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陈庆军ꎬ博士ꎬ安徽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ꎬ硕士生导师ꎬ英国 Ｆａｌｍｏｕｔｈ 大学访问学者ꎮ
〔∗〕本文受“安徽大学博士科研启动经费项目”(项目代码:３３１９０２４６)和“２０１６ 年度安徽省高校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ＳＫ２０１６Ａ００４)资助ꎮ

　 　 　 　

«学术界»(月刊)
总第 ２１４ 期ꎬ２０１６. 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
Ｎｏ. ３ Ｍａｒ. ２０１６

徽州文化的另一种表达〔∗〕

———创意产业视野中的徽州文化价值

○ 陈庆军
(安徽大学　 艺术学院ꎬ 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６０１)

〔摘　 要〕如果说徽学研究是在学术领域以文字为本体表达徽州ꎬ那么文化创意则

是以形象为中心对徽州进行另一种表达ꎬ文本与视觉ꎬ并驾齐驱地在精英学术和大众文

化两个层级构筑徽州文化的表述结构ꎮ 徽州文化所具有的文化资本和创意生态的潜在

价值ꎬ可通过视觉文化在不同技术媒介中创新和延伸ꎬ多元化地塑造和传播徽州文化的

时代精神ꎮ 徽州文化的创意自觉和使命ꎬ可确立本土文化现实的自我阐释模式ꎮ 创意

产业视野下徽州文化的价值释放ꎬ同样是对往昔知识与图像系统的回望ꎬ也是传统文化

资源在新的时代语境下获得新表达的有益尝试ꎮ
〔关键词〕徽州文化ꎻ创意产业ꎻ视觉文化ꎻ图像

在 ２１ 世纪的知识经济时代ꎬ全球的产业格局进行了新的调整ꎬ创意产业被

视为新经济的圭臬和主要方向ꎮ 作为一种新兴业态ꎬ创意产业不可避免地与文

化、技术、消费、时尚等要素相关联ꎬ人们习惯视其主要阵地为伦敦、巴黎、纽约、
香港、上海等国际化大都市ꎬ对于地处偏远的传统文化聚落ꎬ却难得一顾———比

如徽州ꎮ 创意产业与徽州何以相遇? 这个命题实则关乎建立现实徽州的两个

“版本”———学界的徽州以徽学研究的勃兴得以确立ꎬ而大众的徽州则可望在创

意产业领域得以构建ꎮ 如果说徽学研究在学术领域是以文字为本体表达徽州ꎬ
那么视觉文化创意则是以形象为中心对徽州进行另一种表达ꎬ文字与形象ꎬ并驾

齐驱地在精英学术和大众文化两个层级构筑徽州文化的表述结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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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化创意方式对徽州文化资源进行阐释与开发ꎬ是在全球文化趋同的浪

潮之下ꎬ本土文化自强意识的体现ꎬ它在强化地域文化的身份识别ꎬ保持文脉传

承的独立性等方面ꎬ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ꎮ 一方面ꎬ它可以为中国创意提供地域

传统文化再塑的范本ꎻ另一方面ꎬ它也可以通过创意思维ꎬ赋予徽州文化新的语

汇体系ꎬ构建中国文化创新与全球传播的视觉平台ꎬ实现视觉传统的当代心灵活

化ꎬ进而形成徽州文化的当代审美表达、功能创新和情感共鸣ꎮ

一、徽州文化资本与创意生态

虽然创意产业从根本上强调个体的创造力和知识、智慧的直接作用ꎬ但是创

意活动并非无源之水ꎬ它离不开特定的资源平台ꎮ 在资源利用的理解上ꎬ最朴素

的传统观念莫过于“靠山吃山、靠水吃水”ꎬ该观念揭示了资源与开发的关系ꎬ以
及前者对后者的决定性作用ꎮ 徽州区域资源所具有的自然和人文双重优势ꎬ必
然能够为文化创意产业提供丰厚的资源与动力ꎮ

