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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自 2018 年起举全市之力，从多领域
多角度发力，加快世界文创、旅游、赛事名城，
国际美食、音乐、会展之都的“三城三都”城市
品牌建设，尽力将成都打造成独具特色的世
界魅力名城。在全球文化多元共生、竞相绽
放的时代背景下，城市传统文化的繁荣与传
承不仅是城市魅力的集中展现，更是衡量其
国际影响力与综合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在这
座城市中，芙蓉文化不仅是历史的集体记忆，
更是新时代文化创新的重要资源。成都，这
座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新潮文化的城市，
正站在新时代的潮头，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和
深邃的视野，探索着传承与创新芙蓉文化的
全新路径。

芙蓉花与成都的历史渊源，可追溯至千
年之前的后蜀时期，其故事之丰富、情感之深
厚，足以令人动容。早在五代后蜀时期，芙蓉
花就与成都结下了不解之缘。据历史文献记
载，后蜀国皇帝孟昶为博得宠妃花蕊夫人的
欢心，特颁布诏令，令成都市民广植芙蓉。每
逢深秋，满城芙蓉花竞相绽放，四十里如锦绣
铺展，成都因此得名“锦城”“蓉城”，这一美
誉流传至今。花蕊夫人对芙蓉花的偏爱，以
及她与孟昶之间的深情故事，使得芙蓉花不
仅成为成都的象征，更被赋予了爱情与忠贞
的美好寓意。这一历史典故，为芙蓉花成为
成都市市花奠定了深厚的历史与文化基础。
自那时起，芙蓉花便与成都的历史紧密相连，
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兴衰变迁。

文化传承并非是对传统的简单复制，而
是在深怀敬意守护传统精髓的同时，依据现
代社会的需求与发展，进行富有创造力的转
化与革新性发展。1983 年，芙蓉花被正式确
定为成都市市花，这一决定不仅反映了芙蓉
花在成都文化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也象
征着现代成都的气质与精神，温婉而娴雅。
为了弘扬芙蓉文化，成都市政府曾举办过多
届天府芙蓉花节，成功培育出多种花型和花
色丰富的芙蓉品种，使得芙蓉花在城市中的
栽种量不断攀升，成为成都城市形象构成的
重要元素。芙蓉花独特的文化内涵、坚韧不
拔、乐观向上的品格，以及包容友善的精神，
成为成都人民生活态度和城市精神的最佳
体现。

然而，在新时代的传承发展过程中，芙
蓉文化却面临着诸多挑战。文化符号的模
糊与同质化，使得芙蓉文化难以凸显其独
特魅力。数字时代，芙蓉文化的传承与传
播也遭遇断层与遗忘的风险。此外，芙蓉
文 化 品 牌 塑 造 不 足 与 保 护 利 用 之 间 的 冲
突，也对其持续发展构成了严峻挑战。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
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
持久的力量。”同样城市文化的自信也是市
民 的 精 神 家 园 建 设 和 城 市 发 展 的 重 要 命
题，它支撑着整个城市社会发展和新质生
产力的创建和重构。

“千林扫作一番黄，只有芙蓉独自芳，唤
作拒霜知未称，细思却是最宜霜”，苏东坡的
诗句揭示了芙蓉花的品性秉赋与蜀地文化的

“乐观、包容、友善”的文化气度和大爱情怀。
今天，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是，我们应该如何
让成都的芙蓉文化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新
时代的城市文化建设如何与历史、与传统文
化联通相承，并展现新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从发达国家花文化传承经验中，我们是否可
以觅得一些经验和启示。

在日本东京，每年樱花盛开的季节，精心
策划的樱花节就会如约而至。赏花大会、音
乐节、灯光秀等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活动，充分
利用了樱花短暂而绚烂的花期，吸引国内外
游客前去观赏，樱花被打造为日本的国家文
化符号。荷兰则凭借其精准的花卉种植技术
与卓越的市场策略，将郁金香这一花卉品牌
推向了国际舞台。通过举办花卉展览、建设
主题公园、与国外机构合作推广郁金香种植
以及开发一系列郁金香衍生品，荷兰形成了
完整的郁金香产业链，极大地提升了郁金香

文化的经济价值与社会影响力。而在法国，
普罗旺斯的薰衣草文化被巧妙地与地域经济
结合起来，通过实施薰衣草田的观光旅游、薰
衣草产品的多元开发以及薰衣草文化节的举
办，成功地将薰衣草融入了旅游、农业与文化
产业之中，实现了薰衣草文化的深度传承与
多维度发展。

