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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与文创市场的关系 
王晶晶  李佩 

（吉林建筑大学书法学院） 

摘要: 随着第三产业文化软实力的兴起与发展，我国加大了对传统文化商业化的推动。在我国大力支持传统文化的背景之下，

它以各种艺术形象呈现在我们眼前。而其中内含的文创产业，正是艺术文化创新融入到我们生活中的一项重要提现。 书法可以借助

文创产品特有的表现形式，刺绣、布艺、陶艺、创意文具等，来达到书法艺术的创意、传播，甚至是生产营销等完整的产业链模式。

文创的精神就是历史的传承，而书法由几千年的历史衍生，让文创将书法进行衍生，在经典中传承，在传承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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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北京商报》一文中首次提出"文化创意产业"一词。

这一概念的提出，使文化知识以它独有的魅力"动"了起来，"文

化创意产业"所包含的覆盖面十分广泛，正如大家所熟知的影视

产业、动漫产业、设计产业等方面，但是在书法文化方面的成

果效应却是影响平平。近年来"文化创意产业"的快速发展，给

世界发展和我国书法文化日益创新都带来了不可估量的价值。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

根本的是文化自信。”习总书记提出的重视文化自信更是推动"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一大步，书法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结晶，

也要紧跟时代步伐。 

一、书法在社会中的价值 

中国书法具有 3000 多年的悠久历史，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独有的艺术门类，其影响具有世界性。

书法是文字书写的艺术，在古代，写字首要的目的是为了记事

和交流，因此，传统书法注重的是其传达交流的社会实用属性。

而在当代社会，书法作为传媒工具的实用价值已大大退化。传

统纸质手札演变为现代网络的电子手札。但在其他方面的实用

价值正在不断凸显，发展和壮大。例如书法在装点、装潢等方

面的功能。 

书法艺术与现代装潢的结合日益紧密，传统的书法艺术被

广泛的应用于现代各种装潢设计中，在丰富设计元素的同时，

也为古老的中国书法艺术开创了崭新的天地。在现代建筑中，

书法已经成为装潢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大的提升了建筑的文化

品位，也体现了书法的价值。在现代社会中物质生活日益丰富，

文化精神却日显苍白，人们都带着浮躁的情绪，文化内涵缺失，

因而更需要书斋文化，更需要书法艺术。 

二、文创市场当前发展情况 

在文创产业带动下，故宫已不再仅仅是一座博物馆，通过

文创产业的兴起和文创物品的研发，故宫在文创流量的变现上，

做的风生水起。据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介绍，到 2018 年 12

月,故宫文化创意产品研发超 1.1 万件,故宫文创产品的收入在

2017 年就已达到 15 亿元，由此可见未来的文化创意产业将大有

可期。 

有着千年历史的西安碑林博物馆也十分积极的响应文创产

业兴起的潮流，与文创企业发展合作发展。2018 的首款合作产

物--“流行中国”文创系列产品获得了陕西文物系统“2018 优

秀文创产品评选”特等奖。选中的文字在保证字体不变的情况

下，通过色彩、材质、载体的变化，赋予了它们新的生命。 

文创产品热卖的背后，事实上正是传统文化崛起与社会主

义制度不断发展相结合的新潮流，越来越多的文化景区与文创

企业合作，充分利用文化景区的客流量与其所具有的精神文明，

助推了文创产品的发展，通过企业出资和景区授权的形式，实

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文创既能让传统文化走进

生活，融入生活，又能让文物拥有商业生命力。    

三、书法产业对于文创市场的必要性 

书法从甲骨文发展至今，经过三千年的时间，每一次发展

都是创新，在专业性上已经达到了非常成熟的地步，但对于现

在的整个社会环境，书法发展有很大的问题，发展不全面，体

系不健全，受众人群少等。文创市场虽然发展迅猛，但是内容

性文创产品很少，与书法相结合设计出来的文创产品，承载着

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书法精神，也要有走出去的状态，让更

多的人了解书法的魅力。书法文创产品还可以形成对外文化交

流的合力。这对扩大中国书法艺术的影响力来说，是一个最佳

的载体，可以引导和激励爱好者学习和继承优秀传统书法，普

及书法艺术，逐步达到对书法艺术的初知、认知，提高学习者

的书法艺术技能和审美水平。还可以借助文创市场，鼓励更多

的青少年参与到书法文化中来，为书法薪火相传源源不断地培

育“火种”。 

经过近年来的大力发展，我国书法文创市场具备了一定规

模和实力。书法产业基础明显改善，初步建立起现代书法市场

体系框架。各级书法协会和各类书法社团组织有了长足发展，

举办了许多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书法节庆活动。但总的来看，

产业体制、产业模式还不够成熟，尚未形成与书法文化大国地

位相匹配的产业化优势和集约发展优势。创意产业将成为书法

产业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网络等现代科技的应用将成为书法

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书法与科技进步的高度融合将成为

书法产业的突出特征。提高书法产品生产和服务的科技含量，

将成为促进书法创新和业态更新，进一步提升书法产业竞争力

的重要途径，这也是当代书法人必须加以正视和思考解决的重

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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