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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相约北京”艺术节：

搭建搭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文化艺术的多边合作舞台文化艺术的多边合作舞台
叶 飞

深圳文交所无形资产业务全国

运营中心落户深圳龙岗区，华侨城文

化集团与深圳市伙伴产业服务公司合

作项目、环球电视台战略合作项目、军

事题材电影及主题乐园合作项目，三

维动画《卡卡神鹰》和 AR 动漫绘本

《宠物星球》首次播出、发行合作项目

在龙岗落地……第十三届深圳文博

会虽已落下帷幕，但这些文化产业合

作项目却引起了外界的持续关注。

作为全国首批“产城融合”示范

区和深圳东进战略的核心区，龙岗近

年来以文化创意产业为抓手，致力于

产业发展与城市建设相融合，实现了

文化产业和城市建设的双翼腾飞。

文博会助推产业升级

“融合”是当今文化产业发展的

关键词和主旋律，主打“融合”牌的深

圳文博会已经走过 13 个年头。龙岗

利用一年一度举办文博会的契机，以

产促城，以城兴产，大力推动产城融

合，文化产业形成集聚效应，产业链

条不断完善，最终实现遍地开花，极

大地推动了城市建设的进程。

自深圳文博会举办以来，龙岗区的

分会场数量已连续 8年位居深圳各区

之首。在第十三届深圳文博会上，龙岗

区的 13 个分会场总参观人次达 229.9

万，其中专业观众33.62万人次，比去年

增长 68%；总成交额达 248.84亿元，比

去年同口径项目成交额增长143%……

这组由第三方专业统计机构给出的数

据，折射出龙岗区建设深圳“东部中

心，文创先行”的路子越来越清晰。

主展馆主题明确，分会场各具特

色，是龙岗区在每届文博会上的突出表

现。今年文博会，龙岗主会场展区更加

突出数字创意元素，增强与观众的互动

性。华侨城文化集团和华夏动漫以

“VR/AR+娱乐”方式，在主题环境包装

中融入原创数字内容，多维度、立体化展

示IP形象与魅力，打造“文化+旅游+科

技”新名片，吸引了大批观众参与。

高端工艺美术产业是龙岗区的传

统优势产业，拥有大芬油画村、中国丝

绸文化创意产业园、宝福珠宝文化产

业园等知名文化品牌。高端印刷产业

是龙岗文化产业中的传统核心产业，

拥有坚实的产业基础。而影视动漫、

演艺音乐等内容产业则是龙岗文化创

意产业“十三五”期间重点扶持项目，

是龙岗文创产业升级转型、提质发展

的重要抓手。今年龙岗主展区以此为

基础，分为影视动漫、高端工艺美术、

高端印刷、高校联展、珠宝玉石精品展

示等多个特色板块，大地动画、三联玉

石、力嘉包装等龙岗辖区 30多家优秀

文创企业组团集中亮相，演绎深圳东

部“文创高地”的独特魅力。

龙岗 13个分会场共举办了 108项

各类文化活动。大芬油画村“艺术与

市场在这里对接，才华与财富在这里

转换”主题系列活动，龙园“一带一路”

国际奇石文化博览会，中丝园“任嘒闲

师生刺绣艺术作品展”，甘坑新镇小

凉帽国际绘本大赛暨国际绘本精品

展、客家民俗展、小凉帽音乐节……

此外，龙岗还举办了注艺影视基地影

迷开放日、鹤湖新居客家旅游文化

节、龙岗区茶文化展示推广等 7 项文

博会专项活动，数量创历史新高。

落户项目为产业发展
提供新动力

每届深圳文博会，总有一些重大

的文化项目情系龙岗，这也是对该区

10 多年来致力发展文化产业、优化投

资环境的最佳回报。

今年，共有 5 个涉及文化产权交

易、创意、动漫、影视制作等领域的文

化项目与龙岗签约。这些项目的落

户，将为该区“文化+金融”“文化+科

技”内涵式发展提供新动力，为落实

“文化东进”注入新内容。

深圳文交所无形资产业务全国

运营中心落户龙岗。该项目由深圳

龙岗区人民政府与深圳广电集团合

作建立，为龙岗辖区的文化企业和文

化资产指定进场交易平台，着力推进

“深圳文交所无形资产业务全国运营

中心”等项目建设，引进“文化四板”

