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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运河文化视域下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策略研究

◎王福广
摘要：京杭大运河在漫长的 2500 余年历史变迁中，积淀了太多的地域文化。其中诸如京都文化、海派文化、燕赵文化、

齐鲁文化、中原文化、淮扬文化、吴越文化等，都是华夏民族在发展与演变过程中的缩影。本次在基于聊城运河文化视域

下的调研中却发现，聊城在运河文化创意产业的开发上，多是针对地方旅游的发展研究，而关于运河文化丝路的聊城文创

产业研究却基本处于空白阶段。基于此，本文将查阅大量的参考文献以及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就聊城文创产业的继承与传

承进行论述，旨在将聊城运河文化的资源与创意产业相结合，加快文化资源保护、培育特色产业、促进经济发展，为聊城

文创产业今后的发展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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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聊城运河文化视域下文化创意产业发

展现状

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对中国大运河文化

带建设作出批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

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好、

传承好、利用好”，“要古为今用，深入

挖掘以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

因此，随着复工复产后聊城人民的生活条

件日益上升，大众对于精神需求也有了更

高的要求。然而，文化是精神之根，根深

方能蒂固，枝繁才可叶茂。本次研究为了

可以在今后针对性营造出一个更好的生活

环境以及精神寄托，特对当下聊城运河文

化进行调研。

（一）运河文化资源未被文创企业充

分开发

聊城运河文化的历史资源较为充盈，

既有当年征收商船税收的临清运河钞关，

也有武松打虎的阳谷景阳冈，而东阿阿胶，

更是享誉全球的高档滋补品。因此，聊城

的底蕴不可谓不充沛，甚至就连花鼓、高

跷、杂技、秧歌、竹马舞、落子舞等民俗

文化都是十分值得深挖的部分。如果这些

文化资源可以利得好，不啻为聊城的地方

经济在转型以及发展高附加值产业上起到

刺激创意经济的作用。然而，经本次实地

调研可知，聊城的运河文化资源虽然在民

间流传面较为广泛，但是却并未被相关创

意产业充分开发。

本次调研就以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

馆为例，该建筑总面积为 1.6 万 m2，展览

面积有 6800m2 左右。由于考虑到市容市

貌的原因，因此该博物馆附近没有摊贩售

卖纪念品。但是经本次走访发现，该博物

馆附近的门店，关于文创产品的种类也非

常少。本次走访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

周边 26 家门店，共收集到茶饮器皿、大

运河主题 T 恤、帆布包（如土布印花等）、

古运河天然泉水、木版年画、玩具泥画、

蚰子葫芦文创雕刻等文创产品。虽然种类

不少，但是在整体设计上却缺乏创新意识，

未能将文化资源充分开发。

据本次调研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

可知，其中最为出名的几件藏品，分别是

各时期的陶彩釉，以及相关运河历史的书

画与石雕。而这些展览内容都充分体现了

鲁西先民的智慧与勤劳，如果游客在博物

馆进行完视觉体验后，出来时可以再看见

几件极具视觉冲击的文创收藏品，那么必

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消费，从而将聊城

运河文化创意产品转化为经营资源，从而

推动聊城的文化旅游、文化贸易、文化教

育等实体企业，并最终加快“产业强市”

的步伐。但是经本次调研获悉，许多企业

却不具备这种充分开发聊城运河文化资源

的意识。

（二）文化创意产品的品牌形象仍有

待提升

而在已然开发出来的文创产品中，为

了更好地分析其特征，本次调研共分为

三个时间段（也即 2020 年 8 月初、2020

年 10 月初以及 2020 年 12 月初），每个

时间段调研时间为期三天，并对聊城的 8

个景点进行随机访谈调研。本次调研每

个景区随机访谈人数为 80 人，总共访谈

对象共 640 人。而关于大众就景区内文

化创意产品的形象设计的态度，具体情

况如表 1 所示。

通过本次调研可知，大众对于已经设

计出来的文创产品，在外部造型、性价比、

用户体验、收藏价值等方面的综合满意度

普遍趋向于感觉一般。这种结果经访谈得

知，是一个多方面的综合因素所致。本次

调研在基于大量的访谈内容资料进行整理

后得知，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还是

体现在文创产品的色彩搭配、外部造型设

计、文化符号捕捉的精准度、文创产品的

表 1　大众对于景区内文化创意产品的满意度【n=80（%）】

调研点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聊城铁塔 2（2.50） 33（41.25） 37（46.25） 17（21.25） 11（13.75）

