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继旧货市场板块、传媒板块、拍卖板块之后，潘家园再落一子。北京商报记者

日前获悉，北京潘家园国际民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于近日宣布启动成立北京潘家

园文化艺术创意有限公司。虽然是新公司初创，但潘家园在文创板块的布局已近

四年：2017年，潘家园市场内设立了第一家文创商品体验店“潘家园礼物”，打造了

上百种核心产品；2019年，自主研发商品龙泉青瓷荷花品茗杯入选年度北京礼物。

谈及文创板块的新升级，潘家园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围绕“文化+旅游”“文化+

生活方式”等方面开展产品开发，使文创板块与潘家园已有业务板块构建起一个

中心、多点支撑的业态布局，迈出向文创业务战略升级的重要一步，打造一条有潘

家园特色的文化IP升级之路，更好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

潘家园“上新”文创公司 文玩IP如何再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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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丛：寻宝文创的文玩人杨涛：方寸葫芦“烙画”百态

我和潘家园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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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场”打造三大IP

2021年潘家园日历、复烧明永乐青花

缠枝莲纹压手杯、朱砂摸金符、潘家园影壁

墙冰箱贴……临近春节，一批新鲜出炉的

潘字头特色文创产品正在热销。“一提起潘

家园的‘宝藏’，文玩艺术品、旅游纪念品等

都是原先固有印象，现在‘新文创’的特色

更加鲜明了。”常到潘家园市场淘宝的藏友

王先生表示。

在文创产品的持续研发上新中，北京

潘家园文化艺术创意有限公司即将迎来正

式成立。可以看到，新公司拟定经营范围涵

盖零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文化用品、体

育用品，工艺美术创作服务，组织文化艺术

交流活动等多个方面。围绕“潘一念”“潘家

园督造”“潘家园造办”三大品牌，新公司将

持续塑造潘家园文化IP。

三个IP面向不同受众。据了解，“潘一

念”主打具有潘家园特色的伴手礼，开发具

有潘家园传统文化、地标特色的纯自主原

创设计产品。目标群体主要为“90后”“00

后”，瞄准年轻群体的消费品位；“潘家园督

造”定位为符合潘家园传统文化及现代生

活的特色产品，兼具功能性与实用性，突出

京味、非遗传统、民族特色等价值，打造带

有品牌烙印的系列文创产品；“潘家园造

办”则定位为艺术品和艺术衍生品，具有一

定收藏价值。艺术衍生品将在馆藏品和著

名艺术家作品授权基础上展开，联手大师

进行合作开发，限量订购。

谈及入场文创，潘家园总鉴定师师俊

超指出：“文创业务板块依托潘家园自身显

著的文化属性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将文化

创意相融合，围绕北京文化和具有中国特

色的地域文化，发展有意义、能传承的文创

产品，通过强化IP形象、打造品牌宣传，更

好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

据师俊超介绍，文创产品与旧货市场内现

有商户错位经营，并对其产品及服务予以

补充和完善。

四年沉淀后“再出发”

