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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过去了“海贼王”为何经久不衰
由漫画《航海王》原作者尾田荣一郎负责原作和

监修动画电影《航海王：狂热行动》目前正在国内各大

院线上映。尽管同时期上映的还有李安的新作《双

子杀手》和迪士尼热门续作《沉睡魔咒2》，但《航海

王：狂热行动》在周末三天里成功斩获1.39亿元票房。

截至北京商报记者发稿，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航海

王：狂热行动》的累计票房已经达到1.69亿元，豆瓣评

分7.9分。

《航海王》漫画于1997年开始在日本漫画杂志

《周刊少年Jump》上连载，原作以“海贼王”罗杰被行

刑前说的“想要我的宝藏，就到海上去找吧”展开，故

事里的世界因此迎来了“大海贼时代”，少年路飞开始

了以成为海贼王为目标的冒险旅程。

由于该漫画至今还在连载，因此被网友调侃为经

典“民工漫”，民工漫是传播较广作品时间跨度长但知

名度很高的漫画，如漫画《火影忍者》、《龙珠》等。但与

其他“民工漫”相比，《航海王》在单行本的销量上遥遥

领先。

2015年，《航海王》被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认证

为“世界上发行量最高的单一作者创作的系列漫画”。

2018年6月，《周刊少年Jump》官方宣布《航海王》

1-87卷单行本的全球销量已经达到了4.4亿本，持续

刷新着由自己创下的世界纪录。相较之下，同样畅销

全球的《火影忍者》、《灌篮高手》、《龙珠》等同期的总

销量则仅为2.1亿、1.5亿和2.3亿，纵使这些漫画也都

久负盛名，可就单论单行本漫画销量来说，还未有漫

画能撼动《航海王》的地位。

在动漫资深爱好者王宇凌看来，热血题材在任何

一个时代都有大批受众，但“热血漫”的弊病是剧情后

期容易“注水”，《航海王》能经久不衰与精彩的内容分

不开，它有一个完整的世界观，呈现的不仅是一个个

故事，而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在某种意义上，它

实现了大家无忧无虑探险的梦想，因为能在故事里找

到自己想成为的样子。而且很大一批人是看着‘海贼

王’长大的，情怀的影响力不容小觑”。

北京商报记者 郑蕊 实习记者 杨雅

绣花般历史建筑修复
万科文创园助力沈阳发展多元产业

红梅，在工业大繁荣时代曾蜚声全国，而在东北

振兴这个新时代命题下，万科以“文化致敬城市，产业

赋能未来”的价值主张，赋予了这个老工业厂房新的

生命力，为沈阳这座古老又充满生机的城市增添一抹

文化色彩，为时代留下记忆，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

10月27日，一场主题为“红梅走进新时代”的万

科·红梅文创园产品发布会在沈阳正式开启。这是万科

北方区域首个亮相的文创园产品，同时也是万科助力

东北振兴与发展的又一力作。来自沈阳故宫、沈阳音乐

学院、鲁迅美术馆等文创界的多位合作伙伴出席了发

布会，与万科共同见证了未来城市文化符号的诞生。

万科集团高级副总裁刘肖重新解读了新时代“红

梅精神”的定义，“今天的中国城市进入了文创时代。

文创园是文化智慧汇聚的平台，也是文化与产业，文

化与生活融合的舞台”。并总结道，只有秉承在保护

中使用、在使用中保护的理念，历史建筑才能实现可

持续发展。

发布会现场，万科一帧一幕还原了红梅文创园的

保护性改造历程，在兼顾延续文化肌理与满足新时代

市民文化生活需求的基础上，使老旧厂房植入新的空

间体系和现代建筑语言，并合理利用发展文化创意产

业，助力沈阳发展多元产业，打造沈阳铁西老工业园

区向现代化国际文化创意园区升级转型的标杆之作。

困境
老厂房，新时期，何去何从

红梅文创园是由红梅味精厂改造而成。站在历史

的长河中看这个富有味觉记忆的厂房，它见证了红梅

工艺技术的演变历史，也造就了东北强大的工业底蕴。

上个世纪90年代，沈阳老铁西矗立着林立的烟

囱，冒腾着时代滚滚的浓烟，代表东北经济的发展与

繁荣。红梅味精厂的老工业建筑位于铁西区西二环

边，占地约6.2万平方米，拥有工业厂房13处。

随着时代的变迁，城市也从片瓦遮头到高楼广厦

的流转更迭，以前热火朝天的铁西工厂，或湮没在高

楼之下，或搬出了城区，亦或已“面目全非”。

处在历史与现代交错的环境中，承载着一代人味

觉回忆的红梅味精厂也逐渐成为一个被人遗忘的角

落。2014年，红梅味精宣告破产，昔日辉煌如过眼云

烟，一排排的厂房破旧不堪。

在历经80年沧桑巨变后，已经完成历史使命的红

梅味精厂何去何从，让人深思。如果直接拆除，对于一

个承载半个多世纪国家记忆的地方，实则可惜。

契机
投资过山海关，万科聚力东北再振兴

