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充滿異域風情的雕塑、極具東方特色的畫作，在2018
中國藝術品產業博覽會上，一場場特色鮮明的展覽，一
件件魅力獨具的藝術品，讓人目不暇接，大飽眼福。其
中 「一帶一路」特展更帶來了絲路之上眾多最具代表性
的藝術佳作，堪稱今次藝博會的一大亮點，許多參觀者
亦紛紛向本報表示，看了 「一帶一路」特展，深深被這
條文化帶上深厚的藝術氣息所感染。通州當地市民更表
示，在家門口就能飽享這樣一場藝術盛宴，真是莫大的
驚喜。

絲路文化驚艷亮相北京宋莊
本屆藝博會繼續秉承 「藝術品讓生活更美好」的主

題，開設1個主會場、4個分會場，5個藝博體驗館，19
個特色交易館。主會場位於北京通州宋莊藝術區，包括
核心交易區和多個特色館。其中，核心交易區包括主交
易館、大運河文化帶特展、藝術淘寶街三部分。主館設
有 「一帶一路」特展區、威尼斯再現——第57屆威尼斯
藝術雙年展中國國家館回顧展區等五個區域。

本屆藝博會的重頭戲便是 「一帶一路」特展區。展覽
邀請 「一帶一路」沿線重點國家和地區的藝術家優秀原
創作品參展，全面展現 「一帶一路」國家迥異而豐富的
藝術風貌。該展區下設 「絲路芳華」、 「多彩非洲」、
「絲路生活」三個板塊，用一件件藝術精品把參觀者瞬

間帶上絲路古道。開幕式當天，該展區人流如潮，幾乎
每個區域都有大量觀眾長時間駐足欣賞。

中國藝術品產業博覽會新聞中心總監張賢民對本報
說，近年來，國家大力倡導文化走出去。事實上，文化
走出去可以有多種形式和載體。譬如，搭載 「一帶一
路」倡議，就能極好地將中國傳統文化發揚光大。今次
藝博會上的 「一帶一路」特展，就是一個促進國家間文
化藝術產業交流融合的絕佳平台。

國際文化盛宴 開到家門口前
本屆藝博會主會場設在北京通州宋莊藝術區。對於當

地市民來說，此次藝博會的舉辦不啻為家門口的一次饕
餮盛宴。通州市民馬女士對本報說， 「以前要看高端的
藝術展，都要去市中心的美術館或國博、國圖，這次沒
想到在家跟前就能看到如此琳琅滿目的藝術佳作。」馬
女士還說，自己來一次肯定不夠，次日一定帶着家人特
別是孩子再過來好好看看。

事實上，近年來，北京通州一直着力借助宋莊這塊藝
術熱土，打造藝術品產業鏈高地，同時為市民帶來豐富
多元的藝術饗宴。通過當地政府的不懈努力，如今的宋
莊藝術區已經形成了以藝術品原創生產為核心的完備的
藝術生態，藝術品產業鏈上下游行業要素齊備，並成為
國內規模最大、知名度最高的藝術家群落之一，更日漸

成為中國與國際藝術界相連通的一扇大門。
「藝術與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關。」通州區文化委副

主任林長春對本報說，藝博會的主旨就是通過這樣一個
展覽展示的平台，讓廣大市民認識藝術，獲得熏陶，提
升品位。如今，通過藝博會這張靚麗的名片，已有越來
越多的公眾對藝術有了更真切的體味，文化藝術產品也
更加全面和深入地進入到尋常百姓的生活之中。

覆蓋文藝全產業鏈 特色展館魅力獨具
為全面呈現藝術品產業鏈條上下游關係和面貌，本屆

藝博會還在主交易館創設 「中國藝術品產業生態示範
區」，邀請吸納藝術品產業鏈條各環節權威機構參展，
內容涉及與藝術家及作品相關的各個環節，包括畫廊、
拍賣、美術館等主體機構及相應的配套服務——鑒定、
鑒價、確權、保險、保管與運輸的規範等。

除了 「一帶一路」主題展等 「大部頭」之外，本屆藝
博會上的諸多特色展也是魅力獨具。據了解，本屆藝博
會開放了大河灣美術館、北京紫韻書香藝術館、向村陶
藝，以及快買藝術特色活動、樹美術館秉賦美育活動
等。此外，除主會場外，張家灣文化藝術博覽苑、金福
藝農 「匠人坊」、天津（武清）、河北（廊坊）還設立
了分會場，充分彰顯出京津冀三地藝術聯袂、美美與共
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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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6年藝博會上，北京城市副中
心特展首次亮相，引發了各界對通州
的新關注和新思考。今年，藝博會再
度聚焦通州，推出 「大運河文化帶特
展」，借一條河重溫歷史，乘一條船
暢想未來。展覽通過漕運盛世場景、
運河文化故事、流域藝術三條線索，
高度濃縮了大運河的千年文化，特別
是沿線地區的藝術特色。

