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志庆正在向来访客人介绍瓷板画。 记者/姚时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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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时游历各地 经受文化洗礼

登高望远，只见江面烟波浩渺，白帆点点，群山由近及远，渐

渐淡去。画面配唐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这就是以《登鹳雀楼》为题材创作的瓷板画。

圆形瓷板画装裱于木板中，近看十分精美，远看非常壮观。

一手创办湖南蠡庄机械配件有限责任公司和株洲哈迪威紧

固件有限责任公司的林志庆，成天与机械配件打交道，为何会与

诗词结缘？自称与新中国同龄的他，道出了其中缘由。

林志庆幼时随父母从上海迁居株洲。早年的艰辛生活，让

他从古诗“多经疾苦，可与谋摄生；多历忧患，可与图涉世”中领

悟到吃苦耐劳、奋发图强的人生哲理，小时候就敢在株洲北站到

达场捡拾火红的煤渣作为家用燃料。

求学期间，他熟读《水浒传》《红楼梦》《唐诗三百首》等大量

书籍，对不少诗词早已倒背如流。还有过一次耗时半年的“千里

走单骑”，去十多个城市寻找诗词原型。在成都武侯祠，他追思

诸葛亮“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淡泊情怀；在洛

阳，他吟出“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在桂林，他吟

诵“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与同行者深情告别。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这一次旅行，让我深刻接受了文

化洗礼，开始有了家国情怀。”林志庆说。

上山下乡期间，他站在洞庭湖边，深感迷茫，感叹“日暮乡关

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又在良师益友引导下，讨论《岳阳楼

记》，受“先天下之忧而忧”鼓舞，振作起来。

此后几十年，无论是在国企上班，还是自主创业，林志庆虽历

经艰辛，仍不忘用“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勉励自己。

研读、绘制、烧制 每一步都饱含心血

2012 年，已过花甲的林志庆将企业交给儿子打理，一心追

求古诗词传承。

林志庆琢磨，把诗词制作成精美画册也好，装裱称精致牌匾

也罢，都会发生霉变，不能经久耐用。

“怎样才能让收藏的诗词经久不变？”林志庆把目光投向自

家收藏的一些醴陵陶瓷上。

“画在瓷器上，这样无论风吹日晒，绘上去的诗词都不会变

色。”林志庆说，绘制单个瓷板画早已有之，但成套绘制尚无先

例。

“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这是将醴陵釉下五彩工艺制作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的一次有效尝试。”林志庆说。

他和湖南省陶瓷工艺大师陈文、李华军、丁雄、赵为民、徐喜

平等人深谈，也得到高度认可。

他和陈文从《唐诗三百首》入手，反复研读每一首诗的意境，

在一次次“头脑风暴”中，反复打磨诗句意境画，甚至达到了废寝

忘食的地步，有时在梦中都会浮现意境画的画面。

之后，便是将诗句和意境画绘制到瓷器上，这个难度可不

小。

醴陵釉下五彩必须经过 1680 摄氏度高温烧制，才能保持画

质原汁原味，稍有不慎就会画面失真。300 件瓷盘要逐一做到

尽善尽美，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只要有一件作品烧制效果不理

想，就得反复烧。

2018 年，《唐诗三百首》瓷板画终于创作完成，画面一律层

次感强、非常精美。

此后，林志庆和陈文、李华军、丁雄、赵为民、徐喜平等陶瓷

艺术家继续合作，相继完成《宋词一百首》、五十六个民族人物肖

像、祖国大江大河、二十四孝、二十四节气等彰显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瓷板画创作。

