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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家园淘宝店迎周年庆
解锁多元淘逛需求

谭宏宇：佛像收藏的“含金量”

街头文化落地文玩市场

时逢第50个世界地球日，正在有序推

进复工复产的潘家园市场也引入了一次特

别的公共艺术创作活动———远近闻名的文

玩地摊，成了徐启龙的实时创作现场。

经过两天时间的涂鸦描摹，数米见方

的孔明锁纹样出现在潘家园礼物店门

前。打卡、直播，早已在潘家园内屡见不

鲜，面对全新的公共艺术创作现场，游客

们和来逛潘家园的文玩人也开启了视频

或直播，活动汇聚起时下难得的线上线

下的人气。北京商报记者看到，礼物店内

榫卯结构的孔明锁文创产品也吸引了游

客的关注。

涂鸦代表的街头文化，与潘家园市场

的碰撞正在起着奇妙的“化学反应”。潘

家园老商户驻足围观时表示：“此前只在

当代艺术区或‘国际范’十足的商圈常见

涂鸦元素，看到潘家园出现涂鸦元素感

觉很新奇，文玩市场也需要更多的活力

气息。”

据来自798艺术区某画廊从业者郭薇

薇介绍，涂鸦艺术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

纽约，主要的介质为墙。随着时代发展，其

创作形式和内容更加多样化、多元化。“经

过合理设计，‘潮’与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冲

突，可以为文玩市场赋能。当下受众口味也

不存在壁垒，许多年轻人既喜欢古早味的

串儿，也喜欢前卫的涂鸦。”

创作中的徐启龙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选择“孔明锁”图案的创作是为了呼应

地球日的主题，同时也为寻求更好的呼

应关系：“孔明锁的榫卯结构是中国建

筑中典型的样式，潘家园是民间传统文

化的聚集地，在潘家园呈现这样的公共

创作是契合的语境。”徐启龙表示，视觉

上看，路面涂鸦实则也是根据潘家园路

边建筑环境设计而来的，达到融合，避

免了违和感。

变调不变味的传统符号

据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北京共有规模

较大的文玩市场、古玩城十余家，将街头

公共艺术创作引入文玩交易圈是潘家园

的首创。

谈及此次活动的初衷，张悦表示涂鸦

主题首先是考虑切合时事的背景：“鉴于疫

情中不能有太多的人员聚集，我们就考虑

引入一些公益属性的文化活动。”据张悦介

绍，榫卯结构产品本身具有环保属性，材质

以实木为主，不用铁钉和化学胶。4月22日

是第50个世界地球日，希望大众能通过对

纹样的认知，更多提升环保意识。“俗话说

榫卯万年牢，紧密结合、互相支撑是其结构

的特点，希望以新的方式诠释民间文化符

号，传递共同抗疫的声音。”

据徐启龙介绍，地面丙烯涂鸦加上防

水处理，可以长期保留。一场短期的艺术创

作背后，是潘家园市场展陈环境的长期规

划。虽然市场内已经有了多个潘家园动漫

IP形象等搭建构成的拍照打卡点，但张悦

透露今年计划至少再增加一至两处，也考

虑引入更多的涂鸦装饰。

“潘家园礼物店前的涂鸦作品也是对

市场陈列环境的优化。未来对潘家园市

场内部空间也会做一些美化和调整，东

侧的展棚也将被利用上。”张悦称。潘家

园商户刘女士表示乐意迎接变化，但也

有所顾虑：“通过新增年轻人喜欢的符

号，扩大潘家园的影响力，一定会给商户

们带来客流量和收益。但也担心老市场

是否就此‘变味’。”

如何平衡“传统”与“潮”的关系？张悦

强调新鲜感以外也要保证民间文化的归属

感：“首先我们尝试对传统题材进行新呈

现，让年轻人更容易接受；同时也希望守住

文化内涵做文章，让到潘家园的人有着文

化上的归属感。”

民间元素的“输出”路

在从事当代艺术行业多年的郭薇薇看

来，潘家园的涂鸦也是中国民间文化与西

方艺术表达方式的碰撞。据了解，作为世界

十大旧货市场之一，慕名而来的国外游客

也一直是潘家园的常客。

创作的过程中，徐启龙表示也在考虑

中西方口味的把握：“西方一些街头涂鸦注

重纯形式、态度，个人风格展露较多。相比

而言，在潘家园的创作题材，更看重文化思

考及其厚重的内涵。”