潘家园文创公司即将迎来“新篇章”，

但潘家园的文创业务却是在2017年前就

已“出发”。

据北京商报记者了解，试水初期，文创

商品体验店“潘家园礼物”落地潘家园旧货

市场，经营涵盖茶道、香道、文房、非遗手作

及文创手伴等多个品类。经过近四年时间

的积累，共完成15种52款原创商品设计开

发，近200款合作商品设计研发，形成独具

潘家园风格的文创产品矩阵。

随着产品线的不断完善，业务线条也

在持续外延：线上通过有赞商城、淘宝进行

销售转化；线下参与服贸会、五台山佛博

会、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并多次在久隆

百货、三里屯太古里开设快闪店，搭建合作

交流平台。

跻身文创赛道，潘家园面对的是文创

市场大环境的光环与挑战。国家统计局日

前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规模

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业收入98514

亿元，比上年增长2.2%。“2021年文化消费

需求将进一步释放，文化产业规模将继续

扩大，文化市场复苏态势将不断巩固。”国

家统计局社科文司统计师表示。

同时，在业界人士看来，当下国内文创

公司数量众多，竞争激烈，文创产品同质化

严重，文化内涵和故事性缺乏，创新意识和

创新能力不足；受疫情影响，许多IP衍生类

产品受到重创，实体门店、活动不能如期

展开。

对此，潘家园有着属于自己的竞争力。

“一方面具有文化资源沉淀，有足够的素材

积累挖掘文化内涵，本质上与市场上的众

多产品具有显著差异性；另一方面，考虑到

疫情影响，公司同时布局线上线下。新公司

本身在业务模式的选择上已经参照前期深

入的市场调研情况，规避了诸多市场风

险。”相关业务负责人表示。

在业界人士看来，潘家园入场文化创

意市场机遇良多。资深文创人士李先生表

示，“潘家园”是文玩艺术品的代名词，而潘

家园品牌是具有文化、民族属性的中国“新

字号”，IP价值正与日俱增，民间故事、民间

宝藏的开发前景广阔。

联动多板块的业态布局

对于文创板块的具体发展规划和远

景，“计划表”已然清晰。北京商报记者了解

到，第一阶段潘家园文创板块将着力塑造

品牌影响力，充分发挥现有商户资源作用，

产品组合上将以与商户合作开发的产品为

主、自主研发设计产品为辅，围绕“文化+

旅游”“文化+生活方式”“文化+生活用品”

“文化+餐饮”四方面开展产品开发。接下

来，还将全面启动品牌授权合作，并且期望

在未来重点发挥数据价值，达到个性化生

产和供给的目标。

具体来看，新公司将延续具有潘家园

旧货市场文化地标和“潘家园礼物”店IP形

象元素的纯自主原创设计，围绕北京文化

和具有中国特色的地域文化，与非遗大师

及设计师共同合作。同时探索与更多行业、

领域进行IP融合，形成原生IP与品牌IP的

跨界合作，增强商品的趣味性。

对于潘家园的文创业务，已在市场经

营十余年的老商户表示欢迎：“根据经营特

色，未来我们也有机会成为潘家园文创产

品的开发者、设计者、供货方。而且，文创类

商品确实吸引了更多的年轻人来到市场，

为我们的经营引流增流。”

文创板块的落子并不只为试水单个领

域，更是出于联动潘家园公司多个业务板

块，进行多元业态纵深布局的考量。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成立北京潘家

园文化艺术创意有限公司，将文化创意业

务作为一个重要板块独立运营，是对潘家

园已有业务进行有效补充，与潘家园旧货

市场、传媒、拍卖等业务板块形成联动，完

善潘家园文化生态体系：与潘家园旧货市

场合作，强化市场文旅概念，将“潘家园礼

物”市场门店打造成为游客服务中心，展示

潘家园品牌形象，增强品牌影响力与美誉

度；与传媒板块“潘家园官方”淘宝店铺、京

东商城等线上商城进行联动，形成商品线

融合，更好地服务目标消费群体；与拍卖板

块合作，提供非遗手作、大师手作等商品参

与拍卖，形成多元化营销模式。

师俊超表示：“未来新公司将着力打

造国有自主文化IP，成为对外展示朝阳区

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窗口，推动北京市乃

至全国文化创意行业的发展，在促进文化

传播社会价值实现的同时，深入挖掘其强

大的经济增长潜力，使潘家园文创产业及

衍生品实现文化传播与消费价值的双重

提升。”