“有山就有水，有水就有人，有人就有文明。我认为，中华民族

的文明起源于山水，而文明精髓的传承，就在诗词中。”林志庆说。

同时，林志庆腾出 480 平方米厂房，打造湖南霖儒釉下五彩

瓷绘诗词馆，将 800 多件瓷板画陈列其间，免费向公众开放，自

己则当起义务讲解员，为来访游客讲解每一首诗词的释义，讲述

每一幅意境画的内涵。

近年来，不仅当地百姓，还有不少诗词爱好者及部分机关单

位组织人员来诗词馆参观。

荣誉随之而来。2023 年，诗词馆被市诗词协会列为“中华

诗词教育基地”。

儿子将传统文化融入企业经营当中

“我开始不支持父亲的做法，认为有些不务正业。”回忆起林

志庆创作瓷板画，儿子庄丰宇说。

庄丰宇认为父亲此举费时费力，“瞎折腾”。但“百善孝为

先”，他并未阻止。

随着自己人生阅历的增长，庄丰宇逐渐看到了创作背后的深意。

“一进门就能看到‘十大名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山与万

物有关，意味着这些山就是炎黄子孙的繁衍生息之地，而诗词通

常以山水为背景抒发感怀，成为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因

此，我认识到，父亲是在用自己的方法，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精

髓。”庄丰宇说。

“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只有具体实践，才能得到传承。”为

此，庄丰宇对父亲的做法转而支持。

庄丰宇在企业经营管理中，也在践行真善美的传统美德。

员工子女升学时，公司会发红包；员工有困难，公司及时帮

扶；公司成立党支部，发展新党员，强化凝聚力。

庄丰宇记得，有一年，他为一名去世员工披麻戴孝，全程料

理后事。他还记得，一名员工在外被人砍伤住院，公司主动垫付

治疗费用。

“如果沿用西方的精致利己主义价值观，这些事都和企业无

关，就不可能实现。但中国传统文化告诉我们：仁义礼智信不能

用金钱衡量。”庄丰宇说。

如今，庄丰宇不仅大力支持父亲创作瓷板画，还参与讨论作

品创作，提出自己的一些见解，并带动两个孩子参与。

因林志庆家庭和公司长期致力于以瓷板画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2023 年，湖南省诗词协会授予林志庆家庭“湖南省诗词

之家”荣誉。

唐诗宋词入瓷器 数百瓷盘成奇景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姚时美 通讯员/王继雄

问：作为企业
家，您为何对诗词
情有独钟？

答：我 经 历 了

计划经济 、上山下

乡 、改革开放等各

个重要历史阶段，

无论是深感迷茫时

期，还是经历困苦

阶段，抑或是事业

有成以后，我都深

感诗词里藏着大道

理，可以激励、警醒

自己，让我明白“胜

不骄，败不馁”，要

有“先天下之忧而

忧”的家国情怀。

问：您下一步
有何计划？

答：我 的 创 作

远未止步。接下来

我要画完祖国的名

山大川，画中国名楼，画

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

大江大河，同样以诗词配

上意境画，体现中国传统

文化中的地方标记，比如

大兴安岭、秦岭、喜马拉

雅山等大山，岳阳楼、滕

王阁、黄鹤楼等名楼，湖

南 的 湘 江 ，浙 江 的 钱 塘

江，福建的闽江等江河。

问：您对诗词传承有
何期待？

答：随着作品越来越

多，我的诗词馆已无法承

载，很多只能放在仓库。

我愿意献出所有作品，支

持我市打造瓷绘诗词主

题博物馆，向社会免费开

放，供人们参观学习。希

望政府部门协调够大够

宽的场地，并妥善管理，

争取将博物馆打造成具

有特色的传统文化教育

基地和长株潭地区文化

旅游打卡节点。

对
话
：
﹃
我
想
让
诗
词
馆
有
个
更
大
的
家
﹄

诗句与意境画并茂

的瓷板画。

记者/姚时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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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掀起“吃谷”风
二次元产业规模快速增长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伍靖雯

二次元的钱，别想躺着赚

随着“谷子经济”越来越热，对从业者们来说，欢喜

之余也感到危机四伏。

首先是专业玩家和资本的到来，对于个人“谷子店”

的降维打击。

今年以来，潮玩星球、卡游等全国连锁的“谷子”文

创店相继在株洲开设，这些品牌大多背靠影视动漫和 IP

代理公司，拥有更丰富甚至独家的动漫 IP 资源、更低的

成本和更快的上新能力。此外，名创优品、KKV 等零售

集合店也在联名二次元 IP抢占市场。

“我们跟这些品牌连锁肯定没法比。”本地一家个人

“谷子店”的老板陈纯告诉记者，开“谷子”店并非很多人

想象中的低门槛生意，尤其是对二次元文化的了解以及

选品上，都对个人从业者有较高要求，不然就容易出现

库存积压等问题。“这个行业的人多了，但不是所有人都

懂 IP、懂卖货。”陈纯认为，二次元的钱很难躺赚，行业洗

牌也是迟早的事。

记者注意到，目前不少二次元圈外的商家也尝试加

入这一赛道，通过开辟“谷子区”等引流。

“今年是多了很多‘谷子店’，但一些小店的产品大

同小异，很难有购买欲。”市民张芮告诉记者，消费者其

实也会考虑商品的流通性等问题，往往正版、独家等商

品会具有更强的吸引力。

业内人士看来，“谷子经济”与潮玩、盲盒相似，是年

轻力商业的一种表现形式，随着行业竞争格局变化，只

有那些真正有选品能力、懂二次元用户的品牌才会长久

留存下来。

““你买过你买过‘‘谷子谷子’’吗吗？？””最最
近近，，这句年轻人之间的交流暗号冲这句年轻人之间的交流暗号冲

上热搜上热搜，，而在现实生活中而在现实生活中，，曾经不起眼曾经不起眼
的的““谷子店谷子店””也悄然转身也悄然转身，，成为实体商圈成为实体商圈
消费新贵消费新贵。。

