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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咚 ，咚 ”，3 月 26 日 下 午 4 时
许，随着三下清脆的敲门声，快递小哥
推门而入，“您好，是这里要寄件吧？”小
哥简短询问一下，很熟悉地走进房间拿
起放在桌子上的快递，“10 件，没问题
吧。”

这间 30 多平方米的房间，就是山
西之云造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之云造物”）的“大本营”。在这里，

“90 后”成了绝对主角，文创产品便是
他们对这个时代的表达。

“如果文创产品不能传播出去，那
对我们而言，将毫无意义。”“之云造物”
创始人周柯讲述他们对文创产品的理
解，这也是他们这个团队的共识。“每天
都会有不少单快递发往全国各地，这是
市场对‘之云造物’的肯定与认可，亦是
对运城文化、河东故事的欣赏与痴迷。”
周柯说。

解构，从“运”开始

“ 之 、云 ，合 在 一 起 ，就 是 运 城 的
运。”周柯满怀欣喜介绍品牌的价值理
念，“一切，都是为了更好地宣传运城。”

2023 年 8 月 ，“ 之 云 造 物 ”刚 刚 成
立，在外滩国际写字楼 316，一群年轻
人满怀憧憬，开始解构他们眼中的运
城。

通关文牒、书签、帆布包、水杯、雨
伞……办公室内，随处可见文创产品，
每一件都蕴含着他们的心血。

“比心血更重要的是我们真正挖掘
了 文 化 、表 达 了 文 化 ，并 将 其 传 播 出
去。”周柯拿出通关文牒，“这是我们与
运城市文化和旅游局合作出品的一件
文创产品，也是目前我最喜欢的一件。”
这 一 切 ，离 不 开 市 文 旅 局 对 这 个“90
后”文创团队的“偏爱”，尊重他们的“脑
洞”，支持他们的创意，让灵感充分表
达。

2023 年 10 月，通关文牒正式立项。
筹备谋划之初，如何展现河东大地丰厚
的文化遗产，成为一件头疼的事情。设
计团队给出两种方案，一是沿黄河呈
现，二是沿中条山呈现，可不管是哪一
种方案，都没有办法将 13 个县（市、区）
完全容纳。可如果换一种角度，从设计
之初，就将自己“代入”消费者的视角，
这样一本通关文牒，除了精美的插画展
示，还能为消费者提供些什么呢？

“线路！一条来自运城本地人推荐
的游玩线路！”周柯将自己对“游运城”
的理解加入通关文牒，才有了最后如画
卷一般铺展开来的河东名胜集锦。

“一开始的草图，是真抽象啊！”设
计师看到草图，眼前甚至于一黑，对于
一个没有什么美术功底的人来说，一条
孤零零的主线，延伸出几条支线，河东
名胜分布其间，倒也能从这粗糙中看出
几分细腻的情感。第二版草图，青山、大
河占据了一部分空间，又经过无数次沟
通、碰撞、调整，一幅“像样”的概念图诞
生了。

很难想象，这样一本制作精良、色
彩丰富、元素齐全、情怀满满的通关文
牒，其滥觞竟只是一张白纸上的潦草几
笔。

大道至简，万物归一，他们的解构
收获了认可。“运城历史本就厚重，哪怕
只是将众多文物古建罗列上去，都足够
精彩。可我们不想做这样简单的‘复制
粘贴’，我们要做自己眼中的‘运城’。只
有当我们自己认可它、理解它、热爱它，
才能在万千可能中找到一条让游历者
愿意选择的路。”周柯说，“这条路，也是
真正将运城宣传出去的最便捷的门径
之一。”

幸好，他们做到了。

2023 年 12 月 23 日，通关文牒一经
上 线 ，便 引 爆 全 网 ，线 上 线 下 准 备 的
2500 册通关文牒，不到一个月就销售
一空。一段时间以来，来运城博物馆购
买通关文牒以盖章打卡，成为一种“来
运城，绝不能错过”的风尚。

问心，无愧热爱

“设计的意义，不是画照片，是加入
创新想法。”“之云造物”“90后”设计师王
艺峥说，作为创始人之一，她常常坐在电
脑前，拿起画笔为文创产品勾勒、描摹、
填色，工作忙碌时，加班到凌晨是常态。

同王艺峥的态度一样，这个年轻的
团队不认为加班忙碌是一种痛苦，“毕
竟，我们加班加点是为了按时完成任
务，哪有创业不艰辛。更何况，我们热爱
这份工作。”

