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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邑太平兴国寺塔旁，街巷宅院
古朴幽静。这里，一座文化创意工作室
——觉浅品牌设计工作室，静静坐落
着。用插画描绘运城盛景，表达运城历
史文化，以文创助推文旅发展，是这个
团队的创立的初衷。

不久前，该工作室在网上发布了
一系列盐湖主题文创产品，包括创意
冰箱贴、盐湖金属书签、文创手机壳等
文创商品。一经发布，这些文创产品对
传统文化怀有浓厚兴趣的网友纷纷留
言，表达购买意向。

2023 年，怀揣着对家乡运城的热
爱，动画设计师胡松瑞辞去杭州的工
作，回到运城老家。在与同样痴迷传统
文化，拥有丰富平面设计经验的郭佳
润共同努力下，觉浅品牌设计工作室
宣告问世。两位“90 后”青年，用了一年
时间，倾心绘制了古老而富有活力的
运城新图景，在没有盈利的情况下，不
计得失，打造出一系列造型新颖时尚、
配色明亮轻快的七彩盐湖系列文创产
品。

近年来，我市文化市场呈现蓬勃
发展的态势，市委、市政府加大对文化
事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的扶持力度，并
将其纳入全市文旅发展的整体规划之
中。在文化创意领域，越来越多像胡松
瑞这样的“90 后”“00 后”，坚定不移地
投身家乡文化事业，肩负起文化传承、
传播的使命。

带着情怀 传递温暖

朝着太平兴国寺塔的方向，穿过
一条幽静小巷，步入一进别致小院后，
便到达了觉浅品牌设计工作室。屋内
宽敞明亮，展示柜上摆放着精美绝伦
的文创产品，包装袋设计别致。墙上挂
满了二人参加比赛所获荣誉、奖牌，展
现着丰富多彩的文化创意，见证了主
人及其团队在文创领域的成就。

谈起插画创作的经历，胡松瑞展
示了他的得意之作，在抖音运营的动
漫 IP“菜菜头”，可爱明快的风格，强烈
的表现力，让其收获了近 30 万名粉丝。
用漫画语言描绘世界，他涉猎广泛，作
品题材丰富多样，涵盖了文旅形象、商
业包装、游戏原画、条漫设计等。除了
板绘插画外 ，他还涉足动画、影片分
镜、PS 设计等领域，展现出多元的文化
创意才华。这些作品不仅受到了众多
人的喜爱，更在插画师行业赢得了良
好的口碑。

“运城文化底蕴如此深厚，值得发
掘的东西太多了！”深受家乡丰富的历
史文化和精美的民间艺术所感染，两
位年轻人逐渐萌生了将运城的历史文
化与现代审美艺术相融合的想法，“我
们在这里成长，生活了很长时间，希望
能够以年轻人的视角，用时尚的语言
来诠释我们热爱的这座城市”。

如何将运城的传统文化与文创产
品巧妙融合，讲好运城故事，传播好运
城声音？

“国风、国潮、文创都是这几年的
流行趋势，充满着无限的可能性和表
现力。想要吸引更多人走进运城，认识
历史，了解文化，那就得做一些前卫时
尚 的 东 西 ，让 年 轻 人 主 动 喜 欢 和 接
受。”经过沟通和磨合，他们决定在设
计中融入运城文化，开发特色文创产
品，打造具有独特魅力的运城 IP。

最具挑战性的一环莫过于初期素
材的选取。这不仅是艺术创作的起点，
更是决定作品方向和表现形式的关键
因素。

最初，他们想法很简单，选取突出

运城文化价值的素材入画。然而，在整
理研究的过程中，他们逐渐产生了忧
虑。“运城的文化资源特别丰富，国保
单位就有 102 处，每一处都有独立的故
事和独特的美。”考虑到文化价值、社
会效益、商业效益的统一，在对文化意
象的选择、创意设计的细节等方面沟
通后，胡松瑞团队决定先开发七彩盐
湖文创产品。“运城盐湖是世界三大硫
酸钠型内陆盐湖之一，它见证了运城

