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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艺苑

编者按：道滘滘，地处广州与香港、澳门构成的珠三角内，是一座拥有 700年历史的水乡古镇，多年来文化硕果不断，被誉为中国的曲艺之乡、

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近年来，道滘滘不断叠加积聚文化创意资源，更多地融合工业设计和文化创意的元素，促进当地产业转型升级。

作为东莞“创业之路”的重要节点，道滘滘既是水乡新兴产业集聚区的重要板块，也是水乡综合创新中心。随着 2016年秋季第一届道滘滘新艺

术节在这里举办，诸多国内外当代和实验艺术作品亮相于这个富庶的岭南小镇，道滘滘的艺术小镇之路也就此开启。艺术让道滘滘逐渐成为东莞、

珠三角地区乃至全国的一个闪亮的文化品牌。

责编 鲁娜
2017年6月10日 星期六
E-mail：whcfzk@163.com

电话：010-64294083 64298113

当信安喜：用艺术的力量来撬动产业

去年 9 月，第一届道滘新艺术节

在东莞道滘举办，同时，人们也希望能

够再次相聚在道滘这个艺术小镇，开

启又一场艺术之旅。终于，在人们的

关心与期待中，第二届道滘新艺术节

再次启幕，同时联动道滘夏季的美食

节、旅游节，道滘又迎来了一次全民艺

术狂欢节。两年来，艺术节给道滘的

发展带来什么影响，不同文化的植入

对于道滘未来的发展又将产生怎样的

影响？带着这些问题，本报对道滘镇

党委书记邓涛进行了采访。

拉近当代艺术与大众的距离

文化财富：2016 年 9 月，第一届道

滘新艺术节开启，在业内引起了很大反

响。去年艺术节的初衷和目的是否达

到，有哪些成果？

邓涛：我认为，第一届道滘新艺术

节已经达到了预期目的。一是实现了

艺术启蒙。新艺术节是道滘乃至东莞

第一次大规模引进的当代艺术展览，引

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更唤起了

人们了解现当代艺术的兴趣。在艺术

节期间，大量观众通过入场观看、欣

赏、品鉴不同的艺术作品，得到了一次

良好的艺术启蒙与熏陶，形成了对当

代艺术形式、趣味、理念的初步理解。

二是加强了东莞文化遗存与当下

文化元素的互动。经过深入接触与了

解，参与策划、展示和受委托创作的艺

术家们在相关作品创作和策展过程

中，更加体现在地性，注重对东莞、水

乡、道滘等当下城市生活、水乡元素、

济川文化的诠释。

三是营造了艺术氛围。首届新艺

术节的策展理念、办展方式得到了众

多艺术家、艺术批评家的认可，为今年

继续办好新艺术节营造了良好的氛

围。可以说，从办节初衷和目的上讲，

首届新艺术节基本达到了预期目标。

侧重在地性元素 关注艺术和生活

文化财富：现在看来，如您去年所

讲，道滘新艺术节变成了“固定的、长期

的、系统性的文化活动”，今年夏季的第

二届道滘新艺术节如期开幕，在您看

来，两届艺术节最大的区别在哪里？今

年更偏重哪些方面？为什么这样调整

和选择？

邓涛：与首届新艺术节相比，第二

届新艺术节更加注重办展的在地性、长

期性和亲和力。

首先是在地性。我们希望把艺术

节办成东莞和道滘的内生活动，通过艺

术创作、艺术作品展现城市生活和城市

文化，让大家了解和重视当代艺术对于

当下生活诠释的能力，从而尊重、欣赏

并参与当代艺术。只有注重在地性，走

入本土，抽身反观，才能更好地形成对

水乡小镇的对话和诠释。对此，我们更

加重视对现有文化遗存和文化元素的

诠释和二次创作，而不是简单地收集、

展示艺术作品。

其次是长期性。我们希望通过更

多的委托创作，充分激活现有的文化

遗存和文化元素，着力将道滘打造成

为一个艺术大展馆。依靠艺术家的创

作力，对旧水厂、旧纸厂、旧龙船、旧建

材等进行艺术活化，使这些散落在民

居周边、散落在水乡各处、散落在日常

生活的创作，日复一日地作为一种特

殊的文化景观和城市氛围影响着道滘

的文化气质。

三是亲和力。本届活动我们做了

大量的文字说明和导览培训，积极引导

普通观众了解和欣赏现当代艺术作品，

了解作品背后的审美趣味、艺术内涵以

及对生活的关注和思考。一方面，我们

创作使用的题材、材料和元素，充分融

入工业城市和水乡小镇的风格和色彩，

进一步拉近彼此距离，让普通观众更容

易进入到艺术家所反映的审美中去。

另一方面，我们的创作不局限于室内，

还建立了室外的装置艺术和空间艺术，

把生活和艺术有机结合起来，让当代艺

术更具亲和力。

与首届新艺术节相此，第二届新艺

术节更偏重艺术作品的表现形式、展示

空间、导览服务和互动交流。本届活动

充分借鉴日本的当代艺术理念，走出了

不一样的道路。我们不是做顶尖艺术

作品的展示，而是更加注重展示艺术家

对艺术作品的创作过程、对当下生活的

关照和诠释。这种互动更有积极意义，

也让艺术节办得更厚实，走得更扎实。

“艺术节就像一个成长中的孩子”