疫情暂时隔断了跨地域的文化往来，

但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一场别样的文化

交流正借视频平台展开。据了解，这场“潘

家园×青年艺术家”的涂鸦活动由潘家园

联合入驻企业北京地才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开展。除了有抖音平台的直播，还可以

看到多位国外友人化身主播，通过短视频

讲述潘家园的文玩知识与在市场中的有

趣见闻。

据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去年潘家园自

营文创品牌潘家园礼物店就已布局秀水

街，“快闪”进三里屯，触达国际旅游市场

与年轻市场。艺术家笔下“孔明锁”演变

的文创产品已经成为一些国外顾客的

“伴手礼”。

“民间文化本身具有开放与交融的属

性，这在潘家园市场也得以充分的体现。不

论是传统符号以西方涂鸦方式的呈现，还

是线上的对话方式，都是基于民间文化的

活力与吸引力。”在郭薇薇看来，潘家园市

场“先天”可以包容生长年轻向的“潮文

化”，以及具备“出海”的能力。

北京商报记者 胡晓钰/文
贾丛丛/漫画

2013年起，鼎胜佛具入驻潘家园收

藏品大厅一层，数十座佛像成为厅内最引

人注目的一角。据店铺负责人谭宏宇介

绍，铜贴黄金的佛像造像一直都是店内的

主营，因其色形生动、材质耐久、易于保养

等特点受到了收藏者的喜爱。塑造一个佛

像从头至尾需要20多道工序，佛像的价格

在千余元至万元以上不等。谭宏宇表示，

这项主要基于信仰的收藏，也因艺术性具

有别样的价值。

一直以来，各类佛教雕像不仅是人们

祈福纳福的依托，更是具有重要收藏价值

的文物艺术品、工艺品。在潘家园市场大

大小小的经营佛像工艺品的商户中，在此

营业达七年的鼎胜佛具凝聚了许多老顾

客，店内人来人往。

据谭宏宇介绍，受疫情影响，店铺经

过一段停业后于3月20日起恢复正常经

营。“通常我们的老客户都是有佛教信仰，

为家里设置佛堂所需；也有极少数的人会

因为喜欢，收藏多尊造像以及香炉等佛

具。”谭宏宇指出，承载信仰的精神价值之

外，佛像本身的艺术性也一直备受业界关

注。据不完全统计，现存佛祖雕像所呈现

的姿势和神态超过100种。

鼎胜佛具店中有各种体量的造像数

十座，在潘家园市场中是规模较大的坐店

商户。与色调质朴的石质、青铜及陶质的

佛像不同，鼎胜佛具主营铜贴黄金的佛

像，有常见的关公、弥勒、观音形象等，呈

现出精美华丽的形态。

在谭宏宇看来，这类铜贴黄金的造

像之所以受到藏家的喜爱，也是源于其

材质耐久———“我老家在山西，常见许多

黑色的碳佛像；潘家园市场里，各种材质

的造像都有。与这些质地相比，铜贴黄金

的佛像经得住上百年的保存。如果是瓷

质的，破损后修复难度比较大，铜质的不

存在这类问题，即便表面有损伤，也可返

厂恢复。除非是用利器剐蹭，24K镀金是

不易掉色变色的”。据其介绍，在阳光下

晒后，变白、掉色的是假黄金，真金极为

耐久。

北京商报记者看到，如关公等造像上

还有红、绿、黑等色彩，是由光面漆填色，

整尊佛像长期都光泽如新，易于打理。

大量的手工，以及20多道复杂工序也

赋予佛像更高的工艺及收藏价值。“首先

选择质地纯净的铜料，经过熔炉后在模具

中塑形。接着要对铸造出来的胚子进行打

磨抛光，并做防锈处理。之后进行漆面处

理和贴金，并对人物形象进行彩绘。有一

些客户对于佛像的面相和尺寸有特定需

求，也有定制的情况存在。”谭宏宇向北京

商报记者介绍了佛像制作的复杂流程。谈

及店中佛像制品的价格，谭宏宇表示：“从

千余元至万元以上不等，位于台湾的鼎胜

佛具总部有超大体量的巨型佛像制品，做

工成本更为高昂。”

