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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创意学》

内容概要

《文化产业创意学》由王万举等编写。2008年4月l 2日，王万举在河北大学发表演讲，概述了《文化产
业创意学》的全部观点和逻辑体系，提出了创立“文化产业创意学”这一新学科的基本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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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五节 辩证地看待既有艺术品种　　一般地说，有的艺术品种属“信息高地”，当前仍然是“现
实的艺术品种”，有市场价值；有的艺术品种则属“信息洼地”，或已经进入了博物馆，丧失了市场
价值，或虽未进博物馆，但市场很小。因此，所谓“抢占信息高地”，当然包含着对艺术形式进行弃
取的内容，但也不能绝对化，需做客观辩证和具体的分析。　　第一，有些所谓“夕阳艺术”至今还
有其特定的受众，只要创新剧目或创新形式并拓展营销方式，仍然可开发为产业。比如京剧，在200多
年的发展中已达到炉火纯青的艺术高点，历史上出现过统治市场的阶段。这一艺术品种的经典『生和
它曾有过的市场表现都说明，今天它的退市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的“社会
闲暇时间”被紧张的生活内容和其它信息占据了，致使“进剧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但如果创
新剧目创新形式，是能够将一部分观众拉回剧场的，这部分观众的数目将能够达到规模效益的要求。
“拉回剧场”只是一种营销方式，卖给电视台、卖光盘、上网、切块儿（折子戏）零售、冠名演出等
等，都是京剧的可选营销方式。不仅京剧的市场问题如此，任一艺术品种哪怕在总体上已经被公认“
退市”，也完全有可能突然火爆。山西话剧团的话剧《立秋》由于选材得当（儒学风范和金融、经济
）和编演精湛，截止到2007年1月，已获得500多万元（人民币）的收益，而它的投入只有150万元。山
东的砜中少林》是一个杂交艺术品种，由于形式新颖及营销方式得当，正在走红海内外。　　第二，
在多媒体时代条件下审视既有艺术品种的信息量及其鲜活程度。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逐渐进入多
媒体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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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创意学》

精彩短评

1、此书垃圾，建议广大读者不要购买！
2、1.这本2008年出版的书，书中例子却尽是上世紀80、90年代影视作品，好像在读一本压箱底的旧书
，作者显然没有在即时性上付出任何用心。2.科学写作中“作者消失”是一种写作共识，本书作者却
反复出现强行刷存在感，不但很不专业，而且令人生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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