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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昌隽如,山东青岛人,１９８３年出生. 现任青岛农业大学副教授.

２０１５年主持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运用山东水彩画优势打造

特色文化创意产业». ２０１５年水彩作品«赶海早市»参加第十二届

全国美术作品展山东展区二等奖. ２０１５年主持山东省艺术重点

课题«数字媒体艺术对胶东秧歌的舞台影响». 在中文核心期刊

发表论文数篇,在cssci期刊«艺术百家»发表作品数篇.



１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类生活需求的改善,科学技术与文化

的普及,文化的发展逐步脱离历史上长期存在的被少数精英垄断与欣赏的状

况,开始加速走向大众,成为可以被大规模接受和消费的商品.文化与经济发

展日趋紧密的结合,文化逐步融入经济,经济发展中日益体现出文化的内容,

在产业发展方面尤其如此.文化成为推动与制约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最终

文化也成为产业.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文化产业在世界各国突飞猛进地发展,被公认为是

“无烟产业”“朝阳产业”.进入２１世纪以后,随着全球经济的转型升级,技术

的突飞猛进,尤其是网络时代的到来,文化产业发展更加迅猛.高技术、高层

次的人力资本、互联网、智能移动终端以及相应的新兴业态相结合,使文化产

业的面貌日新月异,更具有创造力.文化产业与创意产业紧密融合,形成了新

的产业,以至有“文化创意产业”出现.

文化创意产业是以创意为核心,向大众提供文化、艺术、娱乐产品,满足大

众精神、文化消费需求的新兴产业,也是文化产业中最具创造性和先导性的核

心组成部分,是文化产业的高端,是文化与当代先进科学技术、工业结合的产

物,是文化产业的创新性产业.在全球经济逐步进入以知识和创意软资源为

核心竞争力的时代背景下,文化创意产业正成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

展的重要引擎.本书期望通过分析国内外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状况,总结出可

供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借鉴的经验,为我国各地区文化创意产业良好发展

的实现尽一份微薄之力.

本书共９章,具体如下.

第１章:艺术文化产业概述.艺术文化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有着密切的

关系,二者相互促进相互制约.本章从文化和艺术的概念出发,分析了文化产

业和艺术文化产业的内涵,并探讨了国内外艺术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

第２章:文化创意产业概述.文化创意产业是近年来兴起的产业.本章

先从创意产业的提出谈起,概括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以及发展脉络;接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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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创意产业的内涵、特征、发展模式和主要功能做了详细介绍,从理论角度

对文化创意产业有一个系统认识.

第３章:国外文化创意产业.西方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步伐早于中国,并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发展措施.本章以英国、美国、法国和日

本等４个国家为代表,分别探讨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现状和发展措施,并在

此基础上总结了对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启示.

第４章:国内文化创意产业.国内文化创意产业起步虽晚,但发展迅猛.

本章从总的方面分析了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现状及特点,并以北京、上

海、广州、深圳、长沙等核心城市为代表,对区域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做了一个

简单介绍,最后指出发展面临的问题及路径分析.

第５章:文化创意产业人才的培养及管理.在创意时代,创意人才已经成

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和主要推动力.本章介绍了创意人才的概念和特征、

文化产业人才的类型;并对国外文化创意人才培养模式做了分析,最后对我国

创意人才现状、培养和管理的措施做了研究.

第６章: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当前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呈现出集群化的

趋势,这种空间集群特征,成为国际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热点.本章介绍了文

化创意产业集群的概念、特点、分类以及集群理论基础和形成条件,最后指出

了集群发展的主要模式.

第７章:文化创意产业融资.通过资本市场融资难是中国乃至世界性的

制约企业发展的难题.文化创意产业融资也是我国面临的重要问题.本章在

融资相关概念介绍的基础上,指出了国内外文化创意产业融资的方式,并提出

一些融资对策建议.

第８章:文化创意产业跨界融合.融合渗透已成为当前文化创意产业发

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本章主要介绍了文化创意产业与互联网、商业、制造

业、农业以及城市发展的融合.

第９章:国内典型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在国家政策支持下,国内文化创意

产业园如雨后春笋发展起来.本章以北京７９８艺术区、上海田子坊、深圳大芬

油画村３个先锋园区为例,分析了它们的背景、现状、发展模式及启示,接着介

绍了一些新锐园区,如辽河国际艺术区、杭州之江文化创意园等.