即使有稳定的客源，但眼下的佛像收

藏市场也面临着一些经营难点：“与现代

工艺相比，一些人更偏爱有年代的佛教文

物。佛像的收藏市场通常是在线下，受到

疫情的影响，许多顾客都不方便前来。”对

于文博圈当下正在转战线上经营的趋势，

谭宏宇感慨，“此前都在自己的一亩三分

地闭门造车，并未有过尝试。佛像的体量

较大，题材也较为庄重，感觉做直播有难

度”。谭宏宇同时表示也希望摸索佛像收

藏市场与线上经营的“契合点”，拓展更多

的受众。

北京商报记者 胡晓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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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商报讯（记者 胡晓钰）4月7
日-30日期间，潘家园官方淘宝店

铺———“潘家园官方”开启周年店庆线

上促销活动。参加活动的文玩艺术品

涵盖和田玉、绿松石、菩提子、普洱茶、瓷

器、朱砂、折扇等多个品类。值得关注的

是，与文玩市场传统的交易模式不同，网

拍、秒杀、盲盒礼包等多个玩法也融入直

播带货。

据介绍，活动期间“潘家园官方”通

过店铺促销、直播福利等方式，挑选各

种高性价比文玩商品，以“每满300减

30上不封顶”力度促销。除满减活动外，

潘家园还搭建特色专场活动，在一直

播、淘宝平台发起“闪耀直播种草王”等

20余场特色直播。主播在传播收藏知

识、销售高品质文玩工艺品之余，增设

一元秒杀、拍卖、盲盒礼包等福利。据统

计，活动启动后最高单日成交额突破

3.5万元，为文玩市场的复工复产注入

新活力。

受疫情影响，传统行业都在探索

转型升级、创新突破新路径。据了解，

潘家园依托市场商户、商品资源，早在

2019年初就开始尝试利用直播平台和

淘宝店铺“潘家园官方”打造线上潘家

园，满足年轻文玩迷的多元淘逛需求。

疫情期间，潘家园电商团队在2月4日

以“在家防疫 文玩相伴”为主题在自媒

体平台进行直播，通过3场分别以聊聊

鸣虫文化、讲讲收藏那些事、一起学学

辨假知识为主题的直播，让广大消费

者足不出户就能学到专业文玩知识。

伴随着新业态的成长，线上潘家园

已经积累了大量粉丝，在文玩行业中独

树一帜。谈及优势与经验，潘家园电商

团队负责人表示：“作为国企，潘家园以

传播传承传统优秀文化为己任，聚拢各

门类专家资源，利用直播平台，普及专

业知识，进行文化讲解，提升广大粉丝

的鉴赏、鉴别能力。潘家园直播致力弘

扬收藏行业正能量，通过文玩收藏知识

讲解、理性收藏观念引导，与广大文玩

收藏爱好者共同成长。”

据了解，潘家园主播均为专业鉴

定师，直播中推荐的文玩品类经主播

挑选，确保货源严选、优选、精选的同

时保证价格优势。直播团队由潘家园

总鉴定师师俊超管理，讲授各类专业

知识，提升团队选货、价格评估等专业

技能。主播成长迅速，赢得广大粉丝信

任和喜爱。

“未来，潘家园将借助直播平台的

有益探索，进一步拓宽平台型运营模

式，聚拢现有优质资源，始终严把货品

质量、价格、服务关，将专业知识融入到

商品讲解之中，让广大文玩爱好者真正

爱上文玩品鉴的乐趣。疫情当前，潘家

园更是积极主动将直播、京东拍卖等线

上销售经验悉数分享给市场广大商户，

助力市场商户复工复产。”潘家园电商

团队负责人表示。

近日，一场“潘家园×青年艺术家”的涂鸦现场被多平台直播，引起了广泛关注。以孔明锁图案为原型，

青年艺术家徐启龙在潘家园市场的路面上绘制了大型的涂鸦作品。榫卯结构化身为抽象的纹样在潘家园礼

物店门前“绽放”。据了解，此次将街头公共艺术创作引入文玩交易圈是潘家园的首创，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

副总经理张悦向北京商报记者介绍了市场方面引入全新艺术符号的考量。对此，有业界人士指出，传统旧货

市场引入街头文化需要考虑视觉与语境的融入；适宜的设计之下，潮文化也可以赋能文玩经营。

我和潘家园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