成都可以通过精心策划芙蓉赏花季、芙
蓉音乐节、芙蓉光影秀等系列活动，将芙蓉的
娇美与成都市民的娴雅生活完美融合，让游
客在赏花之余，更能感受到成都深厚的文化
底蕴与独特的城市魅力。同时，深入挖掘芙
蓉的历史故事与文化寓意，让芙蓉不仅成为
视觉上的享受，更是心灵上的触动，成为成都
人心中的文化标识。参看荷兰郁金香产业链
的成功构建，成都可依托先进的农业科技与
市场需求，打造芙蓉种植基地，培育优质芙蓉
品种，同时进一步扩展和延伸芙蓉花居家用
品和馈赠佳品等各类衍生产品，形成集观赏、
休闲、购物于一体的芙蓉文化产业链，让芙蓉
之美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助力乡村
振兴与城市发展。成都可依托其丰富的自然
景观与人文资源，设计芙蓉主题旅游线路，如
芙蓉小镇探秘、芙蓉古道徒步、芙蓉花海摄影
等，让游客在亲近自然的同时，深入了解芙蓉
文化的深厚底蕴。同时，结合成都的美食文
化，推出芙蓉主题宴席、芙蓉特色小吃，让游
客在品味成都美食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芙蓉
文化的独特韵味。

今天，文化与数字技术相遇了，怎样的蝶
变将会产生呢？时下，借助科技的翅膀，传统
文化资源上“线”入“云”，文化遗产项目跨

“界”出“圈”，纷纷触动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文化的数字化
锻造了全新的文化业态和文化场景，动漫游
戏、电竞潮玩，新质业态蓬勃发展；视听音乐、
无人机天幕、文旅创意浪潮席卷，中华文化和
城市场景日日翻新。

“一部剧带火一座城”“一首歌诠释出城
市的精神和气韵”。如今，成都不仅在借助
各种新媒体频频出圈，通过举办电影节和
影视奖活动提升文化影响力，更是借助数
字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和发展的机会，在影
视、音乐、潮玩、电竞、游戏、动漫等新兴领
域展现出加速发展之势，新文化、新产业蓬
勃而出。成都可以通过更多以芙蓉文化为
内容、为背景的优秀作品，推动城市文化的
传播与再创生。利用时下受众追捧的短视

频、网络剧、直播等新兴形态，动员全社会
参与，创作出活色生香的芙蓉文化作品，让
传统与现代、历史与未来、现实与科幻，在
芙蓉文化里聚焦，在融合与裂变创新中消
费、传播和扩散。

成都不仅要深入挖掘芙蓉文化的丰富
内涵与独特价值 ，更要勇于担当、敢于创
新，积极探索芙蓉文化与地方文化、与城市
发展深度融合的新路径与新模式，让这朵
历史之花在新时代沃土中绽放，让这座历
史名城的文化底蕴在新时代的阳光下熠熠
生辉，让芙蓉之美成为成都向世界展示的
又一张璀璨名片！

本论文为 2024 年成都市市级公共文化服
务专项项目“新时代成都芙蓉文化传承发展
研究”阶段性成果。

传承培育成都城市特色中的芙蓉文化
谢梅/文 冉玉杰/图

熊本县位于日本九州岛西部腹心地带，
虽然县名中有“熊”，但实际上当地其实没有
任何野生熊。熊本原名“隈本”，直到近代才
改名为“熊本”。

可是就在没有熊的熊本县，却诞生了一
只世界上颇具知名度的“黑熊”——熊本熊，
进而成为熊本县的重量级“城市 IP”。2011
年，九州新干线开通，带动了当地的旅游
热。熊本县政府为了振兴观光，专门邀请著
名设计师打造了熊本熊这样一个吉祥物。
熊本熊凭借圆圈腮红、呆滞目光以及五短身
材得到了公众的喜爱。熊本县政府于是再
接再厉，策划了一系列营销事件。先是聘请
熊本熊为临时公务员，负责去大阪分发一万

张名片，进而任命熊本熊为熊本县营业部长
兼幸福部长，工作内容是用它擅长的体操，
到各地散播趣味和幸福。接下来 2013 年，
还在东京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地寻找“腮
红”事件……