本书是在参阅和借鉴国内外众多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在此表示衷心

的感谢.由于时间、精力有限,书中还有很多不足之处,期待大家的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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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文化和艺术

１．１．１　文化概念的界定

文化是什么? 什么是文化? 关于文化的概念,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

其主要原因在于文化概念的众说纷纭以及文化内容的丰富性. 因此,在对文化

概念界定之前,需要进行详细的梳理和分析.

１．文化概念现象

文化概念现象主要体现在对于文化概念的众多观点上.

中国人论述“文化”始于«周易»,“观乎天文以观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

下”. 在中国人此时的观念中文化的含义是,通过了解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用

教育感化的方法治理天下. 到汉朝,“文化”一词正式出现,其含义也与现在人

们通常理解的不一样. 刘向«说苑指武»篇中说:“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

不改,然后加诛”,晋人束皙也讲“文化内辑,武功外悠”,这些都是指与国家军事

手段相对的一个概念,即国家的文教治理手段. 到唐代大学问家孔颖达则别有

见地的解释«周易»中的“文化”一词,认为“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这

实际上是说“文化”主要是指文学礼仪风俗等属于上层建筑的东西. 古人对文

化的这种定性从汉唐时起一直影响到清代,因此明末清初的大学问家顾炎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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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知录»中说“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即

人自身的行为表现和国家的各种制度,都属于“文化”的范畴.

西方人论述“文化”要比中国人晚,但比中国古文献中的论述要广泛,要科

学. 当前学术界公认的意见认为,文化的概念最先是由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

伯内特泰勒(EdwardBurnettTylor)于１８７１年在«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

教、语言、艺术和习俗发展之研究»一书中提出的. 爱德华伯内特泰勒在该

书“关于文化的科学”一章中说:“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

一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

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①显然,这个定义将文化解释为社会发展过

程中人类创造物的总称,包括物质技术、社会规范和观念精神. 从此,泰勒的文

化定义成为文化定义现象的起源,后人对这个定义褒贬不一,同时亦不断地提

出新的观点. 关于什么是文化? 到目前为止竟然已经多达２００多种的定义.

文化定义本身成为一个有趣的、争论不休的学术现象.

在文化概念现象中还有一种典型的情况,就是各种学科对于文化的不同理

解. 关于人类学家对文化所作的定义,美国人类学家克莱德克鲁克洪(Clyd

Kluckhohn)在«文化与个人»一书中作了一些总结:(１)文化是学而知之的. (２)

文化是由构成人类存在的生物学成分、环境科学成分、心理学成分以及历史学

成分衍生而来的. (３)文化具有结构. (４)文化分隔为各个方面. (５)文化是动

态的. (６)文化是可变的. (７)文化显示出规律性,它可借助科学方法加以分

析. (８)文化是个人适应其整个环境的工具,是表达其创造性的手段. 他认为:

“人类学家对文化的描述可以和地图作个比较. 地图显然不是一片具体的块,

而是特殊地域的抽象表示. 地图如果绘制得精确,人们看了它就不会迷失途

径. 文化如果得到正确的描述,人们就会认识到存在一种具有特殊性质的生活

① [英]爱德华泰勒著．连树声译．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发展之

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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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认识这些性质之间的相互关系.”①

社会学家在文化的定义方面与人类学家最为相近,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

普诺(Davidpopenoe)在分析文化定义时认为,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对文化的

共同定义是:文化是人类群体或社会的共享成果,这些共有产物不仅包括价值

观、语言、知识,而且包括物质对象.②

在不同学科对于文化的定义方面,诸如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哲学、语言

文学等等,都有许多有益的观点. 总的来看,各个学科对文化的定义有共同点,

也有不同点. 尽管如此,由众多学科对文化的定义所产生的文化定义现象,是

一个极好的现象,只有有了许多不同的观点,才会有文化研究的发展. 而且,各

种不同的观点的存在,有助于相互之间的交融和互补,使人们在理解什么是文

化的时候,具有一个更为开阔的视域.

除此以外,在文化定义中,还有一种与此密切相关的现象,就是在对文化进

行区别和划分的时候,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观点.