文化财富：在举办两届艺术节过程

中，您最大的体会是什么？

邓涛：最大的体会是我们坚持走共

建路线。我们始终认为艺术离不开人，

艺术传达的是审美趣味、关注视角和生

活思考。当代生活和当代艺术是共生

关系，当代艺术是建立在当下生活的一

种理解、一种审视，同时当代生活也能

帮助当代艺术建立新的场域和提升对

话能力，在艺术家与在地人群之间建立

一种对艺术的共识和理解。否则，当代

艺术可能就是一个生硬、冰冷、傲慢的

单向传输，难以形成一种有温度、有亲

和力、有共鸣感的双向交互。这样的艺

术难以深入人心，难以充分释放当代艺

术的创作能力，难以唤起大众对当代艺

术的理解、关注和欣赏。这样的艺术可

能永远只是展厅里的小圈子互动，难以

实现大范围的开放性对话。

艺术节就像一个成长中的孩子，

说不上有什么不足，但我们希望艺术

节坚持共建路线和在地特色，成为工

业文化内生部分，形成更大的吸引力

和影响力。接下来我们将特别做好三

方面工作：一是坚持再创作。结合道

滘的文化场地、文化氛围、文化元素，

对现有作品进行再创作，《三更雨愿》

就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二是推动委

托创作，主要是让作品有更强的对话

能力和更深的本土色彩。三是激活文

化遗存，对旧厂、旧房、旧村等蕴含丰

富文化元素的城市遗存、村落遗存，叠

加植入新的文化元素和艺术元素，塑

造更好的城市艺术景观，营造更好的

城市文化氛围。

文化财富：新与旧共存的冲击，既

矛盾又包容，当代艺术给道滘带来了什

么？道滘随之改变了什么？文化对于

道滘未来的发展有哪些意义？

邓涛：“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我们

虽然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水乡小镇，但实

际上城市文化的更新十分迅速。我们

过往是一个传统的代工城市，缺乏自主

设计、自主品牌。这种丰富的文化元素

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不可或缺的支

撑，特别是工业设计、产品设计、包装设

计等，需要更多的文化内涵、文化附加

值、文化影响力。

当代艺术为道滘带来了什么，我认

为有三方面：一是带来了新的艺术理

解。每一种文化元素、每一个群体都有

与之相应的艺术形式。成功举办首届

新艺术节后，人们对当代艺术的理解有

了新的认识和感受，当代艺术可能成为

我们重建对生活共同理解的一个重要

契机。二是带来了新的艺术载体。当

代艺术对旧的文化元素进行再创作、再

诠释、再激活，使整个道滘的艺术氛围

越来越浓厚，使我们对自己的城市环

境、日常生活和文化传承有了新的理解

和关注。三是带来了新的文化活力。

以道滘粽为例，与当代艺术紧密结合，

创新推出新的包装风格。在产业发展

上，当信安喜集团积极导入当代艺术，

大大活跃了工业品的设计。这些都给

我们文化创作、传承、繁荣带来了新的

变化、新的载体、新的活力。

文化财富：“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

出要大力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对于道

滘的新文化艺术，是否也会考虑在国际

舞台上亮相？

邓涛：我们希望依托东莞强大的加

工制造能力，结合当代艺术的新理念和

新元素，不断推动对外文化贸易发展。

一是出口文化产品。依托水乡优美的

村落环境、完善的创作环境，加速形成

艺术家群落和艺术家聚居地，加快构建

外销文化展示中心、交易平台，着力推

动艺术衍生品出口。二是发展文化贸

易。主要是以文化产品出口为牵引，带