北京商报记者 胡晓钰
图片来源：企业供图

北京商报讯（记者 胡晓钰）在潘家
园旧货市场，许多文玩爱好者对匏器情

有独钟。匏器，又名葫芦器，是一种将天

然植物与手工艺合为一体的传统工艺

品。爱好葫芦器的文玩人来潘家园市场

时总少不了去一家名为聚艺堂的店铺，

虽然是一处面积不大的展示窗口，但经

店主杨涛之手卖出的葫芦器却已有成

百上千种。

从个人经历来看，杨涛算是一名跨

界者。此前在国外学习多媒体设计，从

事三维动画行业近十年时间。2016年，

杨涛在潘家园市场里开启了聚艺堂，从

事匏器的手工艺制作与经营。谈及转型

文玩，杨涛表示：“此前在做国漫的时

候，专研传统人物形象在服化道方面的

设计美学，无论是做哪个行业，只要将

优秀传统文化承袭发扬下去，就是我工

作的动力。”据了解，杨涛在转向文玩创

业后，结识了多位从事葫芦烙画的非遗

大师，自此以葫芦为“纸”、烙铁为“笔”，

一干就是近六年时间。

匏器的制作工艺，包括葫芦上的

绘画在内，是一门颇复杂的学问。据杨

涛介绍，葫芦烙画，也称为火绘、烫画。

传说这门手艺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朝，

那时是火针刺绣的方式———将铁针烧

红，在器物的表面上灼烫，形成图案。

清代中期后，火画、压花、刀刻等制匏

工艺相继出现。随着技术的不断改进，

目前发展到手艺人用电烙铁绘制，烙

画笔应运而生，有粗细、圆扁各类笔头

可以替换使用。“葫芦烙画，要看的是

手艺人的画工，看神韵与润色。明暗调

子、渐变色过渡得好不好，笔触干不干

净，手抖不抖，都是鉴别一个烙画作品

好坏的标准。”杨涛表示，一个熟练的

手艺人一天可以制作好几个小葫芦，

但要做成考究的精品，要耗时多日才

能做出一个。

如今，聚艺堂的主要客群里不仅仅

有老北京、老藏友，还汇聚了形形色色

的年轻玩家及各个领域的从业者，大家

都是本着对葫芦工艺制品的喜爱聚集

到了一处，喜欢在器物方寸间赏百态气

象。从目前的市场表现来看，精致的小

把件最为畅销。

有多年媒体设计经历的杨涛，与潘

家园文创有着天然的契合度。如今，杨

涛的烙画葫芦作品也出现在了潘家园

礼物店中，“我们会在传统题材的基础

上，寻找并设计制作个性、潮流的新题

材。未来也会继续跟潘家园文创保持密

切合作，挖掘潘家园特色，将品牌标识、

特色IP等通过烙画工艺展现出来。”坚

守传统一脉的杨涛，表示会在传统基础

上有所创新。

北京商报记者看到，当下葫芦器市

场上有许多激光雕刻机印制的产品，售

价为数十元，与手工制品差价较大。对

此，杨涛表示他与聚艺堂只做手工艺

品，“虽然流水线生产的葫芦确实能走

量，但我还是选择坚守，相信传统手艺

与原创设计的价值”。杨涛指出，行业里

也存在着作者互相抄袭、仿制的乱象，

但只要坚持原创与精细制作，总会有属

于自己的一方天地。

北京商报讯（记者 胡晓钰）铭帅玉器是
潘家园旧货市场的诸多老商户之一。店主刘

丛告诉北京商报记者，自己16岁时跟从家人

来到潘家园做起玉石生意，与市场结缘已有

近20年时间。在经营策略的选择上，刘丛一

直与潘家园的业态布局相吻合。在潘家园开

设线上商城、成立拍卖公司、建立直播基地

及筹备文创公司各个业务板块的时间节点

上，刘丛均为最先参与的商家，见证着市场

前行的步伐。

2021年春节期间，潘家园市场和电商直

播基地“不打烊”，铭帅玉器也同时保持了线

上线下“双营业”。据刘丛介绍，加入潘家园

抖音电商直播基地之后，春节无休持续直播

带货。从市场行情来看，目前最受欢迎的是

小件玉器饰品，这也是铭帅玉器今年主打的

品类。

自2020年初至今，店铺线上线下的业务

已形成互补。刘丛表示，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背景下，直播是文玩领域的必然趋势，也是

未来的机遇所在。“直播间的7天无理由退换

货，比线下文玩市场更有引流优势，收获了

一批新客。”刘丛透露，眼下有意愿扩大团队

规模，加大文玩直播的投入。

在刘丛眼中，紧跟市场趋势，调整经营

策略是能够在文玩市场站稳脚跟的关键。

新年初始，北京潘家园文化艺术创意有

限公司宣布启动成立。作为市场内的优质商

户之一，刘丛也兼具着潘家园文创供货商的

角色，“此前，我们曾为潘家园的文创品牌提

供了小件的和田玉制品。对于市场商户来

说，未来随着潘家园文创公司的成立，将有

更多的机会去理解并参与文创行业”。

身为资深文玩人的刘丛，也看到了文创

领域的新商机。他表示，已经开始尝试将珠

宝玉石与文创品的打造、经营相融合，成为

寻宝文创的文玩人。

与非标的、小众的文玩收藏不同，文创

是一种具有文化属性的、更贴近大众生活

消费的领域。“文玩强调‘传统’，而文创的

核心在于创意设计，有新技术和表达方式

的参与。”刘丛表示。

在互联网电商引领的新消费逐渐改变

消费习惯的当下，刘丛强调要积极求变，探

索新的模式。谈及20年来的经营心得，他

说，诚信是永恒的法则，其次还要有敏锐的

嗅觉，善于洞悉市场的风向并积极接受新

事物。

据了解，眼下铭帅玉器已新引进了电脑

三维立体一体化雕刻设备。与老匠人的手工

雕刻的高价文玩不同，新设备可以实现图案

定制、批量生产。刘丛表示，已在近期进行产

品打样，期望未来能够自主开发设计出一批

优质的、贴近生活消费的玉器文创产品。“文

玩中蕴藏着许多故事及文化内涵，希望通过

文创的表达，可以在当下焕发新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