关于文化的区分,最为常见的说法就是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也有人把它

称为是大文化和小文化. 在这一点上,日本著名社会学家富永健一认为:“正如

我们将社会区分为广义的社会和狭义的社会那样,有必要将文化也分为广义的

文化和狭义的文化. 广义的社会是与自然相对应的范畴;同样,广义的文化也

是作为与自然相对应的范畴来使用的. 在这种情况下,技术、经济、政治、法律、

宗教等等都可以认为是属于文化的领域. 也就是说,广义的文化与广义的社会

的含意是相同的. 但另一方面,狭义的文化与狭义的社会却有不同的内容. 后

者是通过持续的相互关系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系统;而前者如我们上文中提出的

定义那样,是产生于人类行动但又独立于这些的客观存在的符号系统.”

此外,还有一种关于显形文化和隐形文化的划分. 这一区分的代表性作者

①
②

[美]克莱德克鲁克洪等著．高佳等译．文化与个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
[美]戴维波普诺著．李强译．社会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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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美国人类学家克莱德克鲁克洪,他说:“对文化作分析必然既包括显露方面

的分析也包括隐含方面的分析. 显型文化寓于文字和事实所构成的规律之中,

它可以经过耳濡目染的证实直接总结出来. 人们只须在自己的观察中看到或

揭示其连贯一致的东西. 人类学家不会去解释任意的行为. 然而,隐型文化却

是一种二级抽象. 只有在文化的最为精深微妙的自我意识之处,人类学家

才在文化的承载者那里关注隐型文化. 隐型文化由纯粹的形式构成,而显型文

化既有内容又有结构.”

社会学对于文化的区分还有一种“亚文化”的概念,“当一个社会的某一群

体形成一种既包括主文化的某些特征,又包括一些其他群体所不具备的文化要

素的生活方式时,这种群体文化被称为亚文化. 亚文化可以围绕着职业种类发

展而成,如医学或军事部门的亚文化. 亚文化还可能是基于种族或民族的差

异,如美国黑人亚文化. 亚文化还可能是源于地区的差异,如美国南部各州的

亚文化;也可能基于原来的国籍,如美籍墨西哥人和美籍意大利人亚文化.”“每

一个复杂社会都包括着许多亚文化,社会成员常常是在一个以上的亚文化中发

挥作用,反过来说,他们在一生中也会经历许多种亚文化.”

文化哲学把文化结构区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个层面. 物

质文化实际是指人在物质生产活动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产品,以及创造这些物

品的手段、工艺、方法等. 制度文化是人们为反映和确定一定的社会关系并对

这些关系进行整合和调控而建立的一整套规范体系. 精神文化也称为观念文

化,以心理、观念、理论形态存在的文化. 它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存在于人心中

的文化心态、文化心理、文化观念、文化思想、文化信念等. 二是已经理论化对

象化的思想理论体系,即客观化了的思想.

关于文化的区分,还有一种广为流传的“文化模式论”. 克莱德克鲁克洪

认为,是克罗伯以同等的眼光看待历史、功能和心理学,划分出三种文化模式:

全局性模式、总体性模式、类型性模式. 文化的全局性模式指的是“文化特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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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关系,它具有确定的连贯结构,执行着有效的功能,并且在历史进程中将这

种作用持续保留下来. 很显然,文化的全局性模式不囿于单一的文化而涉及横

贯交错的文化.”文化的类型性模式指的是“一条路数,沿着它在人类事物的几

种可能性过程中,选择出或引导出来并紧紧扣住它不放,从而使这种事务得以

确定和实现.”“每一种类型都必须预先有所限制,它力主一种方式而排斥其他

方式.”现代工业化世界的类型性模式包括机器(它相对手工业操作而言)、信

贷,以及大规模生产. 文化的总体性模式,其概念类似于社会(或民族、制度等)

的精神气质和时代精神.

在较近的文化研究中,对文化的区分出现了高雅文化、精英文化、通俗文

化、大众文化、流行文化、产业文化、商业文化等新概念,并且迅速拥有了大量的

专家学者和论著. 此外,在各个学科领域内都有相应的文化概念,如政治文化、

经济文化、企业文化、行政文化、管理文化、法律文化等等.

文化概念现象所反映的,文化对于人类及社会的密切关联度,不仅揭示了

文化与人类社会进程的关系,而且还揭示了文化与人类社会整体的联系,这种

联系涉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和领域. 同时,也揭示了文化对于人类每一个人的

个人权利、利益、自由、生存状况的关注.