地域的社会经济发展必须依托于特定产业ꎬ徽州的主导产业一直是旅游产

业ꎬ创意产业与旅游产业协同创新ꎬ实现资源开发利用的合理性和科学性ꎬ是优

化区域产业结构的创新举措ꎮ 更何况ꎬ在自然山水、古村落、古建筑旅游日益同

质化的竞争格局之下ꎬ创意产业是对旅游产业的有效补充和修正ꎬ对旅游产业集

约化转型和纯化地域文化特色可提供创意支撑ꎮ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Ｐｉｅｒｒｅ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在上个世纪提出文化资本

理论ꎬ认为社会领域存在三种类型的资本:第一种是经济资本ꎻ第二种是文化资

本ꎻ第三种是社会资本ꎮ 倘若立足于创意产业对徽州资源的理解ꎬ便可清晰地看

见徽州文化资本的轮廓ꎬ这是一种区域性核心竞争力的要素ꎬ也是可以探求创意

产业的现实基础ꎮ 徽州文化资本可以越过现有旅游产业ꎬ直抵徽州地区的人文

精神、制度文化、造物系统等要素ꎮ 皮埃尔布迪厄进一步将文化资本分为三种

存在形态:一是以精神或身体的持久“性情”形式存在的具体形态ꎻ二是以文化

产品方式存在的客观形态ꎻ三是通过外化ꎬ可观察得到的各种规范ꎬ即制度形态ꎮ
循此路向ꎬ徽州文化以多样化的形式外显为具体形态、客观形态和制度形态ꎬ自
然与人文景象属于易感知的客观形态ꎮ 徽州自然地理的先天资源优势与民间造

物系统(主要以建筑、器物、装饰等为内容)交相辉映ꎬ形成文化资本的具体形态

和客观形态ꎮ 消费时代之前ꎬ文化资本具有独立的价值体系ꎬ潜隐其中的精神观

念和制度形态ꎬ是文化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徽学研究已经在这一领域进行了深

入的挖掘整理ꎬ尤其是通过数十万份的徽州文书笔记ꎬ对徽州的民间规约制度

(制度形态)、生产生活方式等社会学、民俗学内容ꎬ已形成了可物化为创意产品

的重要基础ꎮ “在知识经济背景下ꎬ社会资本、信息资本、文化资本和思想资本

都可以成为推动产业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ꎮ〔１〕在此背景下ꎬ若能将徽州文化资

本作为主要的社会资本ꎬ并将其转化为经济资本ꎬ是创意经济值得探索的方向与

途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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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创意产业之父”的英国学者约翰霍金斯( Ｊｏｈｎ Ｈｏｗｋｉｎｓ)提出的

“创意生态”概念为:“创意生态是指某地的社会群体享有充裕的本土资源ꎬ并且

有目的性地相互影响、产生新的创意ꎮ 创意生态有四个可测量的指标ꎬ即交换、
差异化、学习和改编ꎬ它是创意经济的摇篮ꎬ如所有摇篮一样需要用心呵护ꎮ” 〔２〕

徽州地区具有优渥的创意生态基础和背景ꎬ比如散落于徽州地区的大量物态遗

存和图像资源ꎬ以及明清时期的造物活动沿袭至今的传统ꎬ尤其包括营造传统、
技艺传统和组织制度的传统等ꎬ使得徽州社会群体长期浸润于丰厚的物质文化

和技艺文化之中ꎬ这种由观念、审美、行为、制度、物质所组成的文化体系ꎬ是培育

优质创意生态的重要基础ꎮ 文化生态观念是对徽州资源更整体和更全面的把

握ꎬ无独有偶ꎬ２０１１ 年获批的«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总体规划»ꎬ同样将大徽州地

区的文化资源作为一个完整的生态整体ꎬ从官方层面予以保护ꎬ这对于徽州的文

化创意产业发展ꎬ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契机ꎮ
通常认为ꎬ徽州地域范围内ꎬ以传统的儒家价值观念为精神主线ꎬ浓郁的宗