动丝巾、服装、床品、灯具、家具等传统

优势产品出口。三是推广艺术创作。

东莞是音乐剧之都，在舞台设计、服装

设计、音乐设计等创作方面，积极导入

现当代艺术元素，实现了全国和世界的

巡演。东莞也是“一带一路”的交汇点，

既有西江、东江与传统东南亚国家海上

丝绸之路的交通航线，又有国际班列铁

路站。东莞还是闻名海外的世界工厂，

最早沿着“一带一路”实现贸易的地区

之一，文化输出具有先天的优势和基

础。我们将利用这种优势进行文化创

作，推动文化产品“走出去”。

广东道滘滘：用艺术展现文化古镇的魅力
□□ 安然 裴秋菊

继第一届道滘新艺术节成功举办

后，随着诸多国内外代表性的当代及实

验艺术作品亮相艺术节，在业内引起了

广泛关注，其影响力一直在发酵。5 月

31日，第二届道滘新艺术节再次启幕。

作为艺术节的主办方之一，当信安

喜 (中国)文化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当信安喜集团”）长期

支持并参与这个艺术项目。当信安喜

集团华南片区负责人陈长春早年毕业

于四川美院油画系，两年前被政府邀请

来到东莞，希望把当今最新的文化艺术

形式植入到这个带有原生态遗存的小

镇上，打造文化艺术+ 制造业+ 互联网

的产业帝国。

道滘新艺术节的发起人范明正表

示，在道滘这样的小镇做国际化的展

览，既十分吸引眼球，也具有很好的社

会影响。我们的艺术节旨在和当地的

文化元素融合，碰撞后延伸出新的文化

意义。首先我们把当地的特色建筑如

济川善堂当成作品的一部分加以改造；

另外，在“世界工厂”的大概念下，又可

以把当地的民俗、舞蹈等艺术元素，反

向引入到艺术家的作品中。

本届道滘新艺术节邀请了国内新锐

当代艺术家对经济社会转型升级中遗落

在道滘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旧元素、形

态、格局、载体进行“驻留项目创作”，并

开辟出特定场域来展示作品，其中既有

户外公共空间，如湿地公园、市民广场，

也有文创园区、乡间旷野，此外，一些旧

粮仓、旧学校、民居、厂房也将会改造成

散落在道滘各地的小型美术馆。

怀揣艺术初心

扎根道滘扩大文化帝国版图

陈长春坦言，选择东莞作为当信安

喜文化拓展的一个重要基地是经过慎

重考虑。因为东莞作为世界工厂，制造

业十分发达，面对产业的升级方向，艺

术+ 产业将有无限的前景，而道滘镇作

为有着深厚艺术文化底蕴的水乡古镇，

是文化项目落地的较佳选择。只是避

免把国际化的当代艺术项目操作成乡

村艺术馆。我们始终坚持：艺术作品的

国际化水准，文化项目的高标准设计建

造，运营团队的国际化视野，并按照这

个理念开始了当信安喜在道滘镇的各

项落地工作。

在陈长春看来，现在很多艺术家眼

里只看到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但依然找

不到属于自己的艺术之路和根基。而

艺术恰恰需要驻扎在像道滘这样接地

气的地方才能更好地生长。“我们要在

这里‘种植’文化，把当代艺术放大再放

大，接纳更多国内外当代艺术的优质资

源。目前的形势下制造业在提档升级，

我们要和艺术市场结合，我们做的不是

艺术，而是艺术带动下的一系列产业。

东莞的可塑空间很大，我相信它未来会

成为国际化都市，这里会有上万亿文化

产业的市场前景。”陈长春说。如今，当

信安喜集团已成为国内首家艺术产业

立体资源整合服务提供商，随着旗下当

信安喜艺术中心、艺术商业综合体、喜

舍喜客民宿群落、都市森林·南丫水厂

文创百货公园、XI 当代艺术中心等六

大文化项目相继顺利落地，公司看到了

在东莞扎根更广阔的远景。

打造道滘“艺术小镇”城市名片

对于当信安喜集团在东莞的文化