在全面振兴东北之际，曾肩负起新中国“共和国

长子”重任的沈阳，迎来了全新的发展历史机遇。“投

资必过山海关”的新局面正在形成，东北整体营商环

境的重塑，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创造了企业服务生

态，使得大批优秀的企业开启助力东北复兴之旅，从

万科、万达、恒大、华润、绿地，到阿里、腾讯、百度、华

为，锚定东北的企业名单在不断增加。

在东北这片黑土地上，万科无疑是先行者，它看

到了东北振兴的契机，积极参与东三省的投资建设，

与长春、大连等城市签署合作协议，将东北投资热潮

推向新高度。

根据国家发改委发布的《东北主要城市营商环境

评估报告2018》显示，沈阳、大连企业获得投资的水

平仅次于广州，并超越了西安和郑州。尤为引人关注

的是，沈阳市在上半年新签约超亿元大项目372个，超

亿元新落地项目250个，同比增长93.8%，交出了一张

近乎倍增的“成绩单”。

不可忽视的是，“新时代的东北振兴是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它需要一个新的引擎，一个新的动能，

那就是文化，而文创园正是深耕文化细作产业不可或

缺的重要环节。此次，万科通过红梅文创园为振兴东

北增添文化发展新的活力，为助力沈阳发展多元的产

业格局添砖加瓦。

复“园”
唤醒遗存，纵观大工业时代风貌

如何让旧建筑焕发新生，激活与复兴场地及周边

城市空间，传承沈阳的城市精神，成为万科首当其冲

的必答题。它以城乡建设与生活服务商的视角，结合

红梅的特质，从城市、产业和人民生活这三个命题切

入，寻找符合城市、政府、产业、社会、人民多方诉求的

答案———提出了“用文化致敬城市，用产业赋能未来”

的万科文创园价值主张。

建筑是凝固的历史，见证着城市的变迁。为了更

好地“铸其魂、扬其韵、传其神”，万科在历史建筑的保

护与活化利用方面进行探索，将“在保护中利用，在利

用中保护”的理念贯穿于修复全过程，让每一块红砖

青瓦，都保持时代的面貌，留存当年的触感。

建筑工人按照不同年代、破损程度，精确评估，分

类修补1栋文保建筑和5栋历史建筑，如同在故宫修缮

文物般在红梅修复古建。例如，针对文保建筑，万科特

将始建于1945年的原发酵厂房改造为美术馆，保留

了老厂房外形的三联拱设计及原厂发酵罐，作为味精

厂历史展览；危房建筑则用砖按顺序记下编号，再根

据编号原样重新装砌，再现工业时代街区。

红梅除了那些历史沧桑的建筑，还有饱经风霜的

老设备、老符号，如生产味精的关键设备———发酵罐。

万科把这些工业符号留存下来，进行艺术再创造，两

个发酵罐永久保留在发酵艺术中心，另外两个作为园

区标志性景观雕塑，矗立在大门旁，让辉煌的古韵传

统经久弥新。

塑魂
注入大IP，打造城市文创产业新坐标

万科希望这座留存沈阳城市变迁印记的场所，不

仅有“修旧如旧”的修缮复原，来重焕建筑形制上的岁

月光华，更希望为文创园在今日的新生“塑魂”。它踏

准东北工业基地振兴和新旧动能转化的节拍，以红梅

文创园为土壤，再次启动的产业引擎，导入文化IP，打

造类似北京798的艺术园区。

作为“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都”的盛京，沈阳有

着丰富的文化和多样的标识。万科充分发掘本地艺术

资源，引入沈阳故宫、鲁迅美术学院、沈阳音乐学院等

IP符号，打造一飨味觉、视觉、听觉交融的感观文化盛

宴，以最前沿的“国潮”态度引导新沈阳人的文化创

新，建立东北艺术高地，重铸工业精神新地标。

与此同时，万科作为生态平台型企业，利用区域

联动优势，把国内优质资源引入东北，将创意、科技、

时尚、艺术乃至城市记忆在这一片区内集约式融合发

展，激发乘数效应。通过与北京文化、华人文化等文化

企业合作，打造东北最具国际范的节庆圣地，同时带

动一批文化产业的苏醒。

往昔，红梅是舌尖的，是让食物有滋味的调味品；

今朝，万科则希望借用文化力量让“红梅文创园”变成

心尖上的“城市级会客厅”，为人民生活增添滋味。在

斑驳古旧的工业轮廓里，艺术展览、音乐演出、书店、

博物馆等内容成为激活社群文化生活的原动力，为公

众提供优质的公共文化空间，将市民与文化生活、艺

术生活相链接。

至此，经历半个多世纪风雨的红梅文创园，在秀

外慧中的改造中以创新开放的姿态，得以完美转身。

这片老厂房的涅槃重生，意味着它与新沈阳一起步入

了新时代：它见证了沈阳的新老工业时代的经济发

展，也提升了沈阳这座城市活力，在沈阳乃至整个东

北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版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北京商报讯（记者 卢扬 实习记者 杨雅）10月25
日，微众银行联手11位艺术家精心打造的《我们的