一连串组合拳出来后，这只来自熊本县
的“黑熊”，从无到有地成为世界知名的城市
IP，每年吸引着数百万的游客来到熊本县。
此外，熊本熊还和多个品牌进行联动，如
BMW 曾推出熊本熊迷你汽车、徕卡相机打
造两款熊本熊特别版相机等。一个再创作出
的城市IP，却凭借着紧跟时代潮流的营销手
段成功出圈，熊本熊的成功堪称“城市IP”打
造的范例之一。

近年来，“一部剧带火一座城”已经越来
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之中，而这些热播
剧也在无形之中为城市增加了新的“城市
IP”。比如 2024 年年初热播的《繁花》，就让
上海的黄河路成为热门旅游地；《故乡，别来
无恙》则带火了成都的金融城双子塔、339天
府熊猫塔、望江楼公园等城市地标。

实际上，一部电影或者电视剧，让一座城
市火起来，并非是近年来的独有现象，在国际
上也有许多同样的范例，美国温特赛特小镇
（Winterset）同样也是如此。温特赛特镇位于

美国衣阿华州麦迪逊县境内，而当地知名度
最高的罗斯曼桥（Roseman）就横跨在温特赛
特小镇西南方向的Middle River之上。

1995 年，电影《廊桥遗梦》上映，剧中那
座长20多米的红色罗斯曼桥瞬间爆火。一
时之间，这座小镇收获了来自全世界关注的
目光。无数人慕名而来，就为了站在男女主
角相识相知相爱的那座桥上拍照并留言。时
至今日，廊桥内的木板上写满了游客对爱情、
生活的感悟之词，而罗斯曼桥也成为当地最
有名的城市IP。

创意营销的IP范例

影视IP带火小镇

苏黎世位于阿尔卑斯山脉北麓，在克里
特语中是“水乡”的意思。从阿尔卑斯山上化
开的冰水在苏黎世汇聚，形成了清澈见底的
苏黎世湖。一半是山川，一半是湖水，屹立在
山水之间的苏黎世，天然拥有着得天独厚的
旅游资源。阿尔卑斯山、苏黎世湖，成为苏黎
世最具影响力的自然景观“城市IP”。利用阿
尔卑斯山的资源，瑞士将苏黎世及其周边打
造成了世界上最具知名度的滑雪胜地之一。

自然景观并非苏黎世的全部，这座城市
在自然景观的城市IP外，还有着深厚的历史
人文 IP 和金融 IP。坐落在苏黎世的瑞士国

家博物馆是瑞士最大规模的博物馆之一，苏
黎世大教堂则是苏黎世的标志性建筑，向世
界展示着瑞士的历史文化底蕴。

值得一提的是，苏黎世还是全球金融和
银行业的重要中心之一，世界著名的金融集
团瑞士联合银行、瑞士信贷银行、苏黎世金融
服务集团的总部均设在该市。在一座人口只
有40多万的城市里，汇聚了120多家银行，其
中半数以上是外国银行，故享有“欧洲百万富
翁都市”的称号。无数人口中神秘且富有的

“瑞士银行”，其原型所在地，就在这座山水间
的金融之城里。

山水间的金融之城

他山之石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也是城市IP孕育的摇篮。在城市文化的滋养下，诞生出的城市IP，已

经成为一座城市向外界传递自己个性特征的符号。纵观世界知名的各个城市，我们都能发现

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城市IP，这些城市IP可以是自然存在的，比如玉龙雪山之于云南丽江，阿

尔卑斯山之于瑞士苏黎世等；也可以是诞生于城市的历史文化之上的传承，如成都的芙蓉花、

西安的兵马俑、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伦敦的白金汉宫；还可以是随着新文化、新产业的兴起，城

市在自有特色基础上的“再创作”，如成都大熊猫、淄博烧烤、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日本熊本县熊

本熊等。这些城市IP在新的运营理念和手段之下，被赋予了跨界叙事的能力，不仅建立起了人

与城市IP之间的情感纽带，同时也让城市随着城市IP的宣传更鲜活、更立体。

世界名城的“IP密码”

成都市花——芙蓉。

宋《红白芙蓉图》之红芙蓉。 李迪 东京
国立博物馆藏

齐白石笔下的芙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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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为《遮天》动画设计的银花丝饰品。

蜀地芙蓉花具有“乐观、包容、友善”的文化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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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梅，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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