族观念和社会组织管理方式ꎬ形成传统的家国观念与和合意识ꎮ 崇儒重教的社

会共识使得徽州成为明清时期中国文化生态的标志性群落ꎬ尤其是徽商的财富

创造ꎬ将徽州的精神观念、行为方式得以在物质创造中糅合ꎬ形成现今所见的地

面物态遗存ꎮ 立足于文化资本与创意生态两种视角ꎬ可更准确地洞悉徽州文化

所具有的价值张力ꎮ 创意产业思维在于整体关照徽州文化资源ꎬ以新安画派、徽
州村落、建筑、工艺、戏曲、教育、科技、传统刻书、文书等徽学的研究分支ꎬ作为文

化资本和创意生态已经夯实的基础ꎬ从精神世界到行为方式、视觉内容乃至文化

消费ꎬ均可通过创意产业实现文化资源的形态创新ꎮ

二、徽州视觉文化的创新和延续

视觉文化作为由人类生存经验累积而成的公共性记忆ꎬ为社会大众营造了

一种更加民主的信息交流方式ꎬ弥补了由文字的晦涩与抽象带来的隔膜ꎬ因此能

够有效地填补精英学术和大众文化之间的鸿沟ꎮ
回溯明清以来徽州地区的文化艺术创造ꎬ新安画派可视为第一座高峰ꎮ 以

渐江、汪之瑞、孙逸、查士标等为代表的徽州画家群体ꎬ将徽州家山风貌纳入艺术

关照的对象ꎬ使新安画派成为明末清初社会转型时期一座艺术奇峰ꎮ 新安画派

不仅貌写家山ꎬ而且把元明以来的山水画做了新的拓展ꎬ对扬州画派和清代的山

水画坛产生深远的影响ꎮ 在这条以徽州山水为表现客体的艺术征途上ꎬ如汪采

白、黄宾虹等艺术家ꎬ一代代薪火相传ꎮ 正是立足于视觉文化的范畴ꎬ传统意义

上徽州文化的视觉表达ꎬ形成了以新安画派为中心ꎬ以新安版画、新安刻书、徽州

民间工艺等不同层次的视觉文化创造ꎬ在不同的视觉情境中勾勒了徽人的审美

理想ꎬ它们均是徽州地区特有的地理生态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滋养出来的文化

艺术之花ꎮ
不同的历史时期ꎬ人们以不同的创造方式表达徽州ꎮ 当电子技术和数字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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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对图像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之后ꎬ徽州文化的表达方式从传统的文本、绘画逐

渐扩散至更宽泛的视觉图像领域ꎮ １９７９ 年ꎬ电影«小花»将屯溪老街作为外景

地ꎬ这是将徽州的山水人文推上荧幕的第一步ꎬ随后众多影视创作团队纷沓而

至ꎬ«菊豆»«卧虎藏龙»便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品ꎬ徽州文化借助电影审美元

素得以广泛传播ꎮ 影视作品对徽州的青睐远不只是青山绿化的自然风光ꎬ而是

徽州呈现的整体审美气质ꎬ其视觉世界的各种组成要素ꎬ从自然山水到人文景

观ꎬ交织成具有典型东方气韵的视觉境域ꎮ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ꎬ黄梅戏«徽州女人»的舞台美术中首次使用版画艺术