家当AllWeLove》艺术展见面会在北京798艺术工

厂举行。微众银行行长李南青、11位艺术家与多位

故事当事人出席见面会，与观众互动交流。

此次展览主题为《我们的家当》，由国内首家民

营银行、互联网银行———微众银行主办，由黄庆军、

陈明强、戴丹丹、康好贤等11位艺术家，和刘非、手工

耿、陈国泰等9位个性、职业、年龄迥异的故事当事人

共同创作，旨在通过艺术再创作的手法，将当事人的

“家当”以全新视角呈现给观众。

走进艺术展区，有趣的展项让观众沉浸在不同

形态的“家当”魅力中：手工耿的潮玩店、孙大圣的水

帘洞、SCHOOLLive&Bar的夏天、仙气十足的童

梦奇缘、蒙古包里的电影院、光与影的奇幻雕刻等，

有形的故事与抽象的视觉装置结合，不仅是潮人和

文艺爱好者的乐园，其中的嘉宾故事更让观众深受

感触、红了眼眶。

微众银行行长李南青表示，《我们的家当》艺术

展从“家”的概念引申出“家当”，希望通过关注不同

历史阶段、不同群体的社会大众对“家当”的理解，

以小物件反映出中国家庭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寄

托，深度引发大家对“家当”的思考和共鸣。微众银

行关注大众的点滴，“我们不仅服务大众的物质需

求，也关注大众的精神需求。此次我们联手多位艺

术家打造属于每个人的大众艺术展，希望通过展现

‘家当’的丰富内涵，发现更多美好，传递微众银行

秉持的价值观”。

《我们的家当》

打造属于“我们”的大众艺术展

北京商报讯（记者 卢扬 实习记者 杨雅）10月30
日，“三峡之巅诗·橙奉节”推介会在京举办。本次推

介会的所有环节均紧紧围绕让人们了解奉节，认识

奉节，走进奉节，向全国人民特别是首都人民宣传重

庆奉节独有的文化旅游资源，打造奉节宜居宜游宜

业的区域经济新名片，进一步推动奉节县经济发展。

“‘夔’字为奉节专属，由‘首、止、巳、八、文’五个

部分组成，其中的每一个部首都包含着奉节的图腾

精神和传承基因……”推介会在奉节文化旅游形象

宣传片《书记晒文旅》中拉开序幕。杨树海化身导游，

“带领”与会人员感受了一把奉节的风土人情。

推介会现场，刺绣、阴沉木雕刻品、蜀川胜概图

（长画卷）等多种带有奉节特色的文创产品也纷纷

亮相。其中，有“中华名果”之称奉节的脐橙更是备

受青睐。

中国最美是长江，长江最美是三峡，三峡最美是

夔门，而“三峡之巅”也是近年来奉节重点打造的文

旅名片之一。具体来说，“三峡之巅”是奉节围绕白帝

城瞿塘峡旅游提档升级的打造，包含五个维度：物理

形态的最高处，景观形态的最美处，文化层面的至善

处，精神层面的至上处，涵养发展的至臻处。

据悉，奉节是重庆向东开放的重要门户，承东启

西、连南贯北，区位优势独特，是“一带一路”和长江

经济带东西延伸的腹地和交点，是衔接重庆和沿海

的必经之地和重要节点；奉节作为三峡腹心综合交

通枢纽，境内公路、水运、高铁、航空立体化交通格局

即将形成。

“三峡之巅 诗·橙奉节”

在京推介

销量《航海王》 漫画单行本成
功问鼎日本漫画年销量榜，
自那之后就长期霸占着榜首的
位置，少有失利。

1999年

2018年6月

《周刊少年Jump》官方宣布《航海
王》1-87卷单行本的全球销量已
经达到了4.4亿本，持续刷新着由
自己创下的世界纪录。相较之下，
同样畅销全球的《火影忍者》、《灌
篮高手》、《龙珠》等同期的总销量
则仅为2.1亿、1.5亿和2.3亿，纵使
这些漫画也都留名青史， 可单论
单行本漫画销量来说， 还未能达
到足以撼动《航海王》的影响力。

2016年

由东映动画监制、 奥飞游戏自
主研发的首款航海王正版格斗
卡牌手游《航海王激战》开启限
号首测。

在东京举行的《航海王》连载20
周年纪念活动上，《周刊少年
Jump》 总编中野博之宣布人气
漫画《航海王》将拍摄好莱坞真
人电视剧， 该真人版电视剧将
由美剧《越狱》的制作公司To-
morrow�studios拍摄制作。

日本纪念日协会通过认证，将每年
的7月22日设立为“海贼王之日”。

2017年

2017年7月21日

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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