２．文化的概念界定

上述各种文化概念现象都是学者从自己的学术立场和观察角度出发来界

定文化的,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互有长短. 但是,各种解释之间并不

是互相排斥的,而是互相补充的. 综合各种定义的内在统一点,不难看出“文

化”包含三个层次,即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和器物文化. 所谓观念文化,是指一

个民族的心理结构、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它既不同于哲学,也不同于意识形

态,是介于两者之间而未上升为哲学理论的东西,是一种深层次的文化. 所谓

制度文化,是指在哲学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各

种制度. 它们或历代相沿,或不断变化,或兴或废,或长或短,或以各种典章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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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文本形式出现,或以一种“潜规则”的形式默存于人们的心灵深处,是一种中

层次的文化. 所谓器物文化,则是指体现一定生活方式的那些具体存在,如住

宅、服饰等,它们是人的创造,也为人服务,看得见,摸得着,是一种表层次的

文化.

综上,本书认为除了未经改造的或者人化的(自然物被人主观赋予感受和

意义)自然环境外,凡人类创造出来,可以通过学习获得,可以通过各种信息媒

介传承于后世的一切物质和非物质产品都是文化.

１．１．２　艺术概念的界定

艺术是一种文化现象,属于小文化范畴,大多为满足主观与情感的需求,亦

是日常生活进行娱乐的特殊方式. 其根本在于不断创造新兴之美,借此宣泄内

心的欲望与情绪,属浓缩化和夸张化的生活,具有来源现实而又超越现实的特

性. 文学、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等任何可以表达美的行为或

事物,皆属艺术. 通俗地说,为减轻我们的生活负担,使我们开心或谓之赏心悦

目者,是为艺术.

１．艺术概念现象

在古代艺术指六艺以及术数方技等各种技能. «后汉书伏湛传»:“永和

元年,诏无忌与议郎黄景校定中书五经、诸子百家、蓺术.”李贤注:“蓺谓书、数、

射、御,术谓医、方、卜、筮.”«晋书艺术传序»:“艺术之兴,由来尚矣. 先王以

是决犹豫,定吉凶,审存亡,省祸福.”宋孙奕«履斋示儿编文说史体因革»:

“后汉为方术,魏为方伎,晋艺术焉.”清袁枚 «随园随笔  梁陈遗事出 (广异

记)»:“庾肩吾少事陶先生,颇多艺术,尝盛夏会客向空大嘘,气尽成雪.”

艺术特指经术. 清方苞«答申谦居书»:“艺术莫难於古文,自周以来,各自

各家者,仅十数人,则其艰可知也.”

艺术是通过塑造形象以反映社会生活而比现实更有典型性的一种社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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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形态. 如文学、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戏剧、电影、曲艺、建筑等. 清朝吴敏

树«与筱岑论文派书»:“文章艺术之有流派,此风气大略之云尔,其间实不必皆

相师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

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李二和«流浪的梦»:“艺

术是人类生存状态的特殊显现和高度浓缩与提炼,是最终表达与揭示生命真谛

的灵魂奇遇.”

艺术可谓形象独特优美,内容丰富多彩. 丁玲创作母亲第二章:“她当面诽

议浮生他们的生活太单调,太不艺术.”萧军«五月的矿山»第八章:“这字写得艺

术极了.”

“艺术”(art)在西文里本义为“人工造作”. 认识论认为:艺术是自然在人

的头脑里的“反映”,是一种意识形态;实践论认为:艺术是人对自然的加工改

造,是一种劳动生产,所以艺术有“第二自然”之称. 人类劳动是为了创造物质

财富和精神财富,一切艺术都要有一个创造主体和一个创造对象,因此,它既要

有人的条件,又要有物的条件. 人的条件包括艺术家的自然资禀、人生经验和

文化教养;物的条件包括社会类型、时代精神、民族特色、社会实况和问题,这些

都是需要不断加工改造的对象;此外还要加上用来加工改造的工具和媒介. 所

以艺术既离不开人,也离不开物,它和美感一样,也是主客观的统一体.