元素ꎬ这次舞台艺术与绘画艺术的牵手ꎬ是徽州在当代视觉文化表达的一个转折

点ꎮ «徽州女人»的舞台艺术以«西递村系列»版画作品为原型ꎬ将建筑、器物等

元素进行重构ꎬ鲜明的黑白分割ꎬ整体宁静、肃穆、深沉的视觉张力转化为舞台美

术ꎬ与哀婉的剧情形神呼应ꎮ 这部舞台美术的艺术价值超出其本身ꎬ因为它同时

意味着徽州文化表达的跨界思维ꎮ 徽州文化通过绘画艺术ꎬ转化为舞台艺术ꎬ正
是在视觉图像创造的范畴之内的延伸和变异ꎬ“文明的移动、传播和变迁ꎬ通过

要素的借用、迁移、承载这些要素的不同人群的混合ꎬ以及这些人自发性的活动ꎬ
文明的遗游移和变迁ꎬ正如进化的过程一样ꎮ” 〔３〕 同样ꎬ特定的文化符号在不同

话语空间演进和游移ꎬ在跨界转化中彰显徽州文化的生命力ꎮ
以徽州视觉文化为主体形成的徽州元素ꎬ在创意产业中再生出相对独立的

地域设计风格ꎬ徽派设计在环境艺术、视觉设计、工业产品、影视动漫等领域形成

了特征明确的体系ꎮ 比如在黄山香烟的品牌设计中ꎬ以徽州元素进行“天都”和
“红方印”的品牌形象创新ꎬ在包装设计和广告设计中ꎬ视觉中的新安画派经典作

品、刻书、篆刻、书法等诗画元素ꎬ触觉上的宣纸材质ꎬ散发出浓郁的徽州文化气质

的品牌体验ꎬ并明确告知“宣纸诗画更显中国气派”ꎮ 创意产业视阈下ꎬ徽州视觉

文化在不同的设计形式中得到应用和转化ꎬ传统文化遗产的美学生命得以复活ꎬ
以精妙的创意体验ꎬ渗透在细节之中ꎬ在消费、传播和分享的过程中获取文化认

同ꎬ“中国不同思想、宗教、民俗、区域影响下的那些传统图形ꎬ如果站在现代的

角度对它进行重新发现ꎬ将会发现巨大的视觉价值ꎬ将会成为‘世界的中国’设
计的一种文化身份识别ꎬ能为多样的世界消费方式所接受ꎮ” 〔４〕 毋庸置疑ꎬ徽派

设计赋予商品的文化内涵、文化附加值和地域特色ꎬ有效提升了商品的竞争力ꎮ
徽州文化创意型表达方式与技术文化、消费文化不可分割ꎬ在某种程度上ꎬ

甚至是传统文化与当代科技的联姻或博弈ꎬ文化与科技融合是创意产业的主要

思维ꎬ尤其是数字技术在文化创新和传播中的广泛使用ꎬ为传统文化遗产确立了

新的表达路径ꎬ提供新的文化活力ꎬ徽州文化的数字化传承和创新也是必然的趋

势ꎬ从本质而言ꎬ优秀的当代视觉产品ꎬ其本质意义往往是对往昔文化的回跃ꎬ有
识之士早已断言:“科技以不断推陈出新、标新立异而高歌猛进ꎻ而文化却不能

完全丢掉自己立足其间的历史和传统ꎬ相反ꎬ它步步退却(寻根)ꎬ不断返回存在

的本源去发现生命的意义”ꎮ〔５〕数字技术与文化内容的并驾齐驱ꎬ是徽州文化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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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达的重要策略ꎮ
由此看来ꎬ在以知识经济为主导的信息化时代ꎬ尤其在体验经济、审美经济

越来越盛行的趋势中ꎬ徽州传统文化艺术不可避免地与创意产业牵手ꎬ在更大范

围内以新的形式释放出美学生命力ꎬ进入影视、戏曲、出版、动漫、工艺产品、建
筑、艺术设计等门类的多样性创造时期ꎬ这也恰好符合麦克卢汉(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ＭｃＬｕ￣
ｈａｎ)的“后视镜”思维ꎬ即新媒介的产生ꎬ只是旧媒介的延伸和拓展ꎮ