各大专板及服务体系的落地运营，以

及当代艺术品交易中心的落地。

华侨城文化集团与深圳市伙伴

产业服务有限公司将共同出资 1 亿

元，设立深圳伙伴华侨城产业运营有

限公司。该项目通过构筑“新兴产

业+招商运营+供应链金融”产业生

态，探索“产业+互联网+金融”模式，

打造国内领先的产业运营平台，助推

龙岗区产业转型升级，为打造龙岗文

化产业新名片注入新动能。

华夏动漫形象有限公司与两弹

一星国际基金会合作，共同投资环球

电视台，以“IP+娱乐+新媒体”的运作

模式，结合 AR/MR 技术在新媒体领

域的应用，将开创数字媒体时代的文

化创意新领域，预计 3 年合作金额在

10亿元左右。

此外，由龙岗区土生土长的影视

企业——深圳叁鑫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与沃田影业股份有限公司投资10亿

元的军事主题乐园也落地龙岗，双方

将加大军事主题 IP 全产业链的开发

力度；由龙岗本土文创企业——深圳

大地动画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制作的

《卡卡神鹰》将于明年 2月在湖南卫视

首播。大地动画与深圳海天出版社

合作发行的原创 AR 动漫绘本《宠物

星球》，将于今年暑期推向市场。

10 多年时间，龙岗的文化产业完

成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跨越式发展。

龙岗区委书记高自民表示，龙岗将坚

持大功细作、功成不必在我的思想，

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与自信，遵循文

化发展规律，推进文化与金融、科技、

旅游等领域融合发展，全面提升城区

品质，彰显深圳东部中心魅力。

“产城融合”改变城区气质

借助深圳文博会平台，龙岗以文

化助力城市建设，文化产业呈现园区

化、园区建设呈现社区化、社区发展

呈现城区化等趋势，文化软实力逐渐

成为城市发展的硬支撑。

大芬油画村是龙岗文化产业的

典型代表，见证着该区文化产业的发

展历程。在文博会的洗礼下，大芬油

画村从 20多年前的岭南小村落，逐步

发展成为集展览交易、观光旅游于一

体的国际艺术城区。

大芬村的成功而产生的示范效应，

带动了龙岗其他社区发展文化产业，建

设文化产业园区的进程。三联水晶玉

石文化村从 2005 年开始发展文化产

业，2007 年已成为深圳文博会分会

场。经过 10多年的开拓，如今的三联

村已成为深圳市翡翠玉石行业的龙头

基地，形成了集原料供应、作品设计、

成品加工、运输销售“一条龙”的产业

经营链，被誉为“深圳玉都”。

甘坑曾经是发展较为滞后的区

域。几年前，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

和引导下，甘坑利用保存较好的客家

历史文化资源和建筑风貌，整合社区

宅基地及生态控制线范围内的土地，

通过综合整治、修旧如旧等方法，打

造 出 一 个 传 承 客 家 文 化 的 风 情 小

镇。2016 年，华侨城集团入主甘坑

区，在现有的甘坑客家小镇基础上，

大力发展新型文化创意产业，将甘坑

打造成“文化+旅游+城镇化”样本的

新型文化城镇。

改造老工业区遗留下来的厂房

发展文化产业，是龙岗区的另一创

新。2013 文化创客园由一个旧工业

园经过改变产业形态，注入文化元

素，并设立创客公寓、餐饮、休闲、书

吧等配套服务，成为全国首家以孵化

文化创客为主旨的产业园区。

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在潜移默

化中改变了城市气质，龙岗形成了产

业、城市、人三者之间的和谐发展。很多

文化产业园区成为周边居民的文化休

闲活动场所，宝福、中丝园、力嘉 3 个

文化产业园被评为国家3A级景区。

如今，中丝园从加工服装和玩具的

旧工业区，变身为丝绸文化旅游景点；

文博宫从烂尾楼被改建为华南地区最

大的仿古建筑集群；宝福珠宝园成为珠

宝、文化和工业旅游相结合的特色景

区；力嘉创意文化产业园成为市民了

解我国印刷历史的好去处……

随 着 白 俄 罗 斯 芭 蕾 舞 剧《天 鹅

湖》在国家大剧院精彩谢幕，由文化

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北京市

人民政府主办，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

司、北京市文化局承办的第十七届“相

约北京”艺术节也落下了帷幕。4 月

27 日至 5月 31 日的一个月里，来自 21

个国家和地区的 50个表演艺术团体、

568 位中外艺术家登上了“相约北京”