的文明史。从盐湖开始做起，也是我们
探索文化边界的起点和坐标。同时，盐
湖以绚丽的颜色闻名，图样应用于文
创上，相信肯定会十分出彩。”

运城盐湖冰箱贴以盐湖为主题，
图案上，中条山环抱盐湖，祥云点缀其
中，关帝塑像、池神庙等文化元素相得
益彰。这些文化符号的精妙融合展现
了运城独特的文化魅力。

“盐湖我去过无数遍了，它就像一
只很大的脚印。”自小在盐湖边长大，
胡松瑞对盐湖产生了深厚的情感，“生
动活泼的盐湖，连绵起伏的中条山，错
落有致的古建，都是我描绘的对象。”
在设计中，他还特意添加了火烈鸟的
元素，希望美丽的生态盐湖，被更多人
看到和喜欢。

胡松瑞清楚地知道，文创产品离
不开丰富的想象力和扎实的内容，作
品的造型也至关重要。“为了满足不同
受众需要，我特意在设计中融入了卡
通、动漫元素。定好线稿后，在上色阶
段，前后尝试过好几个版本，最终发现
还是暖色调能够传递出明亮清丽的感
受。”胡松瑞解释，我们既要注重人文
性，又要给人传递温暖。

风物描绘 引来流量

七彩盐湖景区内，人头攒动，游客
拍照留念，记录下美好的时刻。

“盐湖风光很美，已经有很多宣传
片、照片足以先声夺人了。运城还有很
多古建，怎么样能让游客走向古建筑，
把更多的美好回忆和体验带回家？”胡
松瑞陷入思考。

画 一 幅 以 运 城 为 主 题 的 历 史 长
卷，描绘和刻画运城，胡松瑞找到了新
想法。“从《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
得到启发，立足历史文化，长卷能够原
原本本展现运城的风貌。这座古老的
城市有太多值得人们注意的珍宝，画
卷形成后，它还可以被年轻人当‘通关
文牒’使用，无形中引导游客去感兴趣
的地点打卡。”胡松瑞解释，这将是运
城一本年轻浪漫的绘画图册。

为制作史诗长卷，胡松瑞深入生
活、深入运城的文化和历史。他购买了
一张运城旅游年卡，展开了对家乡的
深度探索。穿梭于运城的各个角落，他
用心感受、用眼观察，让自己真正融入
这片土地的文化氛围中。在多次实地
游历中，他花费大量时间去现场考察，
为 呈 现 出 真 实 准 确 的 运 城 风 貌 而 努
力。仅盐湖区的描绘就耗费了他整整
三个月的时间，对细节的追求和创作

的用心，是他始终坚持的。
目前，盐湖插画《盐湖风物志》已

前后修改调整了 20 多个版本，每一版
都呈现出精细的线条描绘，展现出古
老建筑的雄伟气势和栩栩如生的人物
形象。

胡松瑞对民间传说的巧妙运用成
为作品的一大亮点和特色。从“大禹治
水”到“蚩尤村”，他提取民间传说中的
文化符号，并以视觉化的方式呈现出

对传统文化的独特想象。这种创作手
法不仅丰富了作品的内涵，也让观者
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那些传统故事
所蕴含的魅力和智慧。

胡松瑞还深入运城其他县市开展
游历，探寻丰富的文化资源，寻找数不
尽的历史古建。这些珍贵的文化资源
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激发了他更
深层次的创作灵感。

确定好主题后，胡松瑞还要保证
将相关元素和文化属性，充分融入设
计之中。“太平兴国寺塔，我小的时候
就在老塔周边长大，深入了解以后，才
知道也是处国保单位。”《盐湖风物志》
上 ，融入了太平兴国寺塔、泛舟禅师
塔、河东藏书馆这些非热门景点，“这
些古建其实不小众，都是经过历史
沉淀的视觉符号和文化
精 神 ，它 们 值 得 被
更多人记住。”

