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遗之城，多彩绽放。9月9日，海丝艺术季——“符码演
映：数字织造的路径”艺术展在晋江开幕。来自全球的六位
知名数字艺术家作品齐聚，献上国内首秀，向市民送上时尚
艺术饕餮盛宴，展览将持续开放至11月13日。

穿越一座城，赴艺术之约。这是晋江普通市民与艺术的
相看两不厌，更是这座以产业名扬海内外的城市，在拔节向
上的进程中，为自身注入更多因子的必然选择。这亦是创新
发展“晋江经验”文化赋能城市的全新尝试。从产业到城市，
从制造到时尚，多元的艺术呈现、多样的艺术空间、多彩的艺
术活动，与产业制造相融相生，走出一条“晋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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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晋江紧扣市民的精神需求，
丰富文化活动，提升城市文化品位，以文
化“软实力”为城市“赋能加码”，提升城
市的内部凝聚力和对外竞争力。

在晋江，除了三大世界遗产点草庵、
安平桥、磁灶窑，非遗数量更是庞大，现
有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80个。近年来，晋江积极推动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不断探索“非
遗+”模式，在保护中赓续城市的历史和
文脉，在创新中将城市文化遗产、文物典
籍转化为消费体验和产业发展的潜力。

晋江亦不放过任何一个推荐特色文
化的机会。今年 4 月，第 24 届中国（晋
江）国际鞋业暨第七届国际体育产业博
览会上就首次设立了文体旅融合展区，
掌中木偶、高甲戏、南音……晋江非遗项
目吸引了许多客商驻足。

文化艺术不应局限于专门场馆，更
要呈现于更多公共空间，才更能在春风
化雨中以美育人、以文化人。音乐、舞
蹈、戏剧……一场场文艺活动，将整座城
市的文艺氛围逐渐拉满。晋江市财政每
年都会投入 500万专项资金，用于全市
基层公益性演出和惠民剧场演出。“大美
晋江”惠民工程自 2014年开展以来，累
计演出近 1000 场，其中戏剧精品进剧
场、进镇村、进企业、进校园近600场。

晋江也不断探索创新“文体旅+”模
式，将晋江文化、体育、旅游资源以多样
的形式融合、展示，并吸引了一系列文体
旅项目签约落地。

城市品牌的形成需要立足自身文
化，提炼城市气质，将“一个人”转化为

“一群人”，让“一时热情”成为“一市品
牌”。然而，城市品牌的塑造不等于符号
复制或形态模仿，而是反复打磨的过
程。多年来，晋江持续不断优化公共文
化服务供给，通过逐步完善城市图书馆
群，形成市区“15分钟文化圈”、乡镇“30
分钟文化圈”，让城市文化气息随处可
触、随时可感。

文化绵延，熠熠重光。创新发展“晋
江经验”需要文化更多赋能，提升城市及
产业竞争力，吸引更多高端人才。以产
业为根基，融入文化艺术基因的晋江，必
将更加多彩。出圈的城市文化将吸引来
的“流量”变成“留量”，最终成为助力晋
江建设中国民营经济强市的“增量”，也
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题中之义。

数字艺术展启幕后，利郎艺术中心正式揭开神
秘面纱。日后，在这个当代艺术聚焦地，艺术将通过
不同形态进入大众视野。一批批热爱文艺的市民可
以徜徉其中，尽情享受高质量文化大餐。

其实在晋江，这样的公共空间已有很多，它们带
来的微妙化学反应正浸润着这座城市。

“走，去982打球！”“走，去982滑雪！”“走，去982
喝咖啡！”……如今，在位于池店镇的安踏晋江总部，
安踏打造的 3000平方米的 982创动空间，正在成为
潮流青年、运动爱好者以及KOL的社交打卡地。

