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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惠山泥人厂厂长
沈大授等泥人厂领导和股
东、耘林集团董事长龚育才
等耘林集团主要管理人员、
无锡市青年企业家协会代表
及无锡各大主流媒体出席了
此次签约仪式。

与惠山泥人打了一辈子
交道的沈大授厂长很是感
慨：“其实（股权转让）这个想
法我有了很久了，也一直在
寻觅合适的接手者，今天我

的愿望终于达成了。惠山泥
人对无锡来说意义重大，惠
山泥人的发展、传承任重而
道远，我今年已经76岁，从
各方面来说都难以继续肩负
这样的重担，股权转让不管
对于惠山泥人这个行业还是
对于我个人而言都是一个负
责任的决定。”

谈到为什么选择耘林集
团作为此次股权转让的对象
时，沈大授告诉记者，这是深

思熟虑的结果：“耘林集团是
无锡本土企业，龚育才董事
长是土生土长的无锡人。最
关键的一点是，他是具有文
化情怀和高学历留学背景的
年轻企业家，拥有国际化的
视野和格局，他的企业也拥
有足够的实力。此外，龚育
才董事长具有‘跨界’经验。
这几年，他从苏嘉集团这样
的传统工业企业到耘林集团
这样的养老产业和苏珈美术

馆这样的文化领域，就是很
具有代表性的案例。”

耘林集团董事长龚育才
在签约现场表示：一定会传
承和发扬好这一无锡特有的
文化遗产，未来耘林将会做
出更多更好的新产品，同时
也将把惠山泥人的艺术特色
发扬光大，让惠山泥人走向
全国，走向世界。

耘林集团为什么会选择
接手惠山泥人厂这一老字

号企业？面对记者的提问，
龚育才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传统制造业是我们集团起
家的基础，文化产业是我们
集团跨界探索的重要方向，
养老产业是我们眼下和未
来发展的重要增长点。我
们收购惠山泥人厂的目的
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一种情
怀、一种使命：身为无锡人
的情怀，传承非遗文化的使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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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惠山泥人厂股权
转让签约仪式上，耘林集团董
事长龚育才的一番话引起了
大家的强烈共鸣：“咱们中国
拥有灿烂的文明和数不胜数
的各类‘非遗’文化瑰宝，却未
能加以利用。如今，人们开始
重视文化创意，本土文化的价
值将被逐渐挖掘。”

虽然龚育才谦虚地表示
接手惠山泥人厂出于情怀，但
作为企业家而言，耘林集团收
购惠山泥人厂绝不止于情
怀。在龚育才看来，加入耘林
集团后惠山泥人厂将依靠耘
林集团的平台、资源获得长足
的发展。

“惠山泥人将随着耘林生
命公寓在无锡乃至全国各地
的布局走向全国，未来我们在
耘林生命公寓的布置和商业
中都将考虑这一块，耘林集团
的业态很多，我们的餐饮、咖
啡馆等也能引入惠山泥人，可
以作为伴手礼，甚至打造‘泥
人’品牌产品。”龚育才已经开
始为惠山泥人未来规划布局。

江南大学教授、著名学者

庄若江也对此次签约表示谨
慎乐观：“首先，包括惠山泥人
在内的传统‘非遗’，在当下的
发展都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
题。如何突破瓶颈、走出困境
颇值得关注，也亟待助力。但
这种助力仅仅依靠政府是不
够的，若要走得长远，还需要
全社会的努力。这次耘林集
团与惠山泥人厂的合作不仅
是经济领域的产权归属转换
问题，还具有探索意义，也让
人有所期待。其次，‘非遗’自
身的经营管理对其生存发展
也很重要。相对而言，耘林集
团有理念、有活力、有实力，更
有市场目光，期待惠山泥人能
在经营管理、工艺改革、创意
出新、市场推广等方面走出一
条新的生存发展之路，重新绽
放生命活力。”

让“久居深闺”的非遗自
我造血并不容易，借助外部资
源“输血”，让专业人才团队一
起出主意，正成为越来越多人
的共识，这也正是这次惠山泥
人厂股权转让引入社会资本
的意义所在。 （孙暐）

惠山泥人何时起源众
说纷纭，已经难以考证。
1954年，惠山一带出土了
一批汉代和唐代的陶俑，
其中有的很像早期的泥人

“大阿福”，因此有学者推
断惠山泥人距今已经有
2000年左右的历史。

惠山泥人真正崛起大
约在清末，惠山脚下众多
祠堂的祠丁成为第一批生
产者。据史料记载，当时
惠山脚下有一百多处祠
堂，看护祠堂的祠丁闲暇
时就捏塑惠山泥人。当时
惠山泥人店铺有数十家，
从业人员有二百多人，年
产值约10万银圆。鳞次栉
比的泥人店，成为当时惠
山脚下一道充盈着民俗风
味的靓丽风景线。民间小
调《无锡景》中“锡山相对
那惠泉山呀，山脚下两半
边，开个泥人店呀”的歌词
就是当时惠山泥人兴盛的
生动写照。

新中国成立以后，惠
山泥人受到了较为专业的
保护。上世纪70年代，惠

山泥人厂生产的惠山泥人
及其衍生品的最高年产量
达二百万余件，产品不仅
畅销全国，还漂洋过海行
销海外。李光耀、西哈努
克等外国元首都参观过惠
山泥人厂。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伴随着改革开放大潮，来
无锡观光旅游的国内外旅
游者日益增多，极具无锡
乡土特色的惠山泥塑深受
追捧。根据惠山泥人厂的
记录，1994年，该厂生产销
售达到最高峰，产值突破
600万元。2006 年，惠山
泥人被列入首批国家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

辉煌过后是落寞，随
着时代的发展，旅游产品
日益丰富，惠山泥人本身
的一些不足逐渐显现。惠
山泥人与宜兴紫砂壶是无
锡的两大文化瑰宝，但与
宜兴紫砂行业稳健发展，
甚至出现名家“一壶难求”
的火爆局面大相径庭，惠
山泥人近年来却一直很不
景气，整个行业陷入困境。

在无锡市民间文艺家
协会主席潘基峰看来，惠
山泥人与宜兴紫砂陶制作
技艺同为无锡国家级非遗
项目，又都源于民间，但
两者的生存现状之所以截
然不同，就在于惠山泥人
只有观赏性，缺少生活实
用性，而且惠山泥人没有
经过烧制，不易保存。紫
砂泥烧好后可以做壶、做
茶具、做碗等各种生活器
皿和工艺品，甚至还能做
工业材料。所以，如今宜
兴紫砂不再依赖政府扶
持，转而由行业协会就可
以带动，发展成了强势产
业。

对于这次惠山泥人厂
股权转让，潘基峰表示欢
迎：“这次惠山泥人厂股
权转让的签约，使惠山泥
人行业为之一振，在当前
这个行业并不十分景气的
形势下，耘林集团为‘接
力非遗，传承经典’，与惠
山泥人厂达成战略合作，
这将为这家老字号企业注
入生机。龚育才先生这些

年在文化品牌打造上
下过不少工夫，相继
推出了餐饮、书画文
化、酒产品酒文化等，
总体来说可圈可点，
他是有想法的人。惠
山泥人是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是无锡
城市的文化名片之一，
希望本次的签约能为
惠山泥人带来新的生
机、活力和美好前景，
也能为更多的无锡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起
到示范作用。”

现场：非遗经典 接力传承

现状：城市名片 面临困境

前景：引入资本 绽放新生