热爱这个词，多少有些梦幻。可这
些蕴含着丰富情感的文创产品，确实是
在梦幻中诞生的。

王艺峥本科毕业后，留在杭州创立

自己的服装品牌。是的，一开始，她主业
是服装设计。2023 年 9 月加入“之云造
物”，于她而言，也是一次梦幻的跨界之
旅。

“别看都是设计，服装设计与平面
设计还是有很大不同。”王艺峥说，“但
好在，这是我热爱的事。”

王艺峥将她的热爱定在 3 个维度：
绘画、擅长画、责任感。

事实上，通关文牒内页上的几十
幅插图，就是她的作品，七彩盐湖、运
城博物馆、解州关帝祖庙、永乐宫、龙
门景区……

绘画，也没那么容易。“一些著名的
古建筑是能找到清晰照片的，可以比对
参考。可一些没那么知名的景点，连一
张合适的照片都难找。”王艺峥说。

因此，70 余幅插图，她的足迹也几
乎遍及插图中的这些地方。“光看照片
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实地采风。亲眼
见到古建，置身其中，收获的感受与冰
冷的照片是完全不同的。”王艺峥回忆
起自己去栖岩寺塔林的那天，作为一处
她从未踏足过的文保单位，除过“恶补”
的前期历史文化背景知识，剩下的，她
一无所知。

2023 年 11 月，一个普通的冬日黄
昏，王艺峥来到栖岩寺塔林。几道斜阳

打在塔林上，光与影之间，一半沧桑一
半朝气，就好像历史的回音在这一刻终
于有了听众。后来，塔林上的这片光影，
也留在了通关文牒上。消费者可以透过
色彩缤纷的插图，窥见那日王艺峥眼中
的古建，窥见属于河东之子眼中与文化
相关的难忘回忆。

除此之外，永乐宫上的鸱吻、飞云
楼上的卯榫结构，王艺峥也都一比一还
原出来。线稿的复杂程度，就好像复刻
了古建筑的设计图，在她花费一周时间
埋首绘制线稿的同时，运城古建的深厚
内涵也留在上面。

“我最喜欢的文创产品，是关帝庙
画扇金属艺术书签。”王艺峥回忆，她跟
随导游的步伐游览解州关帝祖庙，在一
个意想不到的地方，于牌坊之后看到了
传说中的古柏飞龙，她也通过画笔将其
记录下来。

画扇书签上，祥云、琉璃、牌匾、飞
龙，灵动鲜活。“消费者可以‘看’到我眼
中的运城文化，我的工作，将运城宣传
出去了，这是难得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她说。

出发，脚步无歇

3 月 26 日，通关文牒也进入最新一
版的印刷阶段。

这不是普通的再版，而是再度调整
与更新。

对 细 节 的 重 视 与 把 握 ，这 群“90
后”格外认真。第一版与最新一版通关
文牒放在一起比对，可以明显发现不
同。第一版通关文牒左右两边厚度不
一，最新一版已经解决这一问题。

“翻开内页，我们也会陆续丰富插画
内容。更重要的是，通关文牒的印章是不
断更新的。”周柯深知他们是年轻的团
队，年轻意味着敢想敢做的冲劲，更意味
着精益求精的态度，在实践中不断学习，
才能创作出更加精良的文创产品。

2023 年 12 月 23 日、24 日，“之云造
物”准备了雨伞、书签、文化衫、帆布包、
明信片、水杯、通关文牒等 5000 余份文
创产品，在线上抖音直播间与线下米雷
运城博物馆见面会同步售卖。两天时
间，无数包裹飞往全国各地，他们的库
存也已告急。

截至目前，每周两次的线上直播都
能获得不错的销量，一次超过百单的数
据足以“支撑”起他们的成就感。“我们
的订单来自全国各地不是吹牛。后台数
据显示，最远的订单是在西藏、新疆，最
多的订单来自浙江、上海等地。”周柯
说。

市场的认可，让这个团队产生了莫
大的信心。

“之云造物”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后
续的文创产品设计与制作上，信奉“出
品即精品”的他们，通过市场反馈，定会
将文化“软植入”这一概念贯彻到底。

讲述运城文化的“走心”之旅，仍在
继续。“之云造物”即将推出的新品文创
文 化 茶 具 ，会 再 一 次 向 大 众 展 示“90
后”眼中的历史。这套茶具以永乐宫《朝
元图》壁画为蓝本进行创作，同之前一
样，简单将壁画内容“复制粘贴”的事，
设计团队是不屑去做的。