三、徽州文化的创意自觉和使命

将徽州文化与创意产业相提并论也可能是一个十分危险的命题ꎬ因为极容

易招致文化创意产业“双刃剑”思维的责难ꎮ 尽管有必要审慎地看待文化与创

意产业ꎬ但假如以保护的名义完全排斥创意产业ꎬ在消费社会中实在难以为继ꎮ
１９ 世纪中期ꎬ英国工业化高歌猛进之时ꎬ以约翰拉斯金为代表的学者和艺术

家ꎬ曾经大声疾呼机械和工业是万恶之源ꎬ他们崇尚并试图维护手工艺和社会劳

动的传统美德ꎬ事与愿违的是历经一百余年的发展ꎬ工业化以其不可阻挡的发展

态势ꎬ在全球范围之内成为蔚然壮观的现实图景ꎮ 传统手工艺与现代大工业ꎬ传
统文化遗产与当代创意产业ꎬ这是带有相同性质的两对关系ꎬ前者已经在社会发

展历史中得到调和ꎬ后者也会在新的经济类型和业态模式中走向融合ꎮ
今天ꎬ在跨文化的时代境域之中ꎬ文化全球化紧跟经济全球化而来ꎬ地域文

化与本土知识面临趋同的宿命ꎬ当技术、消费、市场等要素不可避免地与文化短

兵相接时ꎬ文化身份的确立和更多元化的表达方式同样重要ꎬ只有在开放的时代

话语中对本土文化进行活态传承ꎬ才能确立本土的传统和价值ꎬ学者杭间指出:
“这提示我们应该有一个‘本土知识体系’的角度ꎬ因为‘本土知识体系’虽然也

指‘传统’ꎬ但它不保守ꎬ它是开放的系统ꎮ 它之强调‘本土’ꎬ是为了提示在世界

文化格局中ꎬ本土文化的价值的重要性ꎻ强调‘本土’ꎬ是为了整理出知识体

系———一个科学的、冷静的、非民族主义的、全方位的传统文化系统ꎬ这就使得我

们把眼光放远ꎬ去那复杂的现实和历史的迷雾中寻找真正的‘本土价值’所

在ꎮ” 〔６〕

将徽州文化纳入文化创意产业框架ꎬ是徽州文化保护和传承的一种优选途

径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在旅游产业全面覆盖和推动之下ꎬ创意产业在徽州地区已经

渐露端倪ꎬ比如«宏村阿菊»与«梦寻徽州»等实景剧和情景剧、中国黟县国际

摄影大展、徽州各种文化博物馆、黟县碧村计划等创意形式ꎬ已经在更广范围内ꎬ
以注重文化体验、文化形态的创新ꎬ形成门类丰富的创意方式ꎬ同时ꎬ创意产业的

几个核心要素ꎬ比如强调个人的创造才能ꎬ解决就业、提倡创意增值、促进更高级

别的文化消费等ꎬ在徽州地区现有的产业和经济现状中ꎬ与全球范围内兴起的创

意产业已经日渐合拍ꎮ 但是ꎬ我们也应看到ꎬ假如缺乏整体创意思维和科学的创

意方法指导ꎬ会产生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ꎬ甚至出现“伪民俗”“伪创意”的低劣

文化产品ꎬ难免会产生社会和文化的隐形风险ꎮ 因此ꎬ由粗浅的创意运作过渡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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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自觉ꎬ遵循创意产业规律和法则ꎬ是激活徽州文化创意价值的关键之举ꎮ
这种自觉的创意产业思维要求向更深入、更整体两个方向进发ꎬ以摆脱仅强