光岳楼 4（5.00） 32（40.00） 42（53.50） 16（20.00） 6（7.50）

海源阁 6（7.50） 41（51.25） 36（45.00） 12（15.00） 5（6.25）

运河码头旧址 4（5.00） 31（38.75） 38（47.50） 11（13.75） 6（7.50）

运河钞关 8（10.00） 29（36.25） 40（50.00） 19（23.75） 4（5.00）

东昌湖 5（6.25） 26（7.50） 49（61.25） 13（16.25） 5（6.25）

张秋古运河 6（7.50） 28（35.00） 34（42.50） 16（20.00） 6（7.50）

阳谷七级闸 2（2.50） 29（36.25） 42（53.50） 21（26.25） 6（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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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质选择以及性价比上。比如在鳌头矶南

临清运河钞关的一处访谈中，就有外地游

客明确指出：“其实价格什么的都在其次，

毕竟难得来一次聊城旅游，如果在旅游的

过程中发现其中的文化创新产品在手工质

量上，材料选择上，以及色彩搭配上都是

在糊弄我们游客，那即便是白送，对于我

们而言也没有必要（将其）带回老家，因

为它既没有使用价值，也没有收藏意义。”

而持以上观点的人数，在本次调研中不在

少数。由此可见，聊城运河文化创意产品

的品牌形象，在后续的设计过程中仍有待

提升。

二、聊城运河文化创意产业的创新途径

（一）注重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创新产业发展环境，对文化创意产业

品牌的成长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目前聊

城的运河文化和创意产业体系尚处于萌芽

期，体系还各种因素的原因存在一定的缺

陷。比如说在聊城的周边地区，其文化创

意产业集群就缺乏良好的创新创业氛围，

不具备潜下心充分发掘文创产品的创新精

神。因此，这种大运河文化环境急需进行

革新，只有充分地发掘运河的文化符号，

将其具象事物符号化，抽象化，现代化，

才可以为聊城今后的运河文创产业在生

产、制作、研造中诞生出更多的新产品。

现如今，聊城政府部门为当地的创意产

业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而相关文化传承

工作者就必须积极维护与改善当下的环

境，依据地方文化创意产业的特征，有

区别的、针对性的、有重点地建立发展

规划和行动纲领，加速发展的聊城运河

文化，填补基于运河文化思路的聊城文

创产业研究的空白。

（二）制定完善的品牌发展规划

加强品牌的协同运作能力，是提升消

费者满意度最为有力的支撑。通过本次调

研认为，在今后的工作中，相关部门、单

位及个人可以基于运河文化产品的文化特

色进行深入的市场调研，并借鉴诸如苏州、

杭州、北京等地的运河文化产品市场受众

分析，来对聊城的运河品牌市场进行划分

和了解，从而便于聊城在运河文化品牌的

定位上有一个清晰的方向。此外，设立品

牌管理机构，进行科学的品牌管理，提高

对知识产权的重视度。可以为当下的设计

环境提供一个健康、公平的竞争环境，并

据此提高运河文化品牌的协同运作能力。

（三）启用创意人才做好品牌推广

通过本次调研可知，其实在聊城市

区以及城镇中都有着许多不亚于市面上一

些一度被叫好的优质小众文化创新产业群

体。但是由于这个群体不善于宣传，或者

说是不屑于宣传，因此导致有大量的优质

创意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扬。酒香不怕巷子

深的时代已然过去，合理地将运河文化产

品进行一定的包装与营销，是推广聊城运

河文化植入大众视野的一个策略。但与此

同时，加强聊城产业转型、加强聊城经济

竞争力，为发展聊城文创产业提供智力支

持，其核心还是加大对于创意创新型人才

的培养，只有强化文化产业人才队伍，才

可以加强运河文化创意产业在本质上的创

新，因此，创新设计人才的培养至关重要。

三、结语

通过本次对聊城文创产业的发展现

状进行分析，可以明显看出聊城运河的

文创产业在最终呈现上其实与京杭大运

河其他地段的文创产业没有形成太过鲜

明的对比，进而，也没能突出本土的文

创产业特色。

希望通过本次的调研分析与论述建

议，可以为今后聊城在运河文化创意产业

的发展上有促进作用，从而加快文化资源

保护，培育特色产业，把文化资源优势转

化为经济发展优势，把发展创意产业作为

催化聊城地方经济转型的重要战略举措。

真正提升大众对聊城运河文化资源的认知

与保护，从而提高大众的文化素养，并通

过对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更好的响应国家

对双创人才的培养，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使聊城的历史建筑得到更好的保护、传承

与创新，以至于能真正增强聊城人民的文

化活力，满足其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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