的舞台，为观众带来百场演出和展览

活动。

百场活动串起
“一带一路”艺术珠链

这 个 5 月 ，北 京 成 为 世 界 的 焦

点。中国首倡举办的“一带一路”建设

框架内层级最高、规模最大的国际会

议——“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在北京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论坛开幕

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的主旨演讲。包括 29位外国元

首和政府首脑在内的来自 130多个国

家和 70 多个国际组织约 1500 名代表

出席高峰论坛。

作为中国国家级大型综合国际

艺术节和亚洲地区最大的春季艺术

节，“相约北京”艺术节自诞生起就秉

持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将服

务外交大局、配合文化外交当做自己

的责任。随着“主场外交”成为中国

外交的亮丽名片，“相约北京”艺术节

也在升级，将活动规划和设计放在

“主场外交”的大背景下考量。在北

京当好东道主之时，“相约北京”艺术

节以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及相关国

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为主题，为来自

“一带一路”沿线及相关国家的艺术

团体和艺术家搭建起极具分量的国

际舞台，展现“一带一路”文化艺术风

景，助力“一带一路”奏响合作共赢的

乐章。

从来自匈牙利的开幕式演出《茜

茜公主》、立陶宛话剧《母亲》到波兰

民谣音乐会《华沙之春》、法国现代舞

《种子》，再到压轴的白俄罗斯芭蕾舞

剧《天鹅湖》……第十七届“相约北

京”艺术节以音乐、舞蹈、戏剧、展览、

户外音乐节、节中节六大板块、百场

活动串联起了一条熠熠生辉的“一带

一路”艺术珠链，着力向世界诠释“一

带一路”建设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

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为“一带一路”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注入文化滋养。

吸引更多国家加入
“一带一路”合唱

“一带一路”重点面向亚欧非大

陆，同时向所有朋友开放。不论来自

亚洲、欧洲、还是非洲、美洲，都是“一

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的伙伴。吸

引、邀请更多国家和地区加入“一带

一路”的合唱，也是“相约北京”艺术

节的愿景。

去年，习近平主席出席在秘鲁举

行的 2016 年“中拉文化交流年”闭幕

式时表示：“文化关系是中拉整体外

交的重要一翼。”