调“产业”而忽视“文化创意”的短见ꎮ 从文化资本和创意生态的视角来看ꎬ徽州

具有的创意产业优势不仅在于奇山秀水ꎬ而更主要的是完整的历史文明在此得

以完好保存ꎬ而它们是明清时期社会历史文化的显性符号ꎮ 这些符号以景物、人
物、器物的视觉形式类型ꎬ以不同的工艺形式和艺术品格ꎬ形成丰盛的民间艺术

图像矿区ꎬ恰如 ＥＨ贡布里希所言ꎬ“奥林匹克山或任何一个民族的天堂都

提供一些关于权力与同情、善良与邪恶、威胁与安慰的象征符号ꎮ 这些象征符号

的生命力如此之强ꎬ以至于它们在信仰衰落之后还能幸存ꎮ” 〔７〕 徽州文化中的视

觉语言承载着以儒学思想为核心的精神观念ꎬ其中部分价值观念即便是立足眼

下的社会现实ꎬ仍具有积极的意义和能量ꎬ比如由宗族意识衍生的家国观、徽商

契约精神下的诚信观、冲突融合的和合观、中华传统的孝道美德等均存有对应的

符号体系与值得传承的价值ꎮ “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类化’ꎬ是人类价值观

念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对象化ꎬ是人类创造的文化价值ꎬ经由符号这一介质在传

播中的实现过程ꎬ而这种实现过程包括外在的文化产品的创制和人自身心智的

塑造ꎮ” 〔８〕

创意的使命在于ꎬ将这些隐存的寓意转化为具有时代气息的视觉形态或产

品形式ꎬ成为意义的提供者和价值的阐释者ꎮ “这些遗产被正确地视为文化资

源ꎬ因为在温和、同质化越来越明显的时代ꎬ文化个性化非常重要ꎬ它们体现在先

民的历史、习惯和往昔的知识ꎬ并通过想象力释放ꎬ进而转化为个性、可操作性和

解决方案ꎮ” 〔９〕因此ꎬ徽州文化资源的深度创意开发ꎬ不能止于被动地作为电影

外景地ꎬ或者依附于旅游产业浅尝辄止的粗浅处理ꎮ 在徽州的屋檐下ꎬ售卖日韩

风格的旅游产品ꎬ那是对徽州文化的漠视和讥讽ꎮ 如果我们能够在数字影像领

域ꎬ创作、生产出具有本土意识和特色的影视动漫作品ꎬ在文化产品领域创意徽

州旅游产品和纪念品ꎬ在出版领域传播具有书香气息和儒雅风范的本土文化气

质ꎬ甚至在游戏、玩具、衍生品、时装、家居产品、数码产品等领域实现文化产业的

创意创新ꎬ徽州文化的身份必能够借此得以彰显ꎬ进而形成整体的徽州创意生

态ꎮ
总体来看ꎬ徽州文化资源的表达和转换形成了两种途径ꎬ即传统的人文创造

与当代的多元化表达ꎬ前者是以绘画为主体ꎬ包括徽州刻书、工艺、装饰等在内的

表达方式ꎬ后者则是电子技术和数字技术支撑下的当代图像与产品的创意和传

播ꎬ我们可以把后者看作是前者的镜像和变异ꎬ但是它们是对同一文脉的承传ꎮ
前者以新安画派为代表ꎬ先人已经创造了历史文化的标高ꎻ而徽州文化的当代表

达ꎬ则可以取道创意思维ꎬ正视技术文化、消费文化、时尚文化的时代特征ꎬ在技

术与文化的博弈中ꎬ寻找可资重建的当代表述机制的根源ꎬ确立本土文化现实的

自我阐释模式ꎬ“我们应该集结本土文化资源和国家社会力量主动出击ꎬ在文化

形态结构的高端和文化产业链的上游ꎬ切实打造真正代表民族精神和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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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英雄’” 〔１０〕ꎮ

四、结　 语

以国家、区域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为导向的各种创新与创意ꎬ在融会历史文

化、地域文化、民间文化和经济规律的基础之上ꎬ既演变出新的业态形式ꎬ又对传

统产业形成转型升级的文化能量ꎬ这既是以审美经济、体验经济、情感经济为主

导的新经济形式之下ꎬ当代生活美学无限内涵的哲学需求ꎬ也是人类求新、求异、
尚美心理在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下得以调适和完善的内在要求ꎮ 在全球范围之

内ꎬ文化创意产业和经济模式已经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取得成功ꎬ成为后工业化时

代人类文明创新的主要形式ꎬ并被视为一种战略思维ꎬ反映一个国家的现代意

识ꎮ
徽州文化作为一部完整的本土知识体系和地域传统文化范本ꎬ理应思考其

所存储的文化资源在知识经济时代ꎬ如何与时代精神和审美、创新手段、技术条

件相融合ꎬ真正做到在传承中创新ꎬ释放传统文化遗产的创意能量ꎬ以形成与徽

学研究相并行的“书斋”与“创意”的两座山峰ꎮ 显而易见ꎬ徽州文化的创意表

达ꎬ是在对传统文化深情关照的前提下ꎬ主动适应技术文化和消费文化的趋势ꎬ
吸收创意经济的合理性因素ꎬ在跨文化的全球境域中ꎬ重新建构徽州本土文化主

体意识ꎬ这种多元化表达模式恰是对往昔价值与图像系统的回望ꎬ是一种价值自

信的文化史观的体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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