艺术是一种很重要、很普遍的文化形式,有着非常复杂而丰富的内容,与人

的实际生活密切相关. 艺术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具有无限发展的趋势,并在整

个社会产品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 理论上的文化、艺术属于社会意识形式的

内容. 并且文化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概念,英国人类学家泰勒第一个为“文化”下

了个科学意义上的并对后来产生很大影响的定义. 他认为:“文化或文明,就其

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个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

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著名学者)拉

兹洛也说:“文化并不局限于纯文学、美术、音乐和哲学,还表现为科学和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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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方式、对自然环境的控制、个人美与和谐的感受以及他对世界的认同感和

对世界的幻想. 总之,把一个民族区别开来的是文化,而不是地理或自然资源

遗产. 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人们的价值观念、动机和创造力.”这里的文化的

定义中其实同时暗含了科学技术政治法律道德艺术等方面的内容,它属于一个

很宽泛很广义的概念. 艺术是借助语言、声音、表演、造型等手段,以生动、具

体、典型、感人的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意识形式,它艺术地再现社会生活,用审

美的情趣去认识和评价社会现实生活,包括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文学、

戏剧、电影、电视等各种各样的具体形式. 同时艺术有时也表示人们认识和改

造世界的方法以及人们思维和表达的习惯和状态.

２．艺术概念的讨论

艺术是什么这个问题的认识,通常有三种类型的观点:

(１)从主观认识和感受出发. 认为:艺术是美的追求,艺术是自己感情的真

实体现,艺术是为自己而创作,艺术是自由的等等,把自己的个性绝对化.

(２)认为“艺术乃是创造,在独特发现基础之上的独特创造,新的审美境界

及与之相关的语言语境,新的图式结构、“大象”,乃至于新的传统整合为一的全

方位创造”. 这一提法的实质是在形式上作文章,是对优秀传统艺术的全面否

定. 此外,还有一种只追求形式,不求内容,或把内容和形式之间的关系加以颠

倒,要求内容要为形式服务的论点.

(３)认为艺术是客观世界的反映,源于现实的社会和自然景观,但它又不是

对事物的、简单的认识和反映,而是经过人们主观的探索、提练、剪裁和加工,采

用相应的技法和工具,根据不同的需要,使用一定形式语境构成的,形神兼备的

作品. 形象地传达作者的感情,服务于他人,服务于社会.

第一种说法强调了艺术创作的宣泄作用,忽略了艺术质量有高下之分,是

艺术创作的第一境界. 第二种说法追求技法的积累和创新,是学习艺术的第二

境界. 第三种观点肯定了艺术只是社会的上层建筑,是社会的意识形态,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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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生活”的一种状态. 指明了高水平艺术创作成功的道路. 一方面要保持创作

过程的轻松状态,另一方面要严格要求自己,积累知识积淀生活,保持良好的学

习状态,提高做人的境界,是提高艺术水平的有效途径.

综上,当前认为,艺术主要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存在,能够满足人们多方

面的审美需要,从而在社会生活尤其是人类精神领域内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根据表现手段和方式的不同,可分为表演艺术(音乐、舞蹈),造型艺术(绘画、雕

塑、建筑),语言艺术(文学),综合艺术(戏剧、影视). 根据表演的时空性质,又

可分为时间艺术(音乐),空间艺术(绘画、雕塑、建筑),和时空并列艺术(文学、

戏剧、影视)等.

１．１．３　艺术与文化的关系

文化是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产品,它的定义可以

列举出数百种,但其基本的概念分为９种类别:它们包括艺术、人类学、社会学、

哲学、心理学、生物学、生态学、历史、教育的文化概念. 文化是一个错综复杂的

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人作为社会成员所获得的任何

其他能力和习惯.

艺术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而艺术在«辞源»中解释为:泛指各种技术技能.

用形象来反映现实但比现实有典型性的社会意识形态,包括文学、音乐、绘画、

戏剧、曲艺等.

艺术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们的发展是统一的,艺术是文化的内

涵和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化则是艺术的渊源与内容. 在现代社会中,通过文化

来批评艺术和通过艺术来批评文化已经成为艺术与文化共同发展的重要表现

形式. 像这种互相批评的现象在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就拿电视上出现的公益

广告来说,就是用广告这种艺术平台来批评当今社会中出现的一些文化问题.

艺术已经成为一个民族文化底蕴的反映物,而一个民族的文化又总是被它的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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