项目战略布局，陈长春表示，要以文化

艺术作为主线，以文化项目作为载体，

通过艺术+ 产业的模式，打造道滘乃至

东莞新的城市名片。

他介绍，作为当信安喜集团文创产

业中的一个板块，喜舍喜客民宿群落品

牌构成了东莞市城市休闲游憩产业集

中发展带。通过民宿, 倡导一种艺术生

活化、生活艺术化的消费理念，将文创、

艺术衍生产品垂直细分并融入现代消

费者生活当中。在设计过程中，从民宿

群落室外室内的空间规划，到一品一

物的精心挑选，通过复合式经营方式 ,

打造出艺术与生活完美融合的艺术生

活范式。同时，保有本地特色，引入

国际视野的当代艺术文化景观 , 使民

宿与文化艺术紧密结合。“民宿体现了

生活中的衣食住行，与之最为密切的

门类，如家居中的灯饰、家具、床上用

品、厨艺、布艺的设计等，这个项目旨

在让更多有情怀的人可以在这里梦想

落地。”

位于道滘镇南丫村的南阁水厂被

当信安喜集团改造成为都市森林·南丫

水厂文创百货公园，成为全国首个以高

端休闲、文创产品、户外运动为核心的

复合型公园，成为道滘文化旅游目的地

核心吸引区。该项目内含主题餐饮、

book nbed、主题酒店、榻榻米影院、文

创主题室内微空间展示等业态。针对

不同的区域文化打造连锁而不复制的

经营模式，通过空间、体验、活动等多

元交互形成各连锁分店的气质与经营

内容。

“目前我们已经投入 1 亿多元，未

来还要继续投入，所以我们会尽快把资

本市场打通融资。都市森林和 XI艺术

馆都要做连锁，未来我们还要做产业园

区。”在陈长春看来，这些极具创意的区

域形象逐渐形成东莞市的一种文化符

号，进入这些区域的不仅仅是艺术家，

会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参与进来, 逐渐

发展成为东莞市的旅游热点。

艺术+产业模式助力东莞产业

升级

随着全球产业升级，经济发展进

入快车道，各产业都在进行跨行业重

组，在弯道里融合。当信安喜集团也

不例外。

当信安喜集团发展的内在核心，一

是将产业聚集转化，将未来全球优质的

艺术家与东莞当地的制造业结合，使二

者在其平台上聚集转化，做成文化衍生

产业链；二是打造东莞自有品牌。多年

来，东莞虽然制造出了世界上很多的奢

侈品产品如 LV、阿玛尼等，为东莞创造

了极大的经济效益，但由于缺乏创意而

没有形成自己的品牌，这就需要艺术元

素的加入，用艺术的力量来撬动产业，

开创自己的品牌。

在陈长春看来，艺术创作和东莞

制造可以形成一个端口来结合，输入

进来再通过电商和线下的渠道来输

出，这个环节输出容易，而难在输入。

“我们曾经在成都小试牛刀，市场前景

不错。我们在建的道滘镇南丫村滨涌

的当信安喜艺术中心就是一个尝试。”

当信安喜艺术中心是由国际当代艺术

双年展馆、XI当代艺术中心馆藏展览、

艺术生活产业馆、艺术文创商业街、电

影城、综合图书馆、艺术家酒店等组成

的艺术商业综合体。公司邀请了德国

的一流设计团队为其进行设计。项目

落成后, 每年举办多次当代艺术展、拍

卖、交流、会务，将促进当地文化业、旅

游业、广告业、交通住宿业、餐饮业等

快速发展，促进道滘旅游特色功能内

涵的积聚。

陈长春表示：“我们用这个平台整

合艺术和商业，这种模式成功后，我们

就会在国内外复制。”

目前当信安喜集团战略上规划了十

二文创产业，“我们称其为‘疯狂十二文

创生活行业’，还要推‘疯狂’企业家，东

莞制造需要用‘疯狂’这两个字来催化、

点燃，进而做到产业的升级转型。”在陈

长春看来，产业需要插上文化的翅膀，与

东莞制造业的融合，借助文化力量才能

飞得更高远。当信安喜艺术中心 文创产业流通园

艺术节唤起了人们对现当代艺术的极大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