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几日，首创郎园正式

牵手杭州滨江白马湖创意管

委会。

京杭两地文化的碰撞交

融又一次沿着运河展开。对

于白马湖而言，这不仅仅是属

于动漫产业的一次升级，更是

杭州文化产业的一次发展。

圈内人士评价这是强强

联合。

作为浙江省文化产业重

点区的滨江，文创产业一直闪

闪发光。今年上半年全区限

上文创企业实现营收766.26

亿元，增长 21.82%，产业规

模位居全省前列，聚集了动漫

游戏、设计服务、现代传媒、文

化会展和网络文学五大行业

发展文创产业。

产业依靠企业支撑，企

业立足于优质产品。聚光灯

下，人们看到的是滨江本土

企业传统而精致的文创产

品，而产品背后，是滨江文创

质朴的匠心。

秋天越来越近了，一年

一度的文博会来了。我们能

在这一届文博会上看到哪些

难得一见的创意和产品？

近日，钱江晚报记者走

进了滨江这两家文创企业。

他们的故事和追求，是活跃

在滨江 2000 多家文创企业

的缩影。

文博会年度之约今天开始，滨江企业这次带了什么参展

一图读懂滨江文创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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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前，徐尧林接到通知，要他带着团

队来参加今年的杭州文博会。

应该展示些什么呢？他陷入思考。

中国人喜欢吃合菜，何不转换一下概念

呢？他决定，将花了大半年精力才做出的“莲

开”展示出来。

这也许是一套世上最简素的餐具：一盘、

二碗、一汤匙、一对筷、一筷架、一餐垫。

“简单，却都是工匠们用心做出来。”徐尧

林说。莲花，是这套餐具的标识。刻绘着七

瓣微笑的莲花，是绽放在内心深处的至善、至

美。

青白釉色，是莲开在海天之间的色彩。

为了使器物与桌面在触碰时尽可能不受损

伤，这里的碗，采用了釉足工艺，这是最高规

格的制作方法。以纯金线勾勒器物的周边线

条，是对器物的尊重与最高礼仪。“我们传递

的是一种健康的餐饮文化，分餐制的饮食方

式，与健康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又合乎于仪

规，有种不凡的仪式感。”徐尧林解释。

可以说，徐尧林是名手艺人，更是一个收

藏家，他只收藏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他小心翼翼地拿出薄薄一张纸：“看看，

这是什么？”

一张九十年前的“首届西湖博览会”专用

信笺纸，被保存得完好。信笺上端，是一幅绘

制着 1929 年“首届西湖博览会”举办地的场

外大景。图左文字：西湖博览会桥，图右文

字：大好湖山。这一座桥，是专门为西湖博览

会临时搭建的桥。画面中的初阳台、保俶塔、

新新饭店以及对岸孤山的一些建筑物依稀可

见。

这一次文博会，徐尧林除了会带上最简

素的餐具和“首届西湖博览会”专用信笺纸

外，还会展出专为品享黄酒而制作的国宴暖

酒壶，“为传钟鼓到西兴”的香炉等。

文博会上展出什么才能打动人
他选择了一套看起来非常简素的餐具

如果说徐尧林在手工制作上有执念，潘

功则更注重将自己的奇思妙想融入无限的设

计中。

潘功做过飞行员。20 多年前回到祖籍

杭州，创办了两岸咖啡品牌，成为国内早期的

咖啡之父。8 年前他做回设计师的老本行，

创办了潘功私塾，做软装设计。

不同于市面上的装修公司，潘功的作品

不仅透着耳目一新的设计感，还蕴藏着浓厚

的文化味道。他的办公室里，有着大大小小、

造型奇特的椅子。这是潘功私塾独创的十二

生肖椅子。

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味越嚼越

有味道。“什么是文创？真正的文创是把老祖

宗文化变成艺术品之外，还要普及大众。”这

是潘功对文创的认识。

历经三年，十二生肖椅子已做到了12代，

从定稿、制作小模型到3D打印，反复设计、修

改，每一代每一把的设计成本都在几十万元。

潘功说，好的设计并不是凸显形象，而是巧

妙地将意象融入功能。设计不仅要体现艺术品

的美观，同时也需兼顾软装家具的功能性。

“在设计中，一厘米都不能差，差了就要

从头来过。”正是潘功的匠心，让这些椅子充

满灵性，“活”了起来。

今年文博会上，潘功私塾会带着十二生

肖主题家具亮相。除了十二生肖椅子，各具

形态的十二生肖同系列作品也是展览的一大

亮点。

十二生肖做成的椅子有多惊艳
背后的付出和设计就有多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