拉美国家是“相约北京”艺术节

的重要伙伴。从 2013年至今，在文化

部外联局的支持下，“相约北京”艺术

节已连续举办四届“拉美艺术季”，展

示拉美各国在音乐、舞蹈、绘画、雕塑

等方面的成就。其中，2016 年“拉美

艺术季”之“加勒比音乐节”在“中拉

文化交流年”框架下举办，共有 14 个

艺术团、111 名艺术家来华参演，直接

受众约 3 万人，成为 2016 年“中拉文

化交流年”的亮点项目之一。

今年，“拉美艺术季”之“加勒比音

乐节”于 4 月 29 日至 5 月 1 日在北京

798 艺术区玫瑰之名艺术中心上演。

海地沃克斯·桑布乐队、厄瓜多尔维克

多乐队、秘鲁母女乐队、墨西哥拉丁格

莱美奖得主贝兰诺瓦乐队、智利民谣

歌手达米安·罗德里格斯你方唱罢我

登场，尽情展示拉美丰富多彩的音乐

艺术和源自天性的热情奔放。

恰逢哥伦比亚文学大师、诺贝尔

文学奖获得者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长

篇小说《百年孤独》出版 50周年和《一

个海难幸存者的故事》中文版面市，

马尔克斯也成为“相约北京”艺术节

的“主角”之一。5 月 24 日，在北京大

学举行的“海难幸存者的十天和百年

孤独五十年”活动别开生面，阿来、李

敬泽、梁鸿与听众分享了关于拉美文

学和马尔克斯作品的阅读体验。

可以说，“拉美艺术季”已成为我

国对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文化交流的

品牌项目。通过这一多边文化艺术

交流平台，“相约北京”艺术节向拉美

多国传递“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

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促

进着区域间、国家间的民心相通与文

明互鉴。

不懈追求一流
国际艺术节的高水准

对任何一个一流国际艺术节来

说，高水平的剧目、节目都是永恒的

追求。每届“相约北京”艺术节的开

闭幕式大戏，必定是代表一国艺术水

平的精品力作。

虽然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月，今

年的开幕式演出舞剧《茜茜公主》在

北京观众的口碑中仍有余响，足以说

明此剧品质。包括匈牙利在内的中

东欧国家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

参与国，但不少中国民众对其文化艺

术的了解还十分有限。此次匈牙利

两大名团同台展示两大“文化国宝”，

民族舞和吉普赛音乐在北京天桥艺

术中心竞艳，再加上茜茜公主引人入

胜的传奇故事，刷新了人们对中东欧

国家文化艺术的印象。

闭幕式演出芭蕾舞剧《天鹅湖》

来自白俄罗斯。白俄罗斯的芭蕾艺

术世所公认，是堪比俄罗斯芭蕾的佼

佼者。今年适逢中白建交 25周年，白

俄罗斯国家模范大剧院芭蕾舞团派

出了全明星阵容，登台演员在国际性

舞蹈大赛多有斩获。5 月 30 日、31 日

连续两晚的演出让人们看到了分外

别致的《天鹅湖》，领略到民族舞蹈与

世界经典相遇带来的艺术之美，这正

是文化交流所激发的瑰丽创造。

来自西班牙的沙画表演《梦》，以

转瞬即逝的表达方式创造出回味无

穷的隽永之感，被认为是本届“相约

北京”艺术节最受欢迎的外国演出之

一。在乐队现场演奏的乐声中，艺术

家用手下的沙超越语言障碍，讲述了

两个主人公从童年到成人、相伴一生

的浪漫经历，传达出对时间、生命等

美好事物的珍惜之情，为每位观众留

下了难忘的记忆。

“人民的艺术节”
社会效益最大化

“相约北京”艺术节已成功举办

了十七届。在人的生命历程中，17 岁

正是意气风发、青春激扬的年纪，“相

约北京”艺术节也如少年，与怀揣梦

想的年轻观众一同成长。

近年来，“相约北京”艺术节逐渐

加大了青年艺术教育在各板块所占的

分量。这与其一贯坚持的低票价等公

益举措一脉相承、互为支撑。“相约北

京”艺术节针对青年群体推出的艺术

教育活动，一开始就注重实效，促进

年轻人对高雅艺术的体验从猎奇层

面 提 升 到 认 知 、鉴 赏 ，进 而 参 与 其

中。内容方面，有别于流行文化和时

尚娱乐文化，体现出艺术品位；形式

方面，注重从演出现场到幕后的多方

位深度互动，而非简略的普及介绍。

今年，在“相约北京”艺术节的推

动下，曾影响了美国几代青少年的

《杀死一只知更鸟》以话剧形式来到

中国青少年的身边。此剧由年轻人

演，年轻人看——美国蒙大拿大学话

剧团在清华大学蒙民伟音乐厅和北

京四中演出，两所中国学校共有 5 名

学生与美国学生联袂登台。特别推

出的戏剧工作坊活动上，美国蒙大拿

大学话剧团与北京四中话剧社、音乐

剧社、英语剧社的学生们一起体验戏

剧的魅力。这种为爱好者提供艺术

实践机会，让年轻人融入剧团日常创

作和巡演工作的深度互动的艺术教

育形式，在演出之后举行的论坛上获

得了专业人士和校方的一致认可。

又如 5 月 26 日在清华大学新清

华学堂上演的《阿卡贝拉音乐会》，备

受学生好评。来自美国的“六重引力

人声合唱团”成员都是与席间观众年

纪相仿的大男孩。他们的表演摆脱

刻板模式，在无伴奏人声合唱中加入

喜剧表演，使古老与时尚、典雅与幽

默相得益彰，在提高中国学生对无伴

奏人声合唱的艺术鉴赏力和参与热

情等方面的效果尤为突出。

据统计，本届“相约北京”艺术节

期间，共有 15个表演艺术团组走进了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等多所学校和公共开放表演场所。

“异趣·同辉——清代海关监管的广东

外销艺术精品展”“非线性现实——白

俄罗斯现代版画、水彩、素描作品展”

等 3场展览则面向公众免费开放。有

理由期待，结合多年来积累的丰厚、高

端的国际艺术资源，“相约北京”艺术

节还将继续释放公益力量，将“人民的

艺术节”的社会效益最大化。

深圳龙岗：“产城融合”趟出新路子
陈建平 陈 折

白俄罗斯芭蕾舞剧《天鹅湖》

潮流音乐节演出现场 匈牙利舞剧《茜茜公主》

今年深圳文博会期间，共有 5个涉及文化产权交易、动漫、影视制作等领域的文化项目与龙岗签约。 第十三届深圳文博会龙岗主会场展区更加突

出数字创意元素，增强与观众的互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