「運河展真讓人耳目一新。」觀眾
張先生對本報說，看着一幅幅有關漕
運的老照片，觸摸一件件重現船工生
活的陶製品，自己好像回到了那個特
殊的時空之中。通州本地人孫女士也
說，自己生在通州長在通州，但卻從

未深入系統地了解過家鄉的歷史，這
次看展，真是好好地補上了這一課。

通州區委常委、宣傳部長查顯友對
本報說，歷史上，大運河的貫通，曾
帶動通州的快速崛起。進入新的時

期，中央確定在通州建設北京城市副
中心，使通州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
這其中，大運河仍將發揮獨特而重要
的作用。如今，我們希望把大運河建
成一條生態文明之帶、經濟發展帶、
文化發展之帶，還要建成京津冀協同
發展之帶。

「大運河自古就是中國政治、經
濟、文化的大動脈，在藝術領域也發
揮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大運河文化
帶特展策展人張平也對本報表示，這
次藝博會專門搭建大運河文化帶特展
區，目的就是通過藝博會的平台讓大
運河沿線城市攜手起來，共同把中國
藝術品產業推向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除了傳統的藝術品展覽展示，本屆藝博會的一
大亮點就是先鋒意識和探索精神。特別是 「中國
藝術品產業生態示範區」的設立，更吸引了從藝
術家到企業家等文藝作品生產鏈條各環節人士的
熱烈 「圍觀」。眾多業界專家亦在藝博會上就
「藝術與金融相嫁接」等前沿話題進行了深入討

論。
近年來，文創產業在國內很多地方都如火如荼

地發展起來。以北京為例，僅2017年當地文創產
業即實現增長值3908.8億元。當前，國家大力倡
導消費升級，而其主要內容之一就是公眾對藝術
品的鑒賞。有業界專家就指出，當前，無論政府
還是市場，都在努力尋求將藝術品與金融有效嫁
接的途徑方法，最終打通文創產品消費的 「最後
一公里」。

本屆藝博會期間，還舉行了 「新文創與首都文
化創意產業新發展」高峰論壇。多位與會嘉賓均
表示，因為藝術品本身的價值很難衡量，所以長
期以來，怎麼鑒定、如何定價，都成為限制藝術
品作為一種標準化金融產品發行的顯著制約。不
過今天人們都認識到，在藝術品流通與金融結合
方面，藝術品產業博覽會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
環。

在本屆藝博會的文創板塊，記者看到了很多諸
如藝術品銀行、共享藝術品平台之類的 「新鮮物
件兒」。一家名為ARTSTAR的平台產品負責人
告訴本報，自己設計的平台是基於共享經濟的分
享模式，以藝術品的共享流通為核心，通過藝術
品租賃的模式，採取線上選品、線下共享、定期
更新、機構代理等方式，向廣大藝術愛好者提供
便捷高效的藝術品服務。聽了這家負責人的介
紹，現場許多參觀者都嘖嘖稱奇，並表示 「如今
藝術金融領域的發展真是日新月異。」

在藝博會開幕當天，本報記者對畫
家柯建東進行了採訪。他表示，藝術
家在從事創作時，需要一個非常有文
化的氛圍，這種氛圍可以令藝術家安
靜下來，沉澱下去，一心創作，最終
才能實現藝術的夢想。藝博會恰恰營
造出濃厚的藝術氛圍，這一點非常重
要。如今藝博會在很多方面已經不可
替代。

「藝博會對文化藝術的發展作用巨

大，它完善了一種特殊的體系，為藝
術 作 品 帶 來 更 大 的 傳 播 力 和 影 響
力。」柯建東認為，藝博會能夠吸引
到更多的文藝人才，使大家聚集在一
起，這樣就可以凝聚更多的優秀創作
理念，再去創造更好的作品。因此，
藝博會可以凝聚一種超常的爆發力，
最終轉變為藝術字作品的傳播力和影
響力。

作為藝博會的主陣地，上上美術館

還是宋莊第一個美術館。目前這裏的
規模已達2萬平米，幾十年來主辦承辦
了上百場藝術展覽。談及本屆藝博
會，上上國際美術館館長李廣明對本
報說，藝博會不僅促進了文藝產業的
發展壯大，還對宋莊乃至通州區的發
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促進作用，成為本
地文化產業的一座標桿。

藝術家看藝博會：聚合效應孕育創作偉力

當藝術邂逅金融 藝博會試水最前沿

精品特展重現大運河流金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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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8藝博會在通州宋莊藝博會在通州宋莊
開幕開幕 劉濤劉濤攝攝

■■ 「「一帶一路一帶一路」」 特展是本屆藝博會的重頭戲特展是本屆藝博會的重頭戲 劉濤劉濤攝攝

■■ 「「一帶一路一帶一路」」 特展上的藝術佳作特展上的藝術佳作
劉濤劉濤攝攝

■■書法家在藝博會現場揮毫潑墨書法家在藝博會現場揮毫潑墨 劉濤劉濤攝攝

■■ 「「大運河文化帶特展大運河文化帶特展」」 上的藝術上的藝術
品品 劉濤劉濤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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