观摩、研究、解构《朝元图》是他们创
作的必经之路。“茶席用永乐宫祥云纹装
饰，茶杯上点缀永乐宫山水元素。”周柯
介绍，这些文化元素，不是简单“扒”下来
的，而是解构壁画上的特有元素，将祥
云、服饰纹饰融入文创产品本身，再让文
创产品融入生活，真正使河东文化成为
可视、可玩、可用的实物认证。

“ 这 套 预 计 4 月 底 上 市 的 文 创 茶
具，还有待市场检验。”周柯说，他们对
产品质量，有绝对的信心。

这 群“90 后 ”讲 述 自 己 眼 中 的 历
史，在这之中，他们也将青春镌刻在文
化的轨道上。这一次次灵感迸发的创意
与精益求精的坚守，让他们的创造，无
可替代，也勿需替代！

（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又一支又一支““9090后后””文创团队的文创团队的““走心走心””之旅之旅——

看看““之云造物之云造物””怎样为运城怎样为运城““圈粉圈粉””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牛嘉荣牛嘉荣

不久前，临猗县猗氏镇的三个城
中村“兴教坊村”“贵戚坊村”“崇相
西村”整体转化为兴教坊社区、贵戚
坊社区、崇相西社区。相邻的一部分
规模较小、无物业管理小区也被分别
划归这三个社区管理。

这一变化似乎意味着，“村”这个
名称将在临猗县城成为过往。

感慨之余，作此短文，以为纪念。
据清朝康熙年间《临猗县志》记

载，“猗氏县，城内有四坊，城外有九
都。都下为里，里下为村”。

城内四坊：兴教坊、崇道坊、三相
坊、贵戚坊。

解放后，临猗县城之中，有三个
“城中村”，分别谓之崇相西村、贵戚坊
村、兴教坊村。

其中崇相西村位于县城的南半
部。它是由“崇道坊”“三相坊”“县城西
关”三个自然村组合而成。

此“坊”的含义为街道、里巷，城市
空间布局之单位，而非作坊、牌坊之
意。古时，聚众而居者，城内称坊，郊区
叫村。

这其中，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三相
坊”，即三相张家。张家祖孙三代同为
唐时三朝宰相，这在中国两千多年的
封建社会中，是绝无仅有的。

三相之家分别是：第一宰相张嘉

贞，唐玄宗开元年间名相；第二宰相张
延赏，唐德宗时期宰相，张嘉贞之子；
第三宰相张弘靖，唐宪宗时期的宰相，
张延赏之子，张嘉贞之孙。

猗氏县城内，西南位置的一个里
坊，自东晋时期，就是此张家的祖居之
地，尤其唐代出了三代宰相，这个地方
从此改名为“三相坊”。

唐朝书画大家、名作《历代名画
记》作者张彦远就是此张家之后代。

查看清朝时期县志地图，根据方
位推断，“三相坊”即三相张家祖居地，
大体位置应在临猗县城体育广场东
侧，原县直第三幼儿园门口往南，曲曲
折折的巷道即是。

只可惜，昔日金碧辉煌的张家府
邸、前庭后院、百年富贵，历经千年沧
桑、岁月变迁，早已烟消云散、无影无
踪。

……
周末，或一人前往，或邀三朋两友

同行；可朝，可暮，抑或万籁俱寂之时，
悄然无声漫步于此曲曲弯弯小巷深
处，戴上耳机，暗自听着《秦王破阵乐》

《霓裳羽衣曲》等大唐音律，穿越时空
回到一千四百年前的大唐盛世，暂且

“忘却三千红尘事”，感叹着今日祖国
之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倒也有几分快
意。

“崇相西”名称之渊源
■杜文豹

本报讯 （记 者 赵卓菁） 连 日
来，盐湖区文化馆积极推进“下基层
舞 蹈 公 益 培 训 ”， 走 进 姚 孟 街 道 西
建·天茂城小区，为小区的居民们送
去了专业的舞蹈培训。

盐湖区文化馆为西建·天茂城小
区居民精心编排了广场舞 《山丹丹花
开红艳艳》 舞蹈课程，包括舞蹈基础

的讲解和舞蹈技巧的训练。小区里数
十名舞蹈爱好者积极报名参加舞蹈培
训，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认真学习
动作，跟随音乐节奏，踏着欢快的舞
步，展现出热情和活力。大家纷纷表
示，希望这样的公益培训能够经常举
办，为社区居民带来更多的文化福祉，
进一步丰富小区居民的文化生活。