““谷子谷子””实际上是英文实际上是英文““GoodsGoods””（（商商
品品））的谐音的谐音，，代指漫画代指漫画、、动画动画、、游戏游戏、、偶像偶像
等版权作品衍生出的周边产品等版权作品衍生出的周边产品。。

““谷子经济谷子经济””为何这么火为何这么火？？又又
给传统商业体带来哪些机遇给传统商业体带来哪些机遇

和改变和改变？？

株洲的“谷子店”遍地开花。

记者/伍靖雯 摄

二次元走向大众化

“出门逛街，我总会到‘谷子’店逛一逛。”11

月 28 日，大汉·悦中心二楼的潮玩星球店内，95

后市民张芮告诉记者。

此时，张芮对着一整排不同工艺的徽章精

挑细选，对比磨砂、镭射等材质工艺效果。店内

的不同展柜前，还陈列着各色精美的明信片、卡

牌、玩偶等商品，吸引着年轻消费者的视线。

这些商品，都是根据动漫角色造型制作而

来，也被称为“谷子”。购买“谷子”，被爱好者们

称为“吃谷”。

年轻人为什么爱“吃谷”？作为资深二次元

爱好者，张芮告诉记者，她自小学画画，也因此

接触了很多动漫，初中开始她就用积攒的零花

钱断断续续购买了一些动漫周边，家里也摆放

了不少收藏，每回看到都能让她想起自己看动

漫时的感动和欢乐。

在 22 岁的王欣星看来，“谷子”也是不少成

长于互联网时代的年轻人寻找伙伴的暗号。“比

如我会将自己喜欢的动漫角色的周边产品挂在

背包上，其他的爱好者们看到了，彼此会心一笑

就能知晓。”王欣星说，株洲经常会有一些线上、

线下的二次元分享交流会，大家也会给自己精

挑细选的“谷子”进行二次加工并展示出来，“谷

子”就是他们的社交新名片。

根据中研普华产业院发布的《2024-2029 年

中国二次元文化市场规划研究及未来潜力预测

咨询报告》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二次元产业

规模快速增长，泛二次元用户规模已达到近 5 亿

人，成为全球最大的二次元市场。另有数据预

测，预计今年全年国内二次元市场规模将突破

2700亿元。

这也意味着，二次元早已告别很多人固有

观念里的“小众”圈层，呈现出明显的大众化趋

势。

小商品有高复购率

曾经，这些“谷子”是学校周边文具店的附

属品，如今，随着 90 后、00 后成为主要消费者群

体，他们的成长伴随着二次元文化，这也让二次

元文化成为一个庞大的商业产业链，衍生品、周

边产品等形式层出不穷，专门的“谷子店”在本

地遍地开花。

株洲书城二楼的一家“谷子”店内，摆件、手

办、徽章等各式产品种类齐全，吸引年轻顾客接

踵而至。“我们的顾客群体比较广泛，但主要还

是高中生和大学生。”该店工作人员介绍，他们

这家店经营了近 10 年，今年新开了 1 家分店，店

里的产品均价相对较低，贴纸、收藏卡价格在

5～10 元不等。如果是一般的学生消费，均价可

能在 20～30 元左右。店里会根据时下流行的动

漫、游戏等作品不定期更新，紧跟年轻人的消费

需求和喜好，所以复购率较高。

市民刘磊告诉记者，他之前更喜欢收集手

办，但每个都要几百甚至上千元，又贵又占空

间。现在的“谷子”爱好者们，更喜欢收集单价

低、小巧便携的亚克力材质制品，虽然单价低了，

但消费频次容易变高，他每个月在这方面的消费

大概在200元左右，一年下来也不是个小数字。

“不要小看年轻人的购买力。”本地另一家

二次元文创产品店负责人王磊告诉记者，年轻

人愿意为情绪价值买单，这些伴随他们成长的

动漫卡通作品的周边产品，很容易引起人们的

情感共鸣，也成了他们追逐和消费的理由。

越来越多城市商圈嗅到了二次元商机，迅

速投入主动拥抱年轻人。比如，广州打造的动

漫星城广场、武汉打造的二次元主题商场 X118

等等，不仅成为二次元爱好者的打卡胜地，也是

城市文旅的新亮点。

株洲也在尝试通过举办动漫展览等方式“破

圈”引流。去年，云龙万达广场围绕知名游戏举

行二次元专场活动，不仅吸引了本地客流，还有

效带动周边长沙、湘潭等地区的爱好者们专程前

往；今年 8月，株洲国际会展中心首次举办的株次

元动漫展，吸引入场客流超过3000人次。

各类动漫角色造型制作的“谷子”。 记者/伍靖雯 摄

二次元业态吸引年轻消费者。

记者/伍靖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