设 计 方
案 的 细 节 涉
及很多领域
的 知 识 ，需
要具备相当
的专业能力，
去 练 就 一 双

“火眼金睛”。每
到 一 处 文 保 单 位 ，
胡松瑞都要建立自己的
资料库，确保艺术加工下的“物理
真实”。在他的电脑文件夹里，保存了
几十个 G 的照片、文字素材。光池神庙
一项，就包括线上查找、线下拍摄的上
百幅照片，从地理方位、整体结构，到
碑刻、建筑构件，任何细节他都要放大
挖掘。

“光收集资料不够，还要对素材去
伪存真，印证权威性。”在画到盐池古
法“五步产盐法”时，由于刚刚接触，
他们在网上查找了大量资料，研究古
法产盐流程 。“有一天发现素材库中
还包含海盐、井盐的生产图片 ，如果
没有前期去运城博物馆查资料、看模
型的学习经历，那创作方向有可能已
跑偏了。”胡松瑞笑着说，“等这些画
创作完成，感觉自己可以胜任半个运
城市导游的工作了 。”三个多月的创
作，《盐湖风物志》数字插画已叠加有
几千个图层了，胡松瑞感慨，“但这远
远不够，需要调整的地方太多了”。

《盐湖风物志》的画面中加入了腾
飞的凤凰，它的灵感则是来源于运城
博物馆展厅的图腾样式。此外，设计团
队尝试绘制不同类型、风格的形象，将
形象 IP 化，开发“凤凰”卡通形象和表
情包。这一尝试仅仅是开始，旨在为运
城打造独特的 IP 形象。“凤凰的图腾是
运城最具代表性的标志，凤凰大气雍
容，是向运城历史文化致敬，也让文化
可感可亲、文创产品有趣味有意义。”
胡松瑞说。

科技支撑 文化赋能

“不愧是我大运城！”“好好看 。”
“怎么和你们联系，在哪儿买啊？”逐条
翻阅评论，读到网友留言，郭佳润才确
定他们的作品被喜欢和认可。

“我负责配合好插画内容，在平面

设计、文创选品上深度契合文创产品
的调性。过去的一年，我们做了大量的
整理研究资料工作，看到别人给我们
反馈的那一刻，我就觉得这一年来的
付出和坚持值了，继续坚持更有动力
了。”郭佳润说。

“在运城走一场‘city walk’，触摸
一座城市的文脉，探寻深厚底蕴是要
靠双脚一点点丈量，用心慢慢感受出
来的。”设计文创产品的经历，让他们
更加坚定了文化宣传的信心。“适用于
年轻人的文化推广不是说教，而是新
鲜的、好玩的、好看的文化创意，这是
目前很多城市推广的流行方式。”郭佳
润坚信，将熟悉的运城文化元素和形
象融入文创产品中，这些文化符号走

进千家万户后，会让更多人感受
到运城的独特文化魅

力 。“ 之 后 ，我 们
计 划 深 度 挖

掘，增强文
化 数 字 化
呈 现 ，开
发 二 维
动 画 产

品 ，讲 述
运城故事，

相 信 能 够 大
有可为。”
融入多种文化元

素，把传统文化创新转化为备受
年轻群体喜爱的小物件，已成为当下
盛行的文化现象。这支初创团队，终于
被更多人“看到”，运城有关部门也找
到他们，希望借助他们的文化创意，研
发出兼具插画、文创的内容，延伸出一
条文化赋能的长远之路。

近年来，我市文化产业蓬勃发展。
以创新驱动为牵引，我市不断激发文
物和文化的活力，通过构建集展览展
示、研学教育、数字化传播、舞台演艺、
文创开发于一体的文化品牌矩阵，致
力于让河东文化焕发新的生命力。

在文旅融合方面，我市不断探索
创新形式与内容，围绕关公文化、七彩
盐湖、各级博物馆等资源，打造了独具
特色的文化 IP。通过创作一系列具有
深远影响力的文化作品和文创产品，
唤起了越来越多青年对传统文化的浓
厚兴趣，激发了他们内心对传统文化
的自信与热爱。

