化 传承才是硬道理

“目前国内满族医学文化遗产方

面的研究学者甚少，研究成果不成系

统。”据吉林省文史馆研究员、著名满

族文化专家富育光介绍，满族医学文

化蕴涵着民族文化原生态的特质，具

有稀缺性、唯一性、不可再生性，尤其

是流传在满族民间的偏方、单方、验方

面临濒危的境遇，因此动态保护和传

承非常重要。

关香云世居地吉林市四周环山，松

花江水穿城而过，是吉林省中医药最早

的发源地。但由于历史因素影响，满族

医药长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开发。

关香云作为吉林市第二批通过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她感到传承责任重

大，也更坚定了文化传承的信心。

“最重要的是扶持更多新一代传

承人，打破家族传承的老套路，广招学

员。”关香云说。在她的学员中有一位

患子宫癌的苏珊，特地从美国赶来治

病拜师，关香云招收徒弟的信息传出

后，陆续有300多人有意向报名。

“过去是口传心授，记不住的就遗

失了，如今科学发达了要更好地整理这

些资料。”关香云对于传承满族医药已

经有了自己的思路。据她介绍，目前在

政府的支持下，正在筹建资料库和档案

室，准备与专家合作系统研究满族医

药，将采药、制药以及诊病方法，自己用

过的土方、奇方整理结集；其次还要设

立传承基地。目前以吉林市为总部，已

经建成了北京、深圳两个传习基地，将

来还要辐射到国内外许多地区；第三是

编写教材，举办培训班，系统培训；第

四，配合政府和社会团体举办有关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展示会，广泛宣传；第五，

配合群众文化活动及一些公益活动进

行推广，关香云多年来还以资助民间文

艺院团满族服饰的方法来扩大宣传。

关香云传承的满族文化没有萨满

宗教的形式，但是每年的三月三和九

月九她都要去祭拜小白山望祭殿，40

多年一直坚持这个满族习俗。那是康

熙皇帝巡视吉林乌拉时，率领太子及

王公大臣举行望祭长白山仪式留下来

的礼俗，也是传习满族文化的一个重

要仪式。关香云说：“非遗文化的传承

才是硬道理。”

6月 28日，Xplus炫嘉国际（以下简称Xplus）获得中科资本500万元的天使投资，本轮PreA的融资也将在近日公布。而在今年1月 17日，Xplus刚

成立；5月21日，Xplus炫嘉中心·优客工场才在北京开幕。短短5个多月时间，Xplus就通过多向合作拓展，实现控股企业14家、参股企业40余家，其项

目也在半年间全国签约137个城市，并且落地30多个城市。

这种快速扩张模式自然也引发了行业的瞩目和侧目。国内做孵化器、文创园区、联合办公空间的多如过江之鲫，Xplus的快速扩张凭的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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