晋江企业家对于发源地的感情，总是特殊的。
时间回溯到 40多年前，晋江还是一个“高产穷县”。
凭借独特的区位和侨乡优势，一批批晋江人卷起裤
管，洗脚上岸，拼搏于商品经济的大潮中。40多年
来，这批晋江企业家“敢为人先”，秉持“爱拼敢赢”的
精神，在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史上拼下一片天地，书
写了“晋江经验”的传奇。而今，在发展壮大自身事
业的同时，他们不忘桑梓、反哺家乡。

企业反哺家乡，有很多种方式。这些年，除了投
资建设、产业扶持，越来越多像利郎、安踏、七匹狼这
样的头雁企业，以其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跳出物质
层面，在不同区域与不同行业穿针引线，通过艺术、时
尚等新元素赋能城市，激活城市活力、释放城市潜力，
为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做积极探索。这种探索，不是
一次性地“送温暖”，而是可持续的公益慈善行为。

不久前，68名来自晋江和海峡对岸的青少年齐
聚一堂，开启了为期5天的研学之旅。其中，七匹狼
男装博物馆是此行重要的一个研学点。在这里，青
少年们犹如走进时光隧道，“穿”越古今，一览华夏衣
橱的千年美学。同时，沉浸式观赏一件衣服的诞生
与品质把控，并在老师的指导下，利用丰富多样的面
料，结合天马行空的图案设计，邂逅一场艺术美学，
感悟传承非遗技艺的重要性。

头雁企业的反哺，宛如新鲜血液，贯穿晋江重要的
城市命脉，既让晋江焕发生机，又与这片土地紧密相依。

利郎艺术中心中轴，一个 12米宽、4.5米
高的巨大不锈钢拉链映入眼帘。英国装置艺
术家亚历克斯·钱尼克的《回头见，鳄鱼》作
品，“拉开”了艺术展的序幕。

在这一由暗至亮、自内而外的空间脉络
里，利郎携手法国、加拿大、瑞士等地的六大
国际知名艺术家，为观众“织造”一场充满时
尚感的时装产业路径。2300平方米的观展空
间中，虚拟与现实技术、声音雕塑、数字动画
打破常规相互交融，颠覆了大众对现实的视
觉感知。作为一种新型艺术类型，数字艺术
为观众创造了极为丰富的感官享受，使观众
沉浸其中，带来与众不同的感知和审美体验。

“站在这个红点看到的，与站在那看到
的，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利郎集团总裁王良
星带领记者体验，在特定位置装置中，感受法
国艺术家奥利维埃·拉齐的光影作品《德尔
塔》。在这件作品中，线条是构成几何符号的
基础元素。利郎数字艺术展试图通过这件作
品延展开来，比喻服装“生产”阶段的核心要
素之一“线”。不仅于此，印花、纸箱……服装
产业中必不可少的要素，在利郎数字艺术展
中，都有对应的艺术作品巧妙呈现。

“这么高端的数字艺术展，过去最多只能
在上海看到。不要说晋江，就是福建都很少
见。”艺术厦门博览会艺术总监、厦门超旷美
术馆艺术顾问滕丽提前从厦门赶来。“作为企
业家，能把艺术品与自己的产业密切链接，这
是很好的思维、策划。利郎为所扎根的城市，
注入了新的艺术因子。”

在高7米、宽9.5米的LED屏幕里，一座行
走的极简主义建筑不断变换着形状、图案和
几何形态。随着建筑材料和行走的无尽变
化，作品表现了可持续进化的力量，预示着可
持续发展的无限可能。“它就像咱们晋江人，
一直在奔跑，一直在突破自我；也像这座城
市，一直在革新，一直在焕发生机。”观展的刘
先生对着孩子，说着自己的理解。

听罢，王良星欣慰地转过身。“这些年，我
们一直在思考，除了经营好企业，还能为这座
城市做点什么。”在王良星的理解中，做服装
就是做艺术。他热爱着晋江，希望通过艺术
展，让市民慢慢体验、感受，接受艺术的熏陶，
从而提升市民和城市的品位。

数字织造时装产业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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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产业城市同频共振

头雁反哺

持续提炼晋江城市气质

文化赋能

位于晋江市区的利郎文创园 （刘翼/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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