盐湖区文化馆开展舞蹈公益培训

本报讯 （记 者 游映霞 通 讯
员 郭 璇） 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培植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情怀，3 月 23
日，河东书房广电示范馆邀请 30 位读
者参加京剧脸谱绘制活动。

京剧，又称京戏等，流播全国，影
响甚广，有“国剧”之称。京剧脸谱艺术
是我国重要的“非遗”文化之一，是中
华民族戏剧特有的面部化妆造型艺
术。

活动现场文化气息浓厚，工作人
员为读者讲解了京剧的基本知识，包
括脸谱及其象征意义、角色介绍等。小
读者饱含创意和激情，手持画笔，用精
心挑选的颜料，创造出精致的京剧脸
谱人物。

此次京剧脸谱 DIY 活动不仅展
示 了 中 华 民 族 灿 烂 的 文 化 ，更 是 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次弘扬与传
承。

河东书房广电示范馆举办京剧脸谱手工活动

本报讯 3 月 21 日，由河津市阳
村街道党工委、办事处主办，河津市
三晋文化研究会、河津市史志文化研
究会、阳村街道西辛封村党支部、村
委会承办的百名学者“史圣故里访先
贤”纪念活动，在西辛封村举行。

此次活动是学习运用“千万工
程”经验的一项具体举措，旨在坚定
文化自信，挖掘文化资源，弘扬“史
圣”精神，赓续龙门文脉，助推乡村
振兴。

太阳村皮氏锣鼓队、西辛封村锣

鼓队举行了精彩的表演，铿锵的鼓乐
展现了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力量。来
自运城、河津两级文史、书画、楹联
领域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活动。
与会人员了解了司马迁故里景区规划
建设情况、司马迁影壁图与生平事迹
展，并与司马迁后裔共同祭祀司马迁
祖茔。随后，围绕 《史记》 与司马迁
研究成果，与会专家进行了座谈研
讨，进一步传承“史圣”精神，为文
化强市建设贡献更大的力量。

（武咏梅 张星芳）

河津西辛封村举办“史圣故里访乡贤”活动

本报讯 （记者 赵卓菁） 近日，
稀有剧种河东道情演出走进盐湖区解
州镇社东村。

演员们身着精美的传统服饰，以
其独特的表演风格和精湛的技艺，将
河东道情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他
们独特的唱腔，仿佛将人们带回到过
去的岁月，让台下的观众们感受到这
一稀有曲艺的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

演出恰逢当地的传统节日风后
节，村里举办了延续千年的古会。风后

节庆祝活动与河东道情演出相得益
彰，节日的氛围中弥漫着欢乐和喜庆。

本次演出由盐湖区文化馆河东道
情传习所的老师和河东道情传承者爱
好者表演。相关负责人说，演出为当地
居民提供了一个近距离接触和感受传
统文化的机会，这不仅是一场艺术的
展示，更是对稀有艺术种类的传承和
保护。通过这样的活动，让更多的人了
解和欣赏河东道情，唤起大家对传统
文化的重视和保护意识。

“河东道情”走进解州镇社东村

永乐宫文创书签

本版责编 游映霞 美编 冯潇楠 校对 郝鹏飞

飞云楼线稿

“之云造物”创意团队在博物馆参观学习。（资料图片）

飞云楼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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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乔 植） 近日，
“霍扬碑”书法艺术交流活动在临猗
县举行。省书协、市文联、临猗县有
关部门负责人等 50余人参加。

活动介绍了“霍扬碑”书法价
值，并向该县耽子镇霍村村“两委”
捐赠 《霍扬碑传奇》《霍扬碑碑赋》
手稿资料等。

据了解，“霍扬碑”全称密云太守
霍 扬 碑 ，现 存 于 临 猗 县 博 物 馆 ，于
1979 年被公布为全国第一批书法艺

术名碑，也是山西省存世魏碑之冠。该
碑文乃魏体书法，通篇 452 字，将魏碑
的特点发挥到极致，仪态万方而兼具
正大气象、细腻俏拔且多有创新笔触、
质朴厚重却不乏诗意情愫。多年来，临
猗县围绕传承弘扬“霍扬碑”做了大量
工作，多次举办笔会、专题讲座等。

活动当天还邀请了中央美术学院
中国画与书法学院教授举办“霍扬
碑”专题讲座，并与书法爱好者作较
深入的交流。

“霍扬碑”书法艺术交流活动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