随着文创形式的不断多元化和生
活化，一批“90 后”“00 后”正在成为运
城文化传承和传播的中坚力量，为全
市文旅融合注入勃勃生机。他们以科
技为支撑，以文化为底色，用自己的作
品为运城带来了新的“流量密码”，持
续推动着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和文创
品质的提升。画家米雷受邀成为运城
文旅形象代言人，用漫画讲述运城的
城市故事；非遗技艺传承人创新传统
工艺，融入新材质、新技术、新创意，绛
州澄泥砚、掐丝珐琅技艺等非遗技艺
再绽时代华彩；青年蒲剧演员唱响河
东，把蒲剧传到大江南北……

展 示 文 化 ，共 建 文 化 ，年 轻 人 在
得到历史文化滋养的同时，也必将为
文化发展带来新气象，注入新动能。

（配图均由受访者提供）

一个“900后后””运城文创团队的开拓与坚守运城文创团队的开拓与坚守——

画出运城新景画出运城新景 文化赋能留香文化赋能留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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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鱼儿一样游》是杨星让
老师与爱妻王海琳新近出版的
小说、散文及书评合集，也是他
们出的第一本书。因为退休了，
从同事向荣手里接过杨老师送
到单位的签名赠书，回家就迫不
及待地翻阅起来，一直到深夜。
因为有几十年相识交往的文学
情谊浸染，又有《运城日报》旧时

“枣花”及现在的“鹳雀楼”和《河
东文学》两个文学园地的交集，
其中许多作品早都读过了，多半
还会勾起许多发表作品背后的
故事，所以越读越清醒，越兴奋，
非常愉悦。

次日早上兴冲冲给杨老师
打电话，感叹作品居然那么多，
平时还老说懒，写得少。尤其是
前面的自序《秋水文章不染尘》
写得别致，几乎成了镜鉴他的作
品风格的一面镜子，洗练，干净，
韵味绵长。杨老师自嘲地说，和
运城同时期起步的一批作家取
得的成绩相比，就没法说啦，大
半辈子，才和你嫂子凑了这么一
本。

大概是编辑、评论的职业习
惯，没寒暄两句，就迫不及待地
提及读出来的问题：一个是他们
两个人的作品没有明确分成上、
下编，是个欠缺；再一个，就是最
应该请毕星星老师写个序，就像
同事曹喜庆让他给作品集写序
评的理由一样，对他的创作情况
最了解呀。杨老师谦虚地说，毕
老师发现的作者，后来大都成绩
突 出 ，获 奖 、成 名 ，只 有 他 没 有 写“ 出
来”，非常惭愧，有朋友说，他是被编辑
工 作 耽 误 了 ，所 以 不 好 意 思 惊 动 毕 老
师，就自己给自己凑合了一个序文。

我说那得看从什么角度衡量。如果
从狭义的创作角度看，以他早期小说作
品体现出来的艺术灵气，或许运城、山西
乃至全国，真的少了一位赵奖甚至茅奖、
鲁奖作家，确实不无遗憾。但是如果换个
角度，作为一名文学副刊编辑，他对运城
新时期以来的文学贡献，是非常显著的。
想想《枣花》这个有开创之功的文学副刊
近二十年坚持不辍地发现、培育文学作
者，形成越来越壮大的作者群体，再扳着
指头数数从《运城日报》“枣花版”起步、
与《河东文学》共同推出去的作家和所取
得的成绩，其中属于他的发现、鼓励、培
育、助推之功，难道还少吗？这能说不是
一个功德无量的大成功吗？

杨老师听了，赶紧说，过奖了，过奖
了。我说不是客气话，因为又记起他在

《我说〈枣花〉》当中写的那句“至于说
《枣花》在一些人心中还有记忆，我是相
信的”，非常共鸣，并想起前阵子整理自
己过往的习作草稿，看到那篇《街头，走
来一位少女》，便又想起当初得到他悉
心指导和改稿、编发的过程，正好可以
见证杨老师是如何与作者互动，修改、
编发文学稿件的——

认识杨老师是在 1985 年。当时的运
城地区文联就和运城地区报社，一东一
西相邻而居于老东街东头的北侧。因喜
欢文学创作争取进入文联工作的自己，
除了在办公室承担的日常工作外，几乎
只做两件事：一是钻在办公室兼图书室
里，囫囵吞枣地疯狂阅读中外古今的文
学作品，同时不断写出所谓的“作品”；
二是拿着这些“作品”以近水楼台之便，
频繁让领导身份的李逸民、孙思义和王
自强、张毅、马斗全等多位作家老师指
点 ；还不断往隔壁的《运城报》副刊部
跑，奢望稿子能够变成铅字，正式刊登
在文学版面上。

看手稿标记的时间，记起是当年 8
月 9 日上午，在报社二楼最东侧南面办
公室里，由编辑吴芳林老师把我连同稿
子介绍给同组负责小说作品编发的杨
星让老师。后来才知道，他也是因小说
创作成绩突出，由当时尚在《河东文学》
编辑部供职的毕星星老师推荐，刚从邮
电局调进报社不久。当时我交给他的是
一篇《儿子没逃学》的短小说。他认真读
过，说整体可以，并指出一些具体需要
修改的地方。

难得杨老师这么“耐心烦”，我便得
寸进尺，又滔滔不绝地和他讲述了一个
琢磨了很长时间、题为《夏日之美》的构
想——最初的念头，源于随着夏天的来
临，街上看到许多女孩子穿出各种式样
新颖的衣衫裙装，看上去都呈现出风格
迥异、风姿绰约的美感，真的是一道道
悦目的美景。但是时不时会发现一些中
老年人眼里却乜斜出的憎厌的神色，还
有深恶痛绝的贬斥：穿的都像什么呀，
怪里怪气，人不人鬼不鬼的。言外之意，
这些女孩子也肯定不好了。这让自己意
识到，这一现象，不只是简单的代沟问
题，更折射出在改革开放之初，仍然存
在的旧时代黑白灰主色调对人们穿衣

审美观念的禁锢，并且还
残 留 着 以 貌 取 人 的 可 怕
偏见，是一个值得留意和
反映的题材。

但是这么一个主题，
如 何 以 小 说 的 形 式 去 表
现呢？苦思冥想 ，一直不
得要领。后来和朋友们去
游 泳 ，一 位 身 材 姣 好、肤
色 白 皙 的 女 子 摄 人 魂 魄
的美，和她刚冲过凉换好
米黄色的连衣裙，披着湿
漉 漉 的 长 发 飘 逸 离 开 的
身 影 ，让 我 意 识 到 ，这 就
是 这 篇 纠 结 心 头 的 稿 子
的主角了。但是故事如何
展 开 呢？有 一 天 ，在 街 上
的一个围观场合，看到一
个女子在众目睽睽之下，
踮着脚尖，走上新铺设的
亮 晃 晃 还 冒 着 热 气 的 柏
油路面上，把一位困在路
中 间 的 视 障 全 盲 老 人 扶
出来，我觉得这篇稿子可
以成形了。

杨老师耐心听完后，
结合人物故事，给出一个
建议：要注意集中一个镜
头，就是姑娘如何挺身而
出，把老人从刚铺设的发
热 粘 鞋 底 的 柏 油 路 面 上
扶引出来。他还针对我想
到 的 服 饰 审 美 等 庞 杂 的
内容，指出一篇不长的稿
子里面，也不要什么素材
都 表 现 得 到 ，放 不 下 的 ，

可以留给下一篇。
杨老师的话，就像催化剂，或者说

捅 破 了 窗 户 纸 ，一 下 子 让 自 己 茅 塞 顿
开，思路清晰起来。围绕着他指出的焦
点结构故事，并对琢磨的很多内容进行
合理的取舍，当天晚上就把这个在脑子
里面纠结了快一个夏天的题材一气呵
成。等修改几遍后，觉得可以拿出手了，
才鼓起勇气去见杨老师，并做好听取意
见继续修改的思想准备。

没想到杨老师读完，竟当下表态说
不错，文笔很好，像诗的语言。我说是按
散文写的，他则表示就故事的完整性和
人物塑造的效果，可以按小说发。尽管
还存在开头有点累赘和结尾有点紧促
的不足，交给他处理吧。

8 月 20 日，这篇作品就以杨老师改
换的题目《街头，走来一位少女……》正
式面世了，栏目标注为“速写”，挺别致
的体裁归类，真的是意想不到。过后不
久，杨老师又告知这篇作品在评稿会上
被评为好稿件，受到表扬啦。这可是自
己在心心念念的“枣花”文学副刊上刊
发的第一篇作品，值得纪念的意义又多
了一重。更为重要的是，这篇文章让我
认定了这位终生不改的文学老师。

我 的 回 忆 ，也 引 发 了 杨 老 师 的 感
慨，他说这就是文学编辑的乐趣所在。
不仅仅是像有些人理解的，只是为他人
作嫁衣的被动付出，还有把自己的文学
感觉、艺术表达、鉴赏能力融会到对作
者稿件的阅读、建议与修改当中以及最
终刊出的喜悦，更眼见有许多作者因为

“枣花”园地的发现、鼓励而脱颖而出，
走出运城，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知名的作
家，自己确实是很有成就感的。

他提及有一年编发了王振川的《爱
逛书店》，引起王西兰主席的注意，打电
话问作者是哪里的？因为短短的一篇稿
子里面，不少于三个细节，由此断定，这
是一个有潜力的成熟作者。现在，振川
的文学成就，自然已经验证了杨老师和
王主席的慧识与判断。我由此想到王主
席讲过的，他早年借调省作协的文学刊
物《山西文学》做编辑的时候 ，通过来
稿，发现了他永济的小老乡冯浩这个文
学苗苗，并为山西培育出一个具有现代
派创作风格的小说家。

聊到这里，我说咱们和提及的毕星
星老师、王西兰主席，有一个共同点，都
有文学编辑的经历呀！虽然和三位前辈
老师相比，自己在编辑岗位上的成绩远
不及他们那样显著，但是其中甘苦、个
中滋味，应该是共通的，至少，我也和杨
老师一样，觉得文学编辑工作的确是个
成 就 人 的 工 作 ，每 一 位 作 者 发 表 作 品
了，出书了，获奖了，那种满足感，甚至
比自己发表作品、出书、获奖还开心、幸
福、快乐。

打电话是想聊聊作品集，结果跑题
了。回头想想，杨老师夫妇这本作品集
收录的，都是他们的旧作，其中许多篇
都在《河东文学》《运城日报》“鹳雀楼”、

《运城晚报》“大河湾”编发过，熟悉他们
的读者都应该读过，它们的好，也早被
毕星星老师和王西兰主席以及文坛大
小作家及文友们一一阅读检阅过了，再
介绍，倒显蛇足了，反倒觉得聊起的编
辑话题，或许还有几分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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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赵卓菁） 3 月 24
日，夏县文化馆举办第一期戏剧免费培
训，为学员们讲解了蒲剧艺术的艺术沿
革。

据悉，该馆剪纸免费培训、广场舞
免费培训、声乐免费培训和美术书法免

费培训等免费艺术培训也已开启。剪纸
免费培训讲述剪纸的历史、手法与技
巧 等 理 论 知 识 ， 学 员 们 从 基 础 的 蝴
蝶、萝卜图案开始练习剪纸技巧。广
场舞免费培训让学员们学习舞蹈身韵
组合等。

夏县文化馆2024年戏剧免费培训开班

盐湖文创手机壳

《盐湖风物志》 局部

七彩盐湖插画

本版责编 游映霞 美编 冯